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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乡村旅游为引擎助力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基于十八洞村的实践与探索 

周细平
1
 

（吉首大学 历史与文化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乡村旅游作为快速崛起的新产业，在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上起

到了重要作用，成为了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本文基于十八洞村的实践与探索，探讨了以乡村旅游为引擎助力

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对十八洞村开展乡村旅游的机遇与实践进行了分析，虽然该地区从整体上取得了较为突出的

成绩，但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针对其可行性空间探讨了乡村旅游的未来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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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困难最繁重的工作依然在农村，最

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同样在农村。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难点在“三农”；构建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

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基础支撑在“三农”。在新发展阶段，党中央极度重视“三农”问题，已将其列为全党工作重中之

重。党的十九大后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需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等要求来振兴乡村。“十三五”时期乡村

振兴实现了良好开局，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如期完成，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已实现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创

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乡村旅游作为脱贫攻坚战中快速崛起的新产业，在产业兴旺中担任了重要角色，在生态宜居上起到

了重要作用，使大部分贫困区人民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对于那些区域优势明显、自然风光独特、民族风情绚烂、历史文化古老、

旅游资源丰富的贫困地区应充分发挥其地理优势，深度挖掘旅游资源潜力，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花垣县十八洞村是全国精准扶贫首倡地。2013年 11月 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十八洞村考察，在这里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

的重要论述，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开启了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新篇章。为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十八洞村指示精神，十八洞村聚力精准施策，立足自身实际，深挖文化底蕴，大力推进乡村旅游发展，形成

了“以乡村旅游业为龙头，创新旅游发展模式，带动其他产业共同发展”的脱贫与振兴思路。在美丽乡村的建设过程中，以红

色旅游为依托，将生态、文化、农业与乡村旅游进行深度融合，使乡村旅游不断提档升级，特色产业迅速发展，显著增加了农

村集体和农民收入，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实现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1 十八洞村乡村旅游的发展机遇与优势 

如今整个湘西自治州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立体交通网络体系，其中快速发展的公路交通已成为交通运输网的主体，极大地

方便了人们的出行。十八洞村地处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南大门”双龙镇西南部，距离花垣县 34 公里、湘西州州府吉首市 38 公

里；紧邻吉茶高速、209 和 319 国道，正在建设的湘西里耶机场距离十八洞村 30 分钟车程，规划中的秀吉益铁路在花垣设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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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吉茶高速花垣东出口约 13 公里，距矮寨出口约 10 公里，且从国道或高速出口可经公路直通十八洞村各家各户门口。十八洞

村人们出行便利程度相比于以前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增强了村民与外界的沟通与交流。良好的区位交通条件已能让游客顺利进

得来、散得开、出得去，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交通方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为十八洞村乡村旅游的发展扎下了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

要指示，并提出了“不载盆景、不搭风景”“不能搞特殊化，但不能没有变化”，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等具体要求。

“精准扶贫首倡地”成为了十八洞村独一无二的标签，并成为了中国脱贫攻坚的“地标”，为十八洞村红色旅游的发展提供了

难得的机遇。 

十八洞村处于生态环境优美的大湘西，自然景观独特，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享有“云雾苗寨”的美称，被习近平总书记

誉为“小张家界”。使十八洞村得名的“十八洞”是由 18个天然溶洞组成的巨大溶洞群，洞洞相连、形态各异、巧夺天工，被

誉为“亚洲第一奇洞”。此外，村内还有莲台山林场、黄马岩、乌龙一线天、背儿山、擎天柱等自然景观。十八洞村为纯苗聚

居区，苗种族风情浓郁，传统文化保存较好，过苗年、赶秋节、山歌传情等民族风俗历久不衰；苗绣、蜡染、花带、古花蚕丝

织品等民间工艺品随处可见；腊肉、酸鱼、酸肉、野菜、苞谷烧等特色美食别具风味。十八洞村的自然景观、民俗风情、历史

文化对游客而言均极具吸引力，为十八洞村生态旅游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 十八洞村发展乡村旅游的实践 

在十八洞村正式拉开精准扶贫工作的大幕前，当地政府及扶贫工作队及时把握住了精准扶贫政策和领导人到访产生的知名

度效应给十八洞村带来的发展机遇，一方面提出发展乡村旅游的工作思路，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充分利用领导人到访并首倡

精准扶贫思想、人文特色(苗族村寨)、自然景观(天然溶洞)等元素的叠加效应，有效提升了十八洞村的旅游资源和对外吸引力；

另一方面不断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充分借助各大媒体对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地方实践进行新闻报道和舆论宣传的机会，将十八

洞村精准扶贫的创新实践以及精准脱贫的成功经验推向全国，在进一步提升自身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同时，也提升了“十八洞”

品牌作为一种无形资产的价值和对潜在投资者的吸引力。 

自确立发展乡村旅游的工作思路以来，村里首先从基础设施和民居改造着手，修建了通村公路、停车场、公共厕所，改善

了村里的石板路面，整修了民宅，开设了文化书屋、游客中心、乡村酒店、农家乐、主题邮局、旅游商品商店、湘西长行村镇

银行、十八洞加油站等基础配套服务设施。 

随着十八洞村在产业扶贫、发展乡村旅游、解决大龄青年婚配问题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效，十八洞村再次成为媒体报道和

