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扶贫是指通过挖掘并开发贫困地区丰富

的旅游资源，在当地开办一系列的旅游经济实体，

使旅游业成为区域支柱产业，从而实现经济困难地

区人民和经济收入的双脱贫致富。2017年5月，农

业部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落实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发展政策的通知》目的在于引导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加快培育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

动力，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1]为此深化旅游

扶贫，调整农村产业规划，增加农村收入，加强城乡

互动交流，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容村貌改

善。旅游资源和自然界中其它资源相比，具有难以

复制性、体验性、时限性等独有特点，正是由于旅游

资源独特的优势，所以，旅游扶贫在发展当地经济

中占有重要位置。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国人民迈

向全面小康之路的重要举措，也是贫困区脱贫困帽

的重要措施。对此，旅游扶贫是贫困地区人民脱贫

致富的重要环节，旅游扶贫是关乎区域利益的扶

贫，是“造血式扶贫”。[2]通过对昭觉旅游扶贫现状

与存在问题的探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昭觉旅

游经济的发展。

一、凉山彝区昭觉县旅游扶贫现状

（一）旅游扶贫具备的基础条件

昭觉四季风景如画，不同季节大自然呈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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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色调，春红夏绿，使人心旷神怡，昭觉县有许多重

点保护文物，如汉代石表、谷军屯遗址等。昭觉县

有独特的湿地生态环境和历史悠久的彝族文化，使

得其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度假胜地，吸引了许多游

客到此领略风光，素有“不到昭觉不算到凉山”的说

法。昭觉县的彝族文化悠久，有土生土长的彝族风

情文化宝库，是彝族文化始发地与交汇轴心。昭觉

县根据自己的特色并以打造彝族文化大都为总抓

手，打造民俗文化、集高原避暑、一系列乡村特色旅

游为一体的精品旅游线路。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新战略，对

各地区的扶贫施以最大的政策支持。同时，贫困地

区人民对脱贫有积极的期望，他们希望通过发挥自

己的主观能动性来改变地区及家庭的贫困状态。

昭觉县很好的把政府政策、外部机遇及村民能动性

三者结合起来，这是其进行旅游扶贫的优势条件。

（二）已取得的旅游扶贫成绩

2017年，昭觉县有26个贫困村退出，4 400名贫

困人口脱贫，整合涉农资3.29亿元用于脱贫攻坚重

点项目建设，86 个贫困村实施的移地扶贫搬迁

1 427户、彝家新寨1 050户[3]。2017年6月30日，从

山底通往村庄的2 556级钢梯全部竣工。2 000多阶

钢梯取代了以前破旧的藤梯，悬崖村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目前，成都天友旅游集团“悬崖村·古里大峡

