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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货出山”背景下旅游商品发展路径研究 

——以大方县为例 

谭佑玲
1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为了满足广大游客对地方特色旅游商品的需求，及时推动地方特色农产品向旅游商品转型，以贵州

省大方县为例，实证探究贵州省旅游商品发展路径。研究认为，大方县拥有多种可转型发展的优势旅游产品，但面

临小规模生产、营销宣传渠道不畅、品牌知名度不高等困境。大方县可通过打造地方龙头企业，打通线上线下营销

渠道，以对口帮扶城市为切口打开市场，加强品牌建设和宣传，与旅行社、景点联合开发旅游线路等措施，推动旅

游商品发展，实现“黔货出山”。 

【关键词】：黔货出山 特色农产品 旅游商品 产业化 大方县 

【中图分类号】F592【文献标识码】A 

近十年来贵州旅游迎来高速发展，尤其是 2014年底贵广高铁开通后，贵州省政府把贵州定位为“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

并出台了诸多旅游优惠政策向全国推广贵州，贵州旅游人数随之呈“井喷式”增长。2019年贵州省接待旅游总人数达到 11.3亿

人，成为全国旅游人数最多的省份。这为贵州旅游商品的开发创造了巨大的消费市场和良好的外部环境。另外，2020 年 12 月，

贵州省委十二届八中全会公报中指出，“十四五”期间，要实现旅游产业化并把多彩贵州打造成旅游强省。实现贵州旅游商品产

业化是推动“黔货出山”的必然趋势。近些年，贵州省领导提出的“黔货出山”相关政策不断落实，贵州特色农产品正在向旅游

商品转换，如茶叶、药材、蔬菜、菌类和水果等具有一定规模，这些绿色生态产品正在走出贵州深山，走向省内和省外旅游市场。

据统计，2019 年，通过“黔货出山”销售的特色农产品高达 320 亿元，同比增长 8.3%。在 2020 年疫情后，贵州启动“黔货出

山·风行天下”夏秋攻势，旨在以好价钱卖出贵州优质农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就目前省内情况而言，“黔货出山”已见成效。

这使得贵州旅游商品未来有望成为重点发展旅游县市的地方政府和当地老百姓收入的重要来源。 

大方县有丰富且具有代表性的旅游产品，但缺乏开发技术、推广宣传、知名品牌和营销渠道，而使其藏在大山深处鲜有人知，

造成学术界学者对大方县旅游商品相关研究较少。本文旨在“黔货出山”背景下分析研究大方县的优势旅游商品并给出一些建

议和思考，以促进大方县旅游商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发展。同时，为其他县市开发旅游产品提供思路和参考。 

1 大方县基本概况 

大方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的毕节市中部，东邻黔西县，西部与毕节市区相连，南与织金县接壤，西南与纳雍县相望，东北与

金沙县毗邻。总面积 3505㎞²，辖 9镇 19乡，有彝、苗、白、仡佬等 23个民族，截至 2012年末，大方县户籍总人口 103.9万

人。大方县名来源于明朝筑城将官方国安的姓氏，崇祯八年(1635年)，其奉命建屯军城堡，建成之后，取名大方城，于 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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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大方县。大方县盛产天麻且品质居全国之最，漆器制作工艺独特且历史悠久，豆制品品类丰富且风味独特，素有“中国天麻

之乡”“国漆之乡”“中国豆制品之乡”的美誉。大方县现有毕节飞雄机场，目前客流量排名贵州现有机场第三；2015 年底贵

州实现“县县通高速”，大方县到周边县市均已开通高速路；2019 年底成贵高铁开通，从大方站开往贵阳北站车程仅 40 分钟，

大方县正处在贵州省内半个小时经济圈内。 

另外，大方县现有国家 5A 级景区百里杜鹃风景区、4A 级景区九洞天和大方古彝文化产业园等知名景点。在 2019 年实现全

年旅游接待总人数 1376万人次和旅游总收入 114.68亿元，二者同比增长 20%以上。2020年 11月，大方县、荔波县、镇远县等

10个县(市)上榜 2020中国旅游百强县市名单。 

2 大方县旅游商品优势及发展困境分析 

大方县的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在全省占比中拥有一定份额，在省内，以特色农产品开发为主的旅游商品具有一定优势。但同

