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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贵州农村开发式扶贫路径研究 

——以黔东南为例 

杨文专 罗涛 吴婕 黎星池
1
 

（贵州师范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摘 要】：近年来，在国家各项经济发展政策的指导下，贵州黔东南州地区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基础配套设

施也逐步地完善，加上及其丰富的乡村旅游和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且旅游业也在迅速的崛起，人民的物质条件和精

神生活都在不断地提高和改善，由于黔东南州属于典型的山地丘陵地区和少数民族聚集的深度贫困地区，如今仍然

是贵州扶贫的主战场。通过分析了解黔东南州的经济实际发展情况和黔东南州目前的农村地区贫困现状以及开发式

农村扶贫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来研究贵州黔东南农村开发式扶贫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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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贵州省农村开发式扶贫现状——以黔东南州为例 

黔东南是一个内陆喀斯特地貌的地区，也是贵州地区扶贫攻坚的中心和主战区之一，黔东南州的贫困发生率为 17.4%，为全

省第一，贫困人口 70.3万人，为全省第二。在“十一五”期间全州 16个县市中，有 14个贫困县属于国家级重点贫困县，占全

州县市总数的 87.5%。截至 2016年底黔东南的贫困人口还有 84.32万人，全州共有贫困村 1853个，深度贫困村共计从 1038个。

导致贵州黔东南贫困的因素非常多，主要原因表现在黔东南农村交通相对不便，贵州为世界上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区，农村的

交通路线曲折狭窄，山高路险。且对于农村经济开发的力度不够，农村贫困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较为滞后，因少数民族聚居

的特点，贫困地区呈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贫困地区自然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繁，自古贵州有一句民谚叫：天无三日晴、

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这句民谚也从侧面体现出贵州地区的自然条件恶劣和经济相对的滞后。 

2 黔东南州农村开发式扶贫所面临的问题 

2.1农村开发式扶贫任务繁重、时间紧、工作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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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黔东南州已经进入了脱贫攻坚的最后冲刺阶段，但是全州脱贫攻坚的各项工作任务仍然繁重，全州的 14个国家级重点

贫困县也相继出列，但由于时间的紧迫性，让接下来的工作难度不断增大。黔东南州到 2019 年底预计还未脱贫的人口为 4.86

万人，贫困区域也会逐步减小，黔东南的贫困村预计减少到 70 个，深度贫困村预计减少到 65 个。而剩余未脱贫的贫困人口的

致贫因素则更为复杂，其主要表现是：由于剩余未脱贫的人口主要是居住在偏远的山区，这些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道路崎岖坎坷，居住的地点分散等诸多问题，这给在基层服务的国家公务人员完成脱贫攻坚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加上工作

时间紧迫也直接导致了公务人员脱贫工作任务更重。 

2.2基础设施不完善，收入、消费水平较低，抑制了开发式扶贫发展 

由于黔东南地区的地形属于较为特殊的喀斯特地貌，大部分贫困的乡镇自然村寨都是地处偏远的山区，基础设施的建设进

度相对滞后，道路崎岖坎坷，农村的交通路线曲折狭窄，部分的道路还可能存在“晴通雨阻”的特殊情况，山高路险以及农田

水利等基础设施不完善，还没有一套完善的农村自来水系统，没有固定的农村垃圾处理机制等，限制了外来人口对乡镇自然村

寨的深入参观以及对黔东南的乡土传统民俗文化的深入探究。2015～2018 年黔东南州的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与农村人均可支

配收入均为贵州省各市州中的最后一位，2018 年贵州省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为 9716 元，黔东南州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9227 元，为全省的 95%，仅为贵阳的 59%、遵义的 75%、黔南的 90%。从侧面看出黔东南州农村居民的收入较全省来讲是比较低

的，购买力也相对较弱，主要是以维持生存为主和满足自身发展而进行消费的消费结构，经济发展相对较慢，城乡差距还是较

大，存在区域不协调等问题，从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黔东南开发式扶贫的发展。 

2.3黔东南州民族文化、乡土传统文化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保护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目风景名胜区总共为 9 处，其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3 处、省级风景名胜区 6 处。黔东南州旅游风景