谷”建设项目已全面推进，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

已完成设计，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将基本具备旅游接

待能力。通过旅游扶贫，勒尔小学捐赠改建项目也

正在加快建设，当地老百姓出行、教育、通讯、就地

就业等问题也得到了初步解决。

二、凉山彝区昭觉县在进行旅游扶贫中存在
的困难

昭觉县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包括人文资源与

自然资源。到目前为止，昭觉县对人文与自然资源

的开发还不够彻底，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旅游扶贫

体系，其中还存在着许多需改进的地方，如对已开

发或正在开发的旅游资源而言，各地区之间相互孤

立，没有进行有效的资源共享，造成了大量的资源

浪费，这严重影响了本县经济的发展，也给旅游扶

贫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一）基础设施建设较薄弱，不利于旅游扶贫工作的

推进

截至2017年年底，昭觉县共建设通乡沥青路32

条296公里。目前，该县271个村通村硬化道路总

里程达928公里，已通畅227个村。州府西昌到各

县县城实现三级及以上公路连接。其它主要按四

级公路标准修建[4]。相比州府来说，昭觉县的基础

设施建设还比较滞后，其中公路网络修建最为突

出，主干道连接乡、村、景区的道路还不完善，正在

修建中；县内“最后一公里”建设问题较常见，目前

通行较困难。西昌至昭觉的省道307已改建通行，

但主干道至洼里洛村为土路，由于山体土质较为松

散，沿途塌方断路时常发生，一到下雨泥泞难行，停

车场缺乏，不利于观光休闲、自驾游的开展。昭觉

县竹核乡大温泉村，温泉村周边卫生环境差，配套

设施不齐全，基础设施建设差，村与村之间、县与县

之间的公路交通网络覆盖还不够完善等，这些因素

严重削弱了当地的接待能力并影响了旅游客源量，

不利于昭觉旅游扶贫进程的推进。

（二）自然条件受限，贫困程度深

昭觉地处凉山腹心地带,大多数寨子位于海拔

2000米以上的寒冷地区，能够种植的作物较少，村

民的人均收入甚微，如落洼里洛村下有4个村民小

组,共1 704人,因村子坐落于3 000米以上的高寒地

区,常年气温约10度,村民除了种些高山萝卜和养

羊,大体上没有发展其它的经济，人均年收入约3千

元。并且不便的交通条件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地区

经济的发展，这进一步导致人们的贫困度加深。

（三）村民服务意识薄弱，游客接待量几乎空白

从调查中得知，由于政策支持，政府统一设计

规划修好的房子，统一规划分给每家每户，这样将

有利于对昭觉县的整体开发。这些建筑集现代元

素和民俗文化于一体的具有特色的彝族度假村寨

建筑，因高山草场的风景吸引，有人前来观光休闲，

但村民目前缺乏接待能力和条件。村民旅游服务

意识薄弱，有游人旅游，但村落产生较少的旅游接

待，民宿建设跟不上。公共设施简陋，住宿条件不

佳，留不住客人。即使一部分人修建了客栈，但还

没有形成民宿基础，并且民宿建设滞后。在已建好

的村寨，通过走访发现村周边卫生环境不佳、垃圾、

脏水、牲畜散养等，脏乱不堪，和美丽乡村差距大，

没有优美的田园乡村环境。

（四）高素质旅游从业人才匮乏，限制了旅游扶贫的

可能

乡村旅游业相关专业人才的缺乏是制约旅游

扶贫的重要原因。由于农村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

较低，较少有具备旅游专业的相关人才。在旅游扶

贫开发过程中，尤其需要大批本土的熟悉民族风土

人情、精通专业理论和熟悉民族民俗的人才，旅游

扶贫人才短缺，存在着找不到人，留不住人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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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贫困村干部、经营能人、旅游经营户、服务人