样也存在一定的发展困境。 

2.1优势旅游商品 

在进行优势商品分析前，本文从旅游者的维度出发，将旅游商品简单定义为：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所购买的有形商品，例如

土特产、工艺品、纪念品等。大方县旅游商品类型主要有药材类、菌类、果蔬类、食品类、民族工艺品类等，具体分类如表 1。

其中，大方天麻、大方漆器、大方皱椒、大方圆珠半夏、大方冬荪、大方豆干先后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优势凸显。文中仅选

取大方天麻、大方冬荪、大方豆干作为最具产业优势和品质优势的旅游商品进行分析。 

表 1大方县旅游商品分类 

种类 名称 

药材类 天麻、圆珠半夏 

菌类 冬荪 

果疏类 皱椒、芸豆 

食品类 
大方豆干、豆腐、豆棒、豆豉、豆鼓粑、臭豆腐、 

八堡苗家水花酒、辣椒、海马宫茶、大方阁丫黄粑 

民族工艺品类 大方漆器、核桃工艺品 

 

2.1.1大方天麻。 

大方天麻主要产自于大方县九龙山脉丛林和百里杜鹃山区丛林，其独特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以及较高的昼夜温差，非常适

宜仿野生种植天麻，截至目前，大方全县天麻种植面积达到 2333hm²以上，是贵州和全国天麻的主产区。大方天麻富含天麻素、

天麻多糖和微量元素等药效成分。其中，天麻素含量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5倍以上且居全国之最。科学研究表明，天麻素具有良好

的镇痛镇静、健脑益智等效果。作为贵药之首，自古在医药典籍中有“中国天麻数贵州，贵州天麻数大方”之说，自明朝由奢香

夫人进贡朝廷起就是皇室贡品，近现代还远销日韩和东南亚各国。2008 年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授予大方“中国天麻之乡”称号

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标识。大方天麻因采用仿野生种植技术还原天麻野生生长环境而保障品质和药效全国最佳，现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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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方县和贵州省的一张药材名片。 

2.1.2大方冬荪。 

大方冬荪，又称冬竹荪、无裙荪。因为秋冬生长出菇且形似竹荪而得名。有着“无裙无臭味，口感脆嫩，久煮不烂”的特征。

区别于织金竹荪“春夏生长、有裙、久煮易烂”的特性。除了作为珍贵食用菌外，冬荪还具有抗癌，治疗风湿疼痛等极高的药用

价值。大方县秋冬平均气温不超过 20℃的“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湿润季风气候非常适合冬荪的生长，经过十多年的培育栽

种，目前大方县冬荪种植面积已超过 167hm²，是贵州和全国冬荪的主产区，干冬荪的市场价格已达到 600元/kg以上。大方冬荪

在 2016年被评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也被誉为“中国冬荪之乡”，冬荪已成为大方县除天麻以外最具代表性的特产之一。 

2.1.3大方豆干。 

2011年，大方县被国家授予“中国豆制品之乡”，大方豆干在 2018年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大方豆干主要指大方手

撕豆腐，有成型好、不稀散、软绵细致、咀嚼有劲的特点。佐以大方辣椒面、大方豆豉等辅料，堪称人间美味。除了手撕豆腐，

还有臭豆腐干、糍粑豆干等。其种类繁多，吃法多样，形状规整便于保存携带和外运。因而大方豆腐成为众多省内外旅游者必选

的地方特色旅游商品之一。 

2.2旅游商品发展困境 

2.2.1缺乏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生产。 

目前，大方县当地产业基本还是以“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进行生产，本土旅游商品企业也是采用此模式。由于本

土权威生产企业和外来知名企业均较少，旅游商品开发与生产一直面临资金技术不足、生产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以大方县特色旅