区的总面积约为 2331km2，大约占到全州国土面积的 7%左右。黔东南州有 20 个乡镇被评为重点民族文化旅游乡镇，有大约 100

个民族自然村寨被评为原生态少数民族文化旅游村寨。但事实上黔东南州仍然有非常多的原生态苗寨和少数民族侗寨，他们仍

然保留有着他们自身原有的民族特色、民族语言、民族传统节日，甚至他们还保存有自己的最原始的文字。但是很多的自然村

寨因为道路交通不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不齐全、知名度低等问题，让他们被埋藏在了深山秀水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进行开发

和利用。我们在进行开发和利用的同时，也要求我们应当充分考虑到对自然村寨的民族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民俗等文化资源的保

护，民族传统文化如果没有相应的保护措施的话很容易被汉化或者造成文化流失。因此，在开发利用拥有民族传统文化的自然

村寨时学会如何去保护和传承这些民族传统文化是相当重要的，也是黔东南州农村扶贫式开发中面临的问题。 

3 黔东南州农村开发式扶贫路径对策研究 

3.1构建黔东南开发式扶贫多元模式 

黔东南州致贫原因复杂多样，各种贫困类型相互交错，为了有效地解决黔东南州的贫困问题，应该建立起系统多元的开发

式扶贫模式。例如说，对于缺乏生活资源的贫困民族自然村寨，这类贫困村寨的自身脱贫能力不足，需要政府和相关扶贫部门

使用政府财政或社会公益力量，对他们实施社会救援帮助，并对原有的自然资源、乡土文化进行开发利用，防止贫困村寨脱贫

后返贫。对于生活环境比较恶劣的贫困自然村寨，可以将整村迁移、异地安置等措施作为主要扶贫策略，使他们脱离原有的贫

困环境；对偏远落后但生活资源相对较好的贫困民族自然村寨，应重点完善基础设施、道路交通，加强贫困村寨的生活环境基

础建设，并且还需要将民族村寨的传统民族文化开发出来，结合黔东南州的旅游资源以达到开发式扶贫的目的。也要鼓励当地

贫困户参与到开发式扶贫中来，让其享受到开发式扶贫所带来的成果，从而带动全村脱贫。 

3.2加强黔东南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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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贵州黔东南州已经基本实现村村通硬化道路，但是保障农村道路安全任然是农村基础建设中需要重点支持和投资的一

个项目，对已经修缮保养完成的农村道路进行安全设施保障升级、维修、保养也是对农村人民和群众的财产生命安全负责，另

外还要加强对农村的基础水利设施、通信设施、电力设施、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和升级，以有效地助力脱贫和防止返贫。基础

设施的完善才能有利于黔东南州农村将农业、林业、养殖业助力脱贫的潜力发挥出来，以达到扶贫效果，从而增加农村贫困人

口的收入，加快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3.3黔东南州少数民族文化与旅游业相结合助力脱贫 

黔东南州作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黔东南州不仅有目前全世界最大的苗族村寨和最美的侗族村寨，而

且还有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这无疑是黔东南州民族文化旅游业和黔东南州民族文化旅

游扶贫开发的一大亮点。在黔东南州还有非常多的像“西江苗寨”、“肇兴侗寨”一样的少数民族村落，他们保有最原始的少

数民族文化和最淳朴的少数民族风情，只是他们的民族文化还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贵州全省至少有 300 个少数民族贫困

村享受到“十二五”期间贵州省实施的乡村旅游扶贫倍增计划的专项财政扶贫资金。这无疑是对黔东南州少数民族传统村落与

旅游业结合发展的最好帮助。当地政府部门可以结合各地区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色节日，建设少数民族文化与旅游业相结

合的乡村旅游特色扶贫产业体系，以加快促进黔东南州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加快脱贫攻坚的步伐。但是对传统少数民族文化进

行开发利用助力脱贫的同时，当地政府应当先建立完善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机制，以防止在对其开发利用的过程中造成传统民

族文化的流失和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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