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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旅游扶贫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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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0) 

【摘 要】：在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贵州省借助政策扶持开展旅游扶贫,大力发展旅游业,扶贫效果显著。以西

江千户苗寨为例,运用问卷调查的统计方法,从扶贫主体、参与程度、利益分配机制等角度分析该景区所取得的旅游

扶贫效应。调查数据表明,当地村寨居民对旅游扶贫的积极作用感知不明显,而对消极作用感知较明显,整体上对于

开展旅游扶贫表示同意并支持政府工作;但是该景区在旅游扶贫发展过程中还存在扶贫范围小、居民参与程度不高、

利益分配不公等问题。因此,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和政府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西江千户苗寨旅游业的发展和提高旅

游扶贫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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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凭借自身的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带动当地村寨居民脱贫致富,提高了当地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旅游扶贫效果显著,为其他少数民族村寨开展旅游扶贫树立了一个榜样,但是该景区在开展旅游扶贫过程中也出现了一

些问题。因此,分析并解决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在旅游扶贫中的问题,将有助于推动景区的长远发展和该地区脱贫致富目标的实现,

也为其他少数民族村寨如何利用自身资源开展旅游扶贫提供可行性意见。 

1 西江千户苗寨的旅游扶贫概况 

西江千户苗寨景区通过收取景区门票、出租店铺门面、歌舞表演、旅游车等方面进行收益。当地村寨居民通过参与旅游经

营活动、种植农作物、自营农家乐、家庭旅馆等提高经济收入。据不完全统计,现在“苗家乐”的接待户达 560 多户,餐饮服务

人员有 1500余人等。西江千户苗寨之前由于经济的落后、交通不便等因素制约当地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年轻人都出外务工,村寨

就只有老人和儿童留守家里。近几年,随着优惠政策的实施、旅游业的发展,出外的年轻人大都回乡发展,借助当地村寨旅游资源

优势从事经营旅馆、餐馆、民族特色手工艺品等。在实地调研中,随机采访一名经营餐饮业老板潘某,他介绍说把自己家房子改

造成了餐馆,开起了“农家乐”,既做苗族特色菜品又可以住宿。由于近年来景区知名度的提高,慕名而来的游客增多,再加上他

家生意好,名气大,每年的收入可达 100 万元左右。村寨中 80%老人们则加入了民族歌舞表演队,每年每人也有一万多元的收入。

据他介绍,西江千户苗寨村寨居民人均收入已经由 2008年前的 2000元增加到了现在的 8000元左右。 

2 西江千户苗寨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评价的感知调查 

本文在分析西江千户苗寨旅游扶贫效应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运用 SPSS统计软件分析问卷结果。2018年 12月 29日至 31

日到实地进行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 120 份,收回 105 份,有效问卷 105份,有效率 87.5%。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受访者人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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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参与旅游的方式、旅游扶贫存在的不利因素、在旅游扶贫方面希望得到何种帮助、对旅游扶贫效应感知等。 

2.1受访者人口学特征 

从调查数据中可知,受访者性别男女比例相近,年龄层分布主要集中在18-50岁之间,这两类占受访者总数的86.7%,而受访者

文化水平大多数属于小学和初高中阶段,占受访者总数的 94.2%,这就说明当地居民知识层次整体偏低。此次问卷调查是抽样调查,

随机抽取当地居民进行数据的收集,受调查人数的影响,调查的结果只能基本上接近实践情况。在发放调查问卷的同时也随机访

谈了一些居民,从他们口中了解到在西江千户苗寨开展经营工作的人中大多数是政府招商引资的,外地人居多,而当地人只是从

事服务人员之类的工作。 

2.2旅游扶贫存在的不利因素以及所需帮助 

调查表明居民认为西江千户苗寨在发展旅游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旅游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缺乏旅游服务技能、旅游扶

贫效应偏低等,并希望政府能加大资金投入,大力宣传旅游扶贫,让更多的居民能够了解旅游扶贫,并且能够参与到旅游活动中去,

同时要加强旅游技能培训。通过调查发现,当地村寨居民总体上支持开展旅游扶贫项目,但是居民参与程度不高,旅游扶贫效果不

显著,居民并没有从中获益过多。 

2.3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评价的感知分析 

关于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在是否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方面来看,38.1%的人比较同意,50.5%的人完全同意,可

知旅游扶贫开发对当地经济发展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从环境效应来看 23.8%的居民认为旅游发展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

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从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来看,22.9%的人持中立的态度,49.5%的人完全同意,19%的人比较同意,可

知旅游发展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了部分居民的收入,但不同意和中立者也占了 31.5%的比例,表明部分居民的收入没有增加。从增

加当地居民的就业机会方面来看,完全同意和比较同意各占 53.3%、21%,说明开展旅游扶贫给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但是 25.7%的居民没有抓住发展契机,参与旅游经营活动,并从中获益。从造成当地居民贫富差距加大来看,比较同意占 25.7%,中

立占 48.6%,不同意占 25.7%,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居民对旅游扶贫认识不够,参与积极性不高,没有在旅游扶贫中受益,利益分配不