员、当地村民等缺乏旅游接待和服务方面的相关培

训，这部分人大多知识能力有限，参与建设的能力

不强，他们缺乏旅游服务相关的系统培训[5]，因此，

发展本地区旅游服务行业能人是当前昭觉的重要

任务。

（五）商品文化内涵深度挖掘不够，缺乏核心竞争力

昭觉县旅游产品的开发没能很好地与当地的

自然资源、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相结合。经调查，当

地的乌金猪借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吃着当地的白萝

卜，长得非常好，肉鲜味美，将成为吸引游客的法

宝，但该产品缺少市场营销方案与创新方式；昭觉

县苦荞的种植区域为全国海拔高、自然环境好、品

质佳，是当前经济且实惠的食疗保健品，但对苦荞

的食用价值开发力度不够；还有草场生长的羊群，

但由于缺乏旅游商品打造、设计，吸引力不够，没有

形成产业链；昭觉县是彝族服饰文化之乡，但彝族

服饰产业很少从设计、生产制造、销售等方面共同

打造服饰生产产业园，没能深度挖掘彝族服饰的内

涵，缺乏核心竞争力。

（六）可持续发展观念淡薄，乡村环境有待提高

通过对昭觉调研报告研究，一些农家乐一味追

求最快、最大的经济效益，没有把“生产+治理”更好

的结合起来，没有做到生态平衡发展。对乡村旅游

缺乏有效的管理与评估，对旅游资源存在浪费行

为。昭觉县竹核乡大温泉村，温泉村年接待游人6.5

万人，但走访发现村周围卫生环境不佳，垃圾、牲畜

散养等，脏乱不堪，和美丽乡村差距大[6]。

三、凉山彝区昭觉县旅游扶贫的对策及建议

（一）优先完善基础设施，助推旅游扶贫进程

昭觉的旅游扶贫工作要想取得好的成绩，道路

网络建设是前提条件，必须推进道路设施建设，连

接好客源地和旅游接待地，特别是相邻县之间的交

通通道，主干道是连接各景区和资源地的必要道

路，连接扶贫村的主要通道要加强设计建设与完

善、随时保持畅通。旅游服务基础设施及配套公共

设施是开展旅游活动的基本条件。在对昭觉县进

行旅游扶贫时，相关旅游扶贫主体应根据该地区的

实际情况，加强对该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创建。

逐步完善相关网络基站建设，村民可以采用“互联

网+”模式，店家在网上接受游客订单及预约。扶贫

任务是政府主导的，在扶贫地区，应该进一步的加

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完善地区停车场、供水供电

等配套设施以及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完善综

合服务功能，为游客提供安全宜人的旅游环境。

（二）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旅游扶贫工作

通过昭觉特色村寨的村民生产活动、民情风

俗，如洼里洛村寨，以高原草场风光为吸引物，开展

扶贫村旅游接待，自驾车营地建设脱贫。依托当地

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如昭觉彝族服饰文化，建设彝

族服饰创意创业标准化产业园，村民参与就业。围

绕温泉、花卉等休闲农业型乡村旅游，种植玫瑰园，

提升温泉接待水平。通过对昭觉洼伍旅游扶贫项

目的调研，该项目挖掘整合民族文化和高原风光相

结合，形成一条农文旅结合发展道路，该示范项目

在于有秩序地壮大集体旅游经济，能将缺乏主导产

业的空洞村集体经济做大做强起来，通过对个人

（家庭）的就业创业和集体经济的发展，早日实现脱

贫致富的目标。

（三）多管齐下，创新旅游扶贫方式

加快建立旅游合作社，不断探索和完善“合作

社+贫困户”旅游发展模式，帮助当地人民脱贫奔

富。开办农家乐，农家乐与贫困户对接，农家乐里

需要的农副产品，合作社优先解决贫困户农副产品

销路问题。设计修建停车场、指示牌、公共厕所、完

善游客接待中心和管理机构的旅游示范村。民宿

达标户创建加快进程，装修装饰主题突出，结合现

场资源，主题特色，建设民宿、干净卫生餐饮场所及

庭院的打造。

（四）完善旅游业人才引进机制，加强旅游扶贫人员

培训

人才是旅游扶贫软实力的象征，旅游扶贫要取

得好的效果，旅游业相关人才的储备是重点之一。

首先，要完善人才引进机制，要提高人才引进相关

待遇及相关基层部门对引进人才进行管理。其次，

在旅游扶贫开发过程中，尤其需要大批本土的熟悉

民族风土人情、精通专业理论和熟悉民族民俗的人

才。参加旅游项目的大多是当地村民，而这些人大

多知识能力有限，参与建设的能力不强。因此，对

从事旅游业的人员，注重人力的长效培训机制，对

贫困村干部，经营能人，旅游经营户，服务人员，当

地村民等进行旅游接待和服务方面的相关培训，以

提高他们的发展旅游扶贫意识，旅游接待意识，旅

游服务水平等[7]。

（五）深挖资源内涵，打造特色化产品

商品品牌是一个地区的明信片，利用具有独特

优势的品牌可以获得良好的品牌效益。结合地方

民族文化和农副土特产，提炼和打造贫困村的旅游

商品，昭觉土鸡、彝族服饰产品等；昭觉县是彝族服

李 苹：凉山彝区旅游扶贫的现状与路径探析——以昭觉县为例 ·· 53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饰文化之乡，在响应把自身向外推广的号召下，发

挥民族文化的潜力，充分发展彝族服饰产业，从设

计、生产制造、销售等方面建设服饰生产产业园，

利用旅游商品开展旅游创业扶贫，村民就业扶贫

要强化凉山作为苦荞茶的正宗地位，树立昭觉县

苦荞茶的标准，以品牌产品为支撑，实施并发展旅

游扶贫[8]。彝族漆器具有十分久远的历史，其包括

工艺品、茶、酒具和木制餐具四大类，约有150个小

品种。因此，旅游扶贫要从地区的实际旅游资源

出发，应当树立“乡村化、创意化、本土化、环保化”

的旅游发展理念，既要保证浓郁的乡土特色，凸显

乡村元素，又要研发出具有地域特色并融合时间

与空间的旅游商品。为旅游扶贫目标的实现打造

优质的乡村旅游产品，并通过吃、住等六大旅游要

素提供当地供给，给当地农民带来最大程度的旅

游收益。

（六）重新审视旅游扶贫现状，明确旅游扶贫理念

发展乡村旅游业在回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会

对生活环境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影响。通过现实生

活中典型例子我们知道，有些待发展的地区一味最

快、最大的追求经济效益，没有把“生产+治理”更好

的结合起来，没有做到生态发展。同时，在开展乡

村旅游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粗放型旅游

发展模式，如：对乡村旅游缺乏有效的管理与评估，

对旅游资源存在浪费行为，对企业及个人经营者的

环境污染及治理状况缺乏有力的监督等。这些不

恰当的旅游发展模式是竭泽而渔，且以牺牲当地的

旅游资源和破坏环境资源为代价，使得生态系统不

平衡。这些发展模式会直接损害村民的共同利益，

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负影响，这些都与可持续性发

展目标相违背。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进行有序开

发和利用，实现贫困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制

订科学的旅游规划，进行合理有序的开发完善环境

保护机制。村寨建筑修建要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在

建设过程中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就地取材，使

用环保材料和天然原料，避免因开发旅游而导致整

个乡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影响可持续发展。同时，

加强贫困村周边环境整治，特别是即将开展旅游接

待的草场、村寨，妥善处理垃圾、污水、牲畜粪便，呈

现干净整洁美丽乡村旅游环境。

四、结语

发展经济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旅游扶贫是由点

及面来助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十三五”期间，

昭觉县将坚持旅游融合与文化特色相结合，依托区

域优势，延伸旅游产业带，积极加入大香格里拉旅

游经济环线。当前时期，昭觉县要把握住乡村旅游

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把政府主导、企业以及村民

三者很好的有机结合起来，形成造血式的扶贫机

制，做到内生动力的长久性旅游扶贫，永远告别“返

贫”的可能性。昭觉县在脱贫致富过程中，始终坚

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充分调动贫困地区人民群众

期望脱贫的积极性，激发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鼓

励人民群众要用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努力奋斗，

早日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旅游扶贫不仅是旅游

资源贫困区农民脱贫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与其它

经济产业相比，实施旅游扶贫有利于环境保护，在

增加收入的同时与可持续发展观念相辅相成，强化

建设生态文明，更加契合了新时代下经济发展新常

态的主旋律。我国旅游扶贫工作尽管取得了一定

的成就，但是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不能停

滞不前，在目前扶贫工作还有待完善的情况下，我

们必须深入研究、推陈出新，才能保证我国旅游扶

贫工作中取得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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