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结合当地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有效利用农村信息化平台，在综合信息化平

台上搭建旅游职业培训数字化平台，建立高质量的网络课程及相关辅助资源

库，作为旅游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体系和乡村旅游发展人才培训体系的补充及

延伸。发挥网络教育的优势，实现贫困及欠发达地区旅游职业培训常态化及

终身化，开展 “互联网＋旅游”培训，将优质旅游职业教育资源输送到贫困
地区。扩大旅游扶贫地劳动者与外界的联系，给贫困人口提供更多受教育的

机会。

旅游职业教育扶贫，政府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实践 “政府 ＋学校 ＋
旅游企业＋贫困村＋贫困户”的方式，构建相关旅游教育助推扶贫的政策资
助体系。在旅游扶贫工作中切实发挥职业教育的功能和作用，有效转变贫困

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加快旅游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从而真正实现旅游产业

脱贫的目的。

（刘韧：云南旅游职业学院继续教育中心主任；窦志萍：昆明学院教授）

乡村旅游扶贫之 “道路”

吴芳先，游　琪

旅游扶贫是产业扶贫的重要方式之一，关于旅游扶贫的一些基本理论及

“道理”在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已有较多的论述，但关于旅游扶贫

的 “道路”问题研究却莫衷一是，且对实践指导性很少具有 “普适”意义。

没有恰适的 “道路”，乡村旅游扶贫很难取得实际意义上的效果，所以本文

正是基于这个背景，结合近期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和云南旅游扶贫试点实

践，提出乡村旅游扶贫 “道路”创新的方式及路径。

一、创新道路的提出及实践点选择

云南是我国扶贫的重点地区之一，同时又是旅游大省，旅游扶贫，特别

是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助推精准扶贫是云南扶贫工作的重要路径及方式。为了

能把乡村旅游扶贫落到实处，云南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学界、业界等不断在

进行研究探索和实践。经过对具有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的贫困地区研究，对比

国际国内旅游扶贫发展的道路与模式，根据云南的实际情况，专家们提出了

发挥政、产、学、研、村、民六优势，合力助推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创新路

径，并选定了红河县甲寅镇他撒村作为试点进行乡村旅游扶贫推进的试点。

红河县甲寅镇是哈尼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拥有着森林－村寨－梯田－
水系 “四素同构”的完美农业生态系统，具有乡村旅游开发的优良资源禀赋。

甲寅镇所属的他撒村又是云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以下简称 “省旅游委”）“挂

钩帮走转访”扶贫点。因此，乡村旅游道路创新实践的地点就选在了他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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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做法是：第一步做规划，由云南省旅游规划研究院以旅游规划扶贫，帮助

他撒村完成 《绿树格梯田景区总体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 （以下简称 “总

规”）和 《绿树格梯田景区修建性详细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以下简称 “修

详规”）。第二步落实规划，为指导和加强村民参与旅游扶贫开发，组织由规划

设计单位、高校及旅游企业专家学者及省旅发委扶贫工作队员组成的 “智囊

团”，在镇、村工作人员配合下入村调研，入户走访。第三步，在调研的基础

上，根据 《总规》，在他撒村旅游扶贫开发的核心区———绿树格、娘吉上寨、

他撒自然村确定了２０户示范户作为旅游扶贫带头人和示范户，并报镇政府审核
通过。第四步，由省旅游委、红河县旅游局、甲寅镇政府、他撒行政村村委会、

旅游规划设计单位及专家联合组成的帮扶小组分别与２０户乡村旅游发展带头示
范户签署帮扶协议，即 “六方帮扶”协议，发挥各方优势条件，共同帮助示范

户发展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同时要求示范户承诺结对帮扶建档立卡户。签订协

议后，各旅游规划资质单位深入示范户调研，根据示范户的房屋功能及家庭条

件、与农户一起研究示范业态、初步确定装修风格及发展方式，并进行后续规

划设计跟进，后期推进由示范户主导，省、县、镇、村四级整合资源帮扶，规

划资质单位及业界专家持续指导实施。

二、他撒乡村旅游扶贫 “道路”解析

（一）要有规划蓝图作指导

在全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指导下，“总规”确定发展方向，在 “总规”

的指导下，分别对他撒村、绿树格村进行修建性详细规划，就村寨人口规模

预测、建设用地规模、人居环境工程、村庄特色与风貌控制、社区参与、重

点旅游项目等作出规定，并就近期项目的投资情况进行了匡算。我们认为，

乡村旅游扶贫开发，规划一定要先行，因为规划是后续工作展开的重要依据，

是乡村旅游扶贫地 “全面、协调、可持续”开发的重要保证，更是指导政

府、企业、社区、村民在乡村旅游扶贫中做什么，如何做的根本参考 “纲

目”，所以要有规划蓝图作指导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要找准 “示范户”

