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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凉山地区新型互联网经济发展初探 

吉洛曲布 代婷婷 杨心语 杨黎晨
1
 

（湖南工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随着我国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逐步打开农村市场，在政府和企业的支持下，电子商务

更是助力脱贫攻坚、振兴乡村。在大凉山这个曾经的全国典型的深度贫困地区，电子商务带动了当地特色产业发展，

互联网技术助力开启智慧教育、智慧旅游新时代。广大青年返乡创业，为农村发展注入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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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凉山概况 

1.1大凉山简介 

大凉山，即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我国四川省西南部，土地总面积约 61万 km2。凉山全州总人口 415.48万，是四川省民族

类别最多、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也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2012年被列入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地区。 

自古以来，大凉山就是通往我国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必经重镇。州府所在地西昌市位于成昆铁

路中段，因此也是现代交通运输的重要枢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天然优越的气温条件的影响，加上独特的旅游资源，使得

大凉山能在互联网经济的支持下，开展电子商务，开发资源共享新途径。 

1.2大凉山经济发展现状 

作为我国重点扶贫地区，大凉山在互联网经济大潮的推动下，以自治州居民生活实现小康为目标，通过电商平台和引入人

力资源，开拓了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各方面发展新局面。大凉山深度贫困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经济发展也大幅度提高。 

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帮助下，目前大凉山大部分外出务工人员纷纷返乡创业，广大青年能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就业率逐

步替提升。精准扶贫、安居工程帮助广大群众从不宜居住的高山地区整体搬迁到交通相对更便利的地区生活。多年的基础教育

计划使得各级学校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以大凉山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基础，旅游产业已经是大凉山首要发展的产业，实现了乡

村旅游带动村民脱贫的目标。据统计，截至 2020年 10月，大凉山各县的贫困人口大部分达到了脱贫标准。 

由于大凉山区位独特、交通运输畅达、稀缺资源丰富，她成为我国西电东送的重要基地。以互联网+模式开发为基础，大凉

山还能被打造成我国重要清洁能源基地，进而跨城市发展,扩展更多经济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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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子商务带动特色产业发展 

2.1村民开启“互联网+”新生活 

近几年来，大凉山经济正积极转型升级，迅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大凉山各族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 

大凉山曾经的“悬崖村”居住条件不断改善，84 户贫困户走下“天梯”、搬进新居。与此同时，互联网媒介拉近了“悬崖

村”与外界的距离，使得“悬崖村”进入大众的视野，直播、通网、带货，新型经济模式给村民们带来了新的收入，不断改善

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 

有了运营商提供的优质网络资源，村民通过互联网电视，足不出户就可在家观看时事新闻，真正实现了利用网络了解外面

的世界、进行远程教育学习、实现在线挂号就医等。通过电商扶贫、商贸流通和建设市场体系，大山里的乡村有了电商服务点，

能为村民提供代购代销、代收代发等服务，还能提供各类供求信息咨询等服务。而直播平台更是为青年人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让他们得以充分展现自己的特长。 

2.2直播带货开启销售新模式 

脱贫攻坚八年以来，政府大力支持发展电子商务，带动消费扶贫。大凉山全面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和物流建设，通过网络直

播，助力凉山脱贫攻坚。 

大凉山农产品和旅游资源丰富，当地农民通过直播与短视频的形式，展示和销售大凉山农产品，并推广凉山丰富的旅游资

源。电商直播，是助力脱贫攻坚的利刃，清除了一户又一户的贫困，同时也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带动乡村振兴。 

经过不懈的脱贫攻坚奋斗，大凉山已经旧貌换新颜。凉山州已有多个县被批准退出贫困县序列。在这个时候，凉山州首次

组织了本土“网红”看凉山，以“网红”引领群众投身电商扶贫，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2.3企业与电商助力凉山脱贫奔小康 

电商精准扶贫的质量是政府和村民高度关注的问题，如何借助线上渠道使农产品走出大山、走上消费者餐桌成为政府、平

台和企业三方共同努力的方向。凉山州政府、企业、电商积极合作，共同搭建网店，与贫困村、贫困村民结对帮扶，造就“一

店带一村、带多户”的新型脱贫方式。同时，实施“以购代捐”电商扶贫政策，在 APP 或网站设立“以购代捐”活动专区，并

与各大畜牧业、餐饮行业、医疗行业、学校、企事业等单位合作，增加大凉山特色产品进企业、进学校、进医院，开辟一条“电

商平台+贫困户+消费者”的扶贫新路，打造了属于凉山州本土的“互联网+乡村产业+青年电商”的扶贫模式。 

2020 年，在大凉山深度贫困县，省、州、县各级政府联合举办了“万商云川彝品 i 购”电商直播活动，会同 8 位金牌主播

组成“明星阵容”，采用“厅长+主播”“州长+主播”等互动形式，发出“直播助农，为爱下单”号召，为特色好货“代言”。

对接 20余家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殖大户、30余个网络店铺、150余款特色产品，极大地提升了当地农

产品的知名度和销售量。 

3“互联网+教育”模式开启智慧课堂 

3.1教育信息化开启学习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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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凉山积极推行“互联网+教育”模式，创造智慧课堂，并持续推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创新，实现教育、教学模式的智能