游商品大方天麻、冬荪、豆腐豆干为例，其发展存在以下制约因素：①生长周期长。天麻种植在海拔 2000m 的山地丛林或山坡

上，气温较低，生长周期长达 2～3年。②采挖难度大。基本依靠人工上山采挖，有一定难度。③无法大规模种植。受地形和生

长周期影响，无法实现大范围规模化种植，生产成本也因此相比其他省份产区较高。④种植技术要求高。天麻生长需要蜜环菌作

为养分，这种菌种培育的质量决定天麻的质量。作为最具优势的天麻产业，在大方县具有一定规模和标准化生产的天麻企业并不

多。而大方冬荪和大方豆腐也面临着相似问题。冬荪因种植条件艰难，种植技术要求高，目前只有部分企业小范围小规模种植。

大方豆腐和其他豆制品主要以当地村民小作坊式生产为主，没有大企业进行标准化、规模化生产。 

2.2.2营销渠道窄，政府对外宣传少，品牌知名度不高。 

大方县土特产品依托于贵州青山绿水的自然生长环境保障了商品的绿色健康生态属性，民族文化产品也因少数民族长期与

世隔绝而完整的保留及传承了少数民族传统工艺。过去由于政府对外主要推介贵州的凉爽气候和旅游资源，而没有着力推广贵

州地方的旅游商品，使得一些地方的优质旅游商品“养在深闺人未识”。例如，大方县作为天麻之乡，天麻药效品质属国内最

佳，但知名度不敌云南；大方豆腐口味获各地游客称赞，但与全国知名的长沙臭豆腐相比，只在贵州有较高知名度。整体上，大

方县旅游商品存在对外宣传少、品牌知名度不高、国内影响力不够、未能形成品牌效应的问题。 

3 对旅游商品开发的建议与思考 

3.1打造地方龙头企业，推动旅游商品产业化 

贵州旅游业已成为贵州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贵州省政府在 2020 年底也多次提出旅游产业化。要实现贵州省旅游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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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必须同步实现地方到省旅游商品产业化。大方县政府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首先，给予相关企业提供资金、

技术、人才、征税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其他同类地区的种植、生产、加工技术和成功经验。其次，推进当地企业转型发展。

全力支持已经成功进入旅游市场的当地龙头企业代表九龙天麻公司、乌蒙腾菌业进一步做大做强，成为国内外知名企业。企业之

间“以大带小”“以强带弱”，已经成功转型的企业带动其他中小企业。再次，促成村民与企业之间的合作。由于大方县处于乌

蒙山深处，优势旅游商品均是山势农产品，需要长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保持长期“村民+合作社+企业”模式的前提下，试水

成立专业劳务协会或者劳务公司等方法，扩大天麻、冬荪等优势产品的种植面积，提高种植效率。打破目前无法规模化、标准化

生产的困境。最后，打通优势产业上下游产业链。在优势产品企业良好发展的前提下，再重点打造出一批与龙头企业之间形成产

业优势互补的企业，打通整个产业链，推动旅游商品产业化生产，最大限度地为旅游市场提供旅游商品。 

3.2利用大数据和电子商务平台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推广渠道 

2012 年贵州做大数据以来，大数据发展速度居于全国前列，贵州省政府正在积极利用大数据推动贵州智慧旅游的发展，这

必然有利于旅游商品销售渠道的打通。大方县应依托贵州大数据优势，发展电商化销售，打通线上线下市场并融为一体尤为重

要。首先，随着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相继入驻贵州，大方县可以与阿里、京东、抖音等大型电商、新媒体平台达成直播带货合

作协议以打通线上渠道。其次，线下可以在省内及省外组织开展或参加各类博览会、展销会、推介会、对接会，利用大数据为省

内相关合作企业提供精准的旅游产品和产业数据分析，以促进企业间的推广与合作。 

3.3以对口帮扶城市为切口打开国内外市场 

在国家助力贵州脱贫攻坚的帮扶政策下，贵州每个地级市都有对口帮扶城市，广州市对口帮扶大方县所在的毕节市。在这样

的优势环境下，毕节市与大方县都应积极主动地争取与广州市政府、企业、媒体之间的深度合作，打开除广州以外的广东其他市

县市场。同时，再进一步探索联系相对密切的周边省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消费市场并寻求与之进行合作。另外，