均。在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促进当地民族文化的保护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大部分居民认为从原先的务农到现在的旅游业,并

没有产生不同于传统的生活方式,69.5%的居民认为当地民族文化得到了保护性的开发,而 35.2%的居民认为旅游发展使原有的生

活方式出现差别,也有少部分的居民认为旅游发展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在改善当地的公共服务设施和促进当地交通更加便利

这两个方面来看,大部分居民都认为旅游的发展能够促进公共服务设施和交通设施不断完善,这与当地的实际情况是相吻合的;

在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和旅游发展引起当地交通拥挤这两个方面,大部分居民都保持中立的态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

有居民自身从事旅游业,没有意识到自身的经营行为会影响其他居民的正常生活,特别是经营酒吧的业主,而随着西江千户苗寨

的旅游迅速发展,接待量逐年增加,到旅游旺季,车辆增多,会给当地交通带来一定的压力;在提高当地的知名度方面,同意占有

71.4%,他们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可以使该景区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出名,也有少部分居民因为对当地旅游业不够关心,所以不能判断,

这能从侧面反映出当地居民对于发展旅游扶贫,不够关注,参与度不高。 

3 西江千户苗寨旅游扶贫存在的问题 

3.1缺乏专业旅游人才 

通过实地调查发现,村寨中从事旅游经营活动的居民,大多数的文化水平较低,没有参加过正规的旅游知识培训,对旅游管理

知识掌握不多,接待游客的能力不足,不能满足开发旅游扶贫的需要;再加上掌握旅游专业策划和营销的人才较少,不能满足旅游

业发展的需要,不利于提高景区的经济效益,不利于旅游扶贫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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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缺乏旅游扶贫管理监督机构 

雷山县政府部门中负责旅游事务的是旅游部门,而负责扶贫事务的是扶贫办,却没有专门针对旅游扶贫的政府部门。由于政

府缺乏专门的旅游扶贫管理机构,疏于对旅游扶贫开发进行有效的管理监督,而旅游开发商注重经济效益,在开发民族村寨旅游

资源时,对其认识不足,了解不够,轻视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不利于景区的旅游持续发展,容易造成旅游扶贫资金的浪费

和低效率。对旅游开发商在景区建设规划方面没有进行有效监督,致使景区在建设规划方面不够合理,旅游产品缺乏民族特色。 

3.3村寨居民参与程度低,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 

据实地调查发现,西江千户苗寨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中当地人较少,当地居民从事旅游行业大都是非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

并没有实际参与到旅游开发建设中去。西江千户苗寨景区是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而当地居民是景区旅游资源的继承者和

保护者,理应在旅游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政府主导”的模式下,政府成为分配中的主导者,而村寨居民往往是被遗忘的群

体;由西江村委会中得知,街面上 75%的商店是由外地人经营,当地村寨居民只能从事一些小摊小贩、服务员、清洁工的工作。西

江千户苗寨的旅游收入大多数是由政府和旅游经营企业所得,村寨居民收益较少,利益分配不公平,不够合理。 

4 西江千户苗寨开展旅游扶贫的举措 

4.1培育专业旅游人才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得知,当地居民文化水平较低,缺乏处理旅游接待事故的能力,因而要加强当地居民的教育培训。针对当地

居民的文化水平缺口,对当地居民进行相关旅游专业知识和服务知识的培训,提高当地居民的接待能力,加强居民的旅游服务技

能培训,提高居民参与旅游服务的能力;同时,景区还要注重任用当地居民中具有旅游经营经验的人才,参与到景区的经营管理中,

并大量地引进高水平高质量的专业旅游服务人员、相关旅游专业策划、组织结构管理和营销人才。 

4.2建立专门的旅游扶贫管理监督机构 

建立专门的旅游扶贫管理监督机构,充分有效整合各部门的人力、财力、物力,提高各部门和当地居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完

善监督机制。西江千户苗寨景区要依托当地村寨旅游资源优势,合理规划景区,整合旅游资源,对民族文化进行深度开发,同时还

要注重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西江千户苗寨景区要有针对性地开发旅游产品,可以组织专业的人才进行开发旅游特色商品,深

层次的挖掘苗族文化,对手工艺品进行深层次加工,形成特色的旅游纪念品,还可以为有需要的游客制作苗族服饰,宣传苗族服饰

文化。 

4.3提高村寨居民参与度,完善利益分配 

西江千户苗寨要持续发展,提高旅游扶贫力度,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政府要重视各利益主体关系,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

配机制。要建立完善的利益补偿机制,在旅游发展中占有村寨房屋、土地、农业,要对村寨居民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同时要重视

村寨居民在村寨旅游发展中扮演创造者、继承者、保护者的角色,多宣传发展旅游的内涵,对实现脱贫致富的重要性,提高村寨居

民参与旅游活动的积极性;并对居民进行旅游的相关培训,提高服务技能;要大力宣传旅游扶贫政策,让村寨居民多了解旅游扶贫

政策,多参与到旅游活动;加大资金的投入,制定对村寨居民有利的政策,关注村寨居民的实际诉求,提高村寨居民参与力度,带动

更多的居民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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