化。网络课堂让凉山州的学生也能享受国内优质教育资源，能学习到书法、美术、科学、音乐等以往未接触过的科目。学生在

家就能上课，老师可以在线辅导作业，开启了全新的智慧教育时代。 

3.2远程教育弥补农村学校师资不足 

“互联网+教育”的兴起，打破传统教育的局限，为乡村振兴战略注入强大精神新动能。远程教育涉及计算机、英语、音乐、

美术、心理健康等课程，也让孩子们学到了新知识，体验到优质教育资源带来的好处。远程教育的开启，更有利于解决山区师

资队伍紧缺的问题。 

3.3“互联网+教育”提升文化水平 

“互联网+教育”的远程教育模式能促进农村教育发展。远程教育通过插播视频，播放文化节目，能给村民传播文明、健康、

向上的文化生活知识，给村民带来文明的视觉享受；远程教育可以给村干部传授党的政策、进行党课辅导，监督村干部建设文

明乡村；远程教育还可以给青年传授就业技能、生活技能，给村民传授农业种植技术、卫生知识；远程教育还可以通过视频给

年轻的夫妻、孩子科普性教育知识，保证优生优育。 

4“互联网+”旅游开辟大凉山“智慧旅游”时代 

4.1交通建设助力大凉山全域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业的发展为经济增长做出愈来愈重要贡献。大凉山拥有特色的

农产品以及丰富的旅游资源，地处“一带一路”的长江经济带上游，加上它是通往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也是古代“南方丝绸

之路”的重镇。大凉山虽美，但因交通闭塞、通信建设差，本地旅游资源开发率低。如今，多条交通要道完成修筑、宜西高铁

的规划建设，会东、甘洛机场建设等资源优势，都为当地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基础。基于互联网的信息传播，让大众了解了大凉

山的特色农产品和特色旅游资源。当前，旅游业成为大凉山谋划发展的第一产业。大凉山整体作为功能完整的旅游目的地建设、

运作，已经实现了景点景区内外一体化，初步形成了村民就是旅游形象，处处都是旅游景点的生态环境。 

4.2大凉山旅游开发多线并举 

随着旅游产业的兴起，大凉山景区不断开发。凉山州境内的国家 4A 级景区已增至 13 个。目前大凉山已经有多条精品旅游

线路，每条线路都有独特的风骚。 

南线依托温情的彝人老家，融合市井文化、村落文化、服饰文化、生活文化、原生态的建筑文化、彝族歌舞、藏乡风情、

祭祀文化、摩梭母系文化等民族文化和景观精粹于一体，为游客构筑了一个梦想中的精神归宿。 

西线延伸至宁静之地香格里拉，既有风光旖旎的邛海湿地，还有着奇幻瑰丽的格木神山。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神秘的光影演

绎出独特的秀丽与魅力，伴随落日的余晖和敲响的晚钟，给游人带来一个简朴又不失满足的境界。 

南线螺髻·九十九里高山温泉，被世界纪录协会认定为“世界最大温泉瀑布，世界唯一的温泉群岛、世界唯一的悬崖温泉”；

被央视报道为“世界最美温泉”；被中国国家旅游等机构评为“中国最美温泉旅游景区”。这些至高荣誉名片让国内外广大游

客心生向往。温泉是冰川发生碰撞和运动下形成的，温泉水从山腰喷涌而出形成三个阶梯，瀑布水帘挂于大池之外，景色优美，

温暖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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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线茶马古道是“非遗之旅”。位于大凉山腹地的茶马古道从繁盛到隐匿，蜿蜒的小路，优美的回旋曲线泛着光亮，给人

以远方的遐想。游客能深度体验藏彝民俗走廊，开启阳光之旅。 

中线为奇景花海。大凉山西昌一年四季都是花的海洋。春夏秋冬，不论哪个季节来旅游，游客们都可以看到不同的美。 

4.3文旅康养产业拓宽旅游新思路 

大凉山具有丰富的民俗风情，丰厚的文化底蕴。旅游与文化资源的结合，是凉山发展文旅康养产业的重要思路。大凉山很

多景区都是文保单位的文化遗产，为凉山文旅发展增添了特色。再结合实际，配套农牧产业，重点发展的种养业和彝绣产业，

形成了“一带一路”的旅游扶贫模式，从城市到乡村，培育乡村旅游文化，提升乡村旅游质量，增加农民收入，助力凉山脱贫

奔小康。 

凉山州各种民族风俗文化活动为康养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如凉山村的火把节可以作为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发力点。将当地

民俗纳入旅游项目，以节庆活动为吸引游客，能够进一步促进文旅产业的发展。 

5 返乡创业成为农村发展新动能 

5.1蓬勃涌动的农村新热潮 

近几年，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大凉山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旅游、金融、美食等行业发展迅速，市场连接升级更新，为

山区劳动力就近就业创造了条件。当地政府不断完善用地保障机制，消除违规建房，合理利用土地，推动当地旅游、农产品种

植和农村新产业协调发展。 

大部分返乡农民工文化程度不高，因为年龄的原因也无法再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创业能力是农民工创业成败的关键因

素。为解决当前农村的人才短缺问题，当地政府大力号召大学生回乡创业，并选派扶贫干部来到山区扶贫、指导创业。各级各

部门也加大宣传力度，让返乡农民工充分了解新行业、抓住新机遇。树立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发展理念，帮助返乡农民就业创

业，为家乡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政企要积极建设返乡创业园、人才孵化基地等为返乡人员创业提供便利。积极开展农村电商创业领导者培训，提供创业政

策和运营指导。鼓励村民创建网上店铺，增加销售渠道，推广本地产品。乡镇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出台的返乡创业贷款政策，

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贷款，解决创业者的资金问题，由此吸引了大批返乡人员创业。 

6 结语 

新型互联网经济下的大凉山不再交通闭塞，各项设施都得到极大改善，居住环境也变得更加优美。医保政策逐步完善，教

育理念持续更新，农民就业机会增多，旅游业更是得到了快速发展。新型电商带动了农产品出山，农产品不再困于当地无处可

售，农民收入大幅增加，生活水平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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