主动学习其他省份或地区在相似或相同旅游商品开发与宣传上的成功经验。例如，浙江帮扶贵州黔东南，在浙江卫视制作的综艺

节目《宝藏般的乡村》中介绍了西江千户苗寨的苗医苗药和银饰、蜡染、服饰等旅游商品，让全国人民认识了西江，进一步加深

了西江印象。同样，《奔跑吧，兄弟》《奋斗吧，主播》等综艺节目在全国范围内都为其对口扶贫省份某些地区特色农产品做出推

广宣传。这些都极大地带动了全国各地游客对当地旅游商品的消费，并扩大了消费市场。 

3.4加强品牌建设和宣传力度助力黔货出山 

在 2015年底，贵州省政府提出要打造黔酒、黔茶、黔药、黔银等 11个“黔系列”产业品牌和企业品牌，并开发出具有市场

竞争力的代表性产品。2016 年省政府又提出“黔货出山”的理念。大方县作为地方政府，应紧跟省政府步伐，在“黔货出山”

的口号下，积极打造地方上具有竞争优势的天麻、冬荪、豆腐、皱椒等产业品牌，让品牌先行。另外，品牌建设与宣传推广同时

进行才能产生良性的经济循环效果。因此，建议从省旅游局宣传部到地方旅游局宣传部互相配合，专门拍摄一部贵州旅游商品专

属宣传片以便于推介贵州旅游产品。其中，大方县主要宣传天麻、冬荪、大方豆腐等经济价值较高的产品。借鉴李子柒等网红对

产品拍摄的成功之处，在地方财政支持下，由大方县地方政府部门和相关龙头企业发起旅游商品视频拍摄活动的行为大赏。例

如，邀请各大平台一些知名网红或者博主拍摄产品的宣传视频，给予视频拍摄者相关商品橱窗链接及销售分成，并根据点赞量和

播放量对主播及点赞评论排名前列粉丝进行现金和礼品阶梯奖励，以调动大家参与的积极性。同时，让各大商超统一并积极配合

线上宣传活动，让旅游商品进行线上线下宣传、销售的深度结合，从而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宣传效果。 

3.5与旅行社、景点合作开发相关旅游线路 

大方县有着丰富的绿色生态农产品、土特产类型，但由于没有大力开发旅游线路和相关旅游商品，并且缺乏销售渠道，导致

大方县并未深入挖掘“黔货出山”背景下大方县优势旅游产品的旅游者相关价值。因此，大方县政府很有必要借鉴省内外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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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开发的旅游线路的开发经验。例如，贵州以产业园为观光体验主体的修文猕猴桃采摘一日游、麻江蓝莓采摘一日游等，另外，

大方县旅游局应与省内旅行社展开合作，并联合当地知名景点开发“景点+采摘”的体验型旅游线路，带动旅游者到当地消费。

例如，开发“奢香墓+宣慰府+冬季天麻基地”参观采挖一日游线路、“九龙洞+宣慰府+奢香墓+天麻采挖+冬荪基地”参观二日

游线路、“奢香墓+宣慰府+大方豆腐制作体验”一日游等，在提升游客旅游体验的同时，为旅游者提供了解旅游商品和消费旅游

商品的旅游场景。 

4 结语 

旅游商品作为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应该引起贵州省政府、地方政府的重视和相关旅游企业的关注。大方县应利

用自身优势旅游商品，通过打造地方龙头企业推动旅游商品产业化，利用大数据、电子商务打通线上线下营销渠道，以对口帮扶

城市为切口打开国内外市场，加强品牌建设并加大宣传力度；与旅行社、景点合作开发相关旅游线路等方法，实现旅游商品产业

化、品牌化，并为广大游客和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绿色健康旅游商品，最终助力“黔货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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