规划区域内示范户的选取是贯彻 “示范带动”的一个关键环节，如果示

范户选取得不好，就难以起到示范作用，就会削弱村民参与旅游的积极性，

更会让村民对乡村旅游扶贫丧失信心。我们在规划区乡村旅游示范户的挑选

非常谨慎，由省旅游委驻村干部联合村委会干部，按照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

的相关要求，对核心地段的农户进行走访调研，综合考虑农户家庭房屋状况、

观景效果、家庭劳动力情况、参与旅游意愿等因素进行初步筛选，报甲寅镇

政府审核后确定２０户作为旅游示范户。这２０户示范户，普遍有一定的经济
实力和文化水平，思想开放、参与旅游发展的意愿强，住房基础条件较好，

具有经营农家乐、民宿、特色餐饮、旅游商品加工等业态的能力。通过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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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户、打造示范户，让周围村民和建档立卡户了解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方

式、要求、可提供的就业岗位、基本收益等等，充分带动周围村民和建档立

卡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积极性和为其学习参与提供 “参考对象”。

（三）要形成旅游脱贫的 “合力”

“省旅游委＋红河县旅游局＋甲寅镇政府＋他撒行政村委＋旅游规划设计
单位＋２０户旅游示范户”，六方帮扶结对，“一对六”签署一份协议，在这个
试点进行融政商学农的旅游扶贫模式探索尚属国内首创，也受到了当地村民

的支持和赞同。首先，省旅游委作为发起者、倡议者，它的参与体现了顶层

指导和支持，能够激发县市旅游职能部门的积极配合和省级旅游规划设计单

位的积极参与。其次，红河县旅游局作为地方旅游业务职能部门，可以对旅

游项目的开发提供具体的、及时的业务指导，同时能够将项目进展情况及相

关问题及时反馈到省、州旅游部门，争取支持。再次，甲寅镇政府作为基层

政府，可以根据项目需要整合县级各部门扶贫资金，统筹使用，形成合力。

第四，他撒行政村村委作为农村的权利和公信代表，起着重要的上传下达作

用，最为重要的是，要协调好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示范户选取、社区参

与旅游服务能力建设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第五，各旅游规划设计单位

作为本次 “送智下乡”活动的关键，他们的参与不仅为示范户 “量身定做”

旅游脱贫致富的方案，而且还要帮助示范户走产业化的道路，引导示范户由

原来普通农户逐渐向微、小经营性单位转型。最后，２０户旅游示范户是 “六

方帮扶”的核心，他们在规划设计单位的具体指导下，在村、镇、县、省各

级的帮助下，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将逐步走进乡村旅游小微经营单位的行

列，并随着景区和全县旅游产业的发展而走上正常的经营轨道，从而逐步发

挥带动建档立卡户参与旅游发展的功能。经过这次 “六方帮扶”的试点探

索，我们发现，进行多方合作形成旅游脱贫 “合力”的乡村旅游扶贫开发模

式是合理可取的，尤其是 “省／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县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乡镇政府＋社区组织 ＋帮扶企业 ＋示范户”结对形成的具体 “合力”模

式，更能推动乡村旅游扶贫的实际效果。

（四）要有实施做保障

在全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切实推进的背景下，县发改、国土、交通、农

业、水利、扶贫、住建、环保、林业等县直部门和甲寅镇政府应按照 “总

规”“修详规”的任务分解方案，认真落实，推动 “总规” “修详规”各项

内容逐一落实实施。只有这样，各示范户才能真切地参与到乡村旅游扶贫开

发中来，各帮扶单位的 “智力贡献”才能有真正的意义，“六方帮扶”模式

才能产生效果。

三、结论和建议

经过分析和他撒试点探索的初步检验，我们认为，乡村旅游要实现扶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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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必须要走 “规划先行”“示范带动”“多方帮扶”的路子。“规划先行”，

就是依托村寨要有旅游总体规划和控制性或修建性的详细规划，弄清楚这个村

寨可不可以发展旅游业，依托什么发展旅游业，开发什么旅游产品和项目，老

百姓怎么参与到旅游业中来等问题，规定好村寨的道路体系、游览动线、村寨

风貌、建筑形式、旅游公共服务设施等内容，让投资商知道村子里边有哪些商

业项目可以做，让社区老百姓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让基层政府知道该整合资

金投向哪些公共领域。“示范带动”，即为了通过旅游业解决建档立卡户的问

题，必须要先扶持 “有条件”的 “示范户”，通过发展 “示范户”来带动建档

立卡户，我们在很多建档立卡户的实际走访中发现，他们是没有独立发展乡村

旅游业态能力的。“多方帮扶”，就是乡村旅游扶贫必须要整合省、州、县 （市

区）、乡镇、村各级资源，要调动政府、市场、科研、农户多方面的积极性，共

同组成 “乡村旅游示范户帮扶联盟”形成 “合力”，帮助 “示范户”发展乡村

旅游，从而带动建档立卡户间接参与到旅游服务中来。

（吴芳先：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２０１５级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游琪：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２０１６级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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