舆论宣传的重点对象。2015 年春节前后，包括人民日报、新华报、央广新闻等在内的七大中央媒体密集报道了十八洞村实施精

准扶贫以来的巨大变化。2016 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推出了《“十八洞村”扶贫故事》系列报道，连续 5 天播报

了十八洞村在扶贫脱贫方面的举措和成就。2017 年 4 月，由潇湘电影集团和峨眉电影集团联合制作、取材于十八洞村“精准扶

贫”实践的纪实影片《十八洞村》在花垣县正式开机，并于当年 10月 13日在全国正式上映，进一步提升了十八洞村的知名度。 

十八洞村知名度的提升和旅游人数的猛增，不仅使政府及其他公共部门加大了投资力度，也吸引了不少民间投资者的关注。

据了解，2016～2017 年，先后有消费宝(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湖南零售连锁企业步步高集团以及湖南地球仓科技有限公司

等民营企业与十八洞村达成了投资与合作开发意向，对外公布的投资规模超过 6 亿元。随着外来资本和资金的介入，十八洞村

旅游资源、配套服务设施以及相关产业的开发都进入发展的开车道。 

2016 年消费宝(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花垣县苗疆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花垣县国资委全资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十八洞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包括夜郎十八洞溶洞在内的十八洞村及周边村寨的大十八洞旅游景区。2016 年底，由花垣县有关

部门和民间组织联合发起的十八洞苗族文化博物馆在十八洞村开工建设，2017年 6月 18日，修葺一新的博物馆即已正式对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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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2017 年 4月湖南零售连锁企业步步高集团作出了在十八洞村建山泉水厂的决定，2017年 10月 8 日正式建成投产，2018 年

3月 22日，十八洞山泉水正式上市。2017年 6月湖南地球仓科技有限公司与十八洞村签约，决定依山建造悬崖式生态酒店，为

当地的旅游发展提供配套的旅居设施和服务，2018 年底，首期建成的七间客房正式对外营业，使十八洞村在提升旅游品质和接

待能力方面迈上了新的台阶。 

随着十八洞村知名度的不断提升，旅游资源的逐步开发和基础设施的不断提档升级，组织或慕名前来参观学习和观光旅游

的人数持续不断增加。据十八洞旅游公司原总经理介绍，2015年来十八洞村参观旅游人数就达到了 10万人次，2016年为 16万

人次，2017年为 25万人次，2018年游客人数超过 30万人次，2019年游客人数陡增到 60万人次，随着乡村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间接地带动了村庄的餐饮、住宿、特产销售等行业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十八洞村经济的增长。 

3 十八洞村乡村旅游发展的路径探索 

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在传统乡村旅游发展思路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推陈出新，实事求是求发展，因地制宜求创新，坚持

以文化为灵魂、以民俗风情为特色、以自然景观为亮点、以生态宜居为核心，发展高质量、可持续且健康的乡村旅游产业，并

带动饮食、住宿、交通、零售、娱乐、旅游衍生品等一条龙配套发展的产业群，为推动乡村振兴打造更为强劲的引擎。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十八洞村想进一步发展并壮大旅游产业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支持。通过市场分析进行统筹规划，利用知名

度效应大力吸引融资投资和相应的技术合作，进一步优化旅游项目和村落空间结构，打造“十八洞”知名品牌和特色优势旅游

项目，完善旅游产业收益分配格局，进一步提升十八洞村乡村旅游的档次和产值，促使十八洞村乡村旅游可持续健康地发展。

科学合理的旅游发展模式一般都是在政府的帮助和指引下进行的，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整合当地优势资源，因地制宜地发展特

色旅游产业，并与相关企业合作经营市场运作，使得企业和居民达到共赢的目的。 

乡村旅游要发展，基建设施需先行，要想形成产业群，配套行业需集中。基础设施是旅游活动开展的重要载体，解决“留

不住游客”问题的前提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公共基础设施，以便更好地提升游客的体验和满意度，如：在公共区配备足够的分类

垃圾桶、厕所、停车位、指引牌等基础设施，并注重接待服务和相关配套设施的卫生标准，做到定期杀菌消毒处理。旅游业是

一项综合性服务行业，需配套与吃、住、行、游、购、娱等相关的产业，直接关联商业、工业、金融、交通、现代信息以及卫

生等行业，其中便利的交通环境的基础，严格的安全卫生是关键，进一步丰富购物方式的多样性，重点打造一种能体现民族风

情与现代前卫相融合的混搭式旅居体验，能够让游客们在朴素的传统院落里体味现代精致生活的独特感受。 

全面提升旅游接待服务质量，提升硬件接待设施的同时，应更加注重“软件”升级。规划引领与统筹布局相结合，结合四

个寨的特点因地制宜地打造各具特色的旅游区点，以点串线促使旅游景点的全域覆盖。在十八洞村全域范围内，打造以红色党

建为主题的红色党建重温区，以精准扶贫理论研究与应用为主题的研学交流区，以苗族文化风俗为主题的苗乡风情体味区，以

独特景观为主题的风景观光休闲区，以农业耕种为主题的农事活动体验区，以苗乡特产为主题的特产制作可视区，以现代时尚

生活为主题的现代时尚娱乐区。丰富且各具特色的旅游区点能够让游客不仅能享受自然风光的美景，更重要的是有一种独特且

多样化的旅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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