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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西北民族地区乡村旅游脱贫模式探究
杨 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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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旅游振兴是指通过开发贫困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兴办旅游经济实体，是旅游业形成区域支柱产业，

实现贫苦地区居民和地方财政双脱贫致富。桂西北民族地区，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除了优美的自然风光，还

有一些特殊的民俗旅游资源，但因为地理位置等原因导致经济相对落后。目前，在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支持

下，交通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自然的旅游资源和传统的人文旅游资源得以开发。本文选取桂西北民族地

区两个典型乡村旅游振兴点为研究对象，对其旅游振兴模式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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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乡村旅游振兴是国家扶贫的一种特殊方式，让

贫困户及村民融入到乡村旅游产业中，以旅游产业

的发展来带动贫困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1]。我国的

扶贫区域大部分集中在乡村区域，中国发展乡村旅

游，将带动农业和农村其他产业快速发展，增添农

民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 [2]。可以有效实现农民

增收。国家也把乡村旅游振兴上升为了国家战略。

桂西北民族地区主要是广西的河池、百色一带，该

区域因为地理位置等原因，属于老、少、边、山、穷地

区。曾经在广西 20 个深度贫困县中评估出 4 个极

度贫困县，桂西北民族地区就占了 3 个。因此，通

过探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对民族地区

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摆脱贫困，实现农民增收有重要

意义。

一 桂西北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振兴概况

（一）凌云县浩坤湖村乡村旅游振兴概况

浩坤村位于桂西北民族地区百色市凌云县伶

站瑶族乡，是一个以壮族、瑶族为主的壮族村寨，

原来村民以种玉米、养鸡、养猪为主，住在茅草棚里

面。进出靠一个叫“猪笼洞”的坑洞，一个近乎垂直、

高 70 来米的坑洞，从浩坤村到乡里，要走 5 个多小

时。2003 年沿流隧道通车，爬行“猪笼洞”成为历史；

2005 年，浩坤水库开始修建；2008 年浩坤水库建成

并蓄水发电，浩坤湖成永久湖；2012 年，自治区开始

帮扶修路，依托浩坤湖，走上乡村旅游之路；2018 年

被评为 4A 级国家旅游区。

浩坤村是“十三五”期间的一个深度贫困村，

2014 年浩坤村被列入扶贫重点村，全村有浩高、三合、

弄尾、坤内、弄群、弄项、弄群、岩流等 8 个屯，10 个村

民小组，共 429 户，1967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含

2014，2014 退出户）共 282 户 1386 人，2020 年 底 全

部脱贫。该村贫困原因主要是家庭人口多，贫困家

庭大多 5— 6 人以上，上有老，下有小，老人小孩没

有经济收入，家庭经济压力大导致贫困，其次是土地

少、因学致贫。

（二）浩坤湖村旅游资源概况

浩坤湖村所在的浩坤湖景区是一个国家 4A 级

旅游景区，自然和人文类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涵盖

了地文景观、水域景观、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

建筑与设施、旅游购品、人文活动等 8 个主类，13 个

亚类，主要有岩流天坑、猪笼洞、浩坤湖、火桐、浩坤

少数民族村寨、《东湖游记》、壮族“三月三”节庆等

具体内容。

（三）德保县那温村乡村旅游振兴概况

那温村位于桂西北民族地区德保县城关镇东

部，距离县城 8 公里，是“十三五”期间整村推进的

贫困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旅游振兴重点村。

全村辖 7 个自然屯，共有 11 个村民小组，现总人口

为 321 户 1186 人，其中壮族人口 1180 人，占总人

口 99.5%。经 2015 年精准识别，那温村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 72 户 246 人。该村人均耕地少，长期以

种植水稻为主，村民收入单一而导致贫困。经过三

年的乡村振兴，2018 年，那温村各项脱贫指标高标

准完成，实现了整村高质量脱贫摘帽，全村贫困发

生率降至 0.23%。2018 年、2019 年连续两年荣获

“生态宜居”红旗村称号，2019 年荣获“广西十大

最美乡村”称号和“第三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称号。

（四）那温村旅游资源概况

那温村是一个传统的壮族村落，壮族人口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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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依山傍水，鉴河绕村而过，根据《旅游资源分

类、调查与评价》对其资源分类（具体见表 1）。

二 桂西北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振兴模式分析

旅游振兴模式的分类主要包括旅游开发主体分

类和旅游活动开发模式分类 [3]。

（一）项目带动型模式—景区+村集体+农户模式

浩坤村的乡村旅游振兴模式是属于项目带动型

模式。该模式基于当地现有的旅游景点引领周边贫

困人口参与到乡村旅游的开发与建设中 [4]。依托浩

坤湖这个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的优势，带动周边村贫

困人口的就业和收益。

第一，凌云县振凌旅游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浩坤

湖景区 100 余个员工中，有 80% 的员工来自浩坤村，

主要从事保洁、保安、开船、科普中心酒店服务员等

工作，其中保洁、保安、开船的工作人员每个月工资

2000 元，科普中心酒店服务员的的工资稍微高一点，

2300 元 / 月，每年能有 2 万多元的收入，通群众参与

景区景区就业，增加村民收入；第二，浩坤湖旅游景

区通过资源租赁，即租赁浩坤村周边村民的农房、土

地、林地等资源，例如在三合屯，公司通过租赁村民

A、B、C、D、栋民房，开办了三合民宿。通过资源开发，

增加农民受益；第三，发展特色产业，即在景区周边

组建特色养殖合作社，组织群众发展桑蚕、毛葡萄

等特色种养业或加工瑶族服饰、壮族绣球等特色产

品，鼓励村民开办农家乐、精品民宿等旅游产业，比

如劳氏村民在家开办了聚贤阁农家乐，湿地商街开

发后，在商街开办金泉湾大排档；第四，景区收入分

红，该景区将景区门票收入的 10% 给景区核心部分

的群众分红、给浩坤村 1% 的作为村集体经济，群众

年人均增收 273 元，既增加了群众收入，又壮大了村

集体经济；第五，旅游土特产带动，在景区内划定区

域，由农户售卖土特产品增加收入，比如浩坤村的妇

女在自家门前摆摊卖起纯手工绣花鞋、绣花鞋垫、服

饰、帽子等手工艺品。还有一些农民在景区内客流

量大的地方摆摊售卖自家种植的芭蕉、红薯、芋头，

自制的糍粑、糯米饭以及山上淘来的野菜、铁皮石斛

等土特产，深受游客喜爱，节假日期间每天的收入能

达二三百元以上；第六，资产入股，对于扶贫移民搬

迁的村民，景区将扶贫移民搬迁的农户原有房屋、土

地、宅基地交由景区经营，入股分红，带动农民脱贫

致富。

这也是浩坤湖景区总结得出的“六个一”旅游

振兴路径。通过该模式的带动，该村从“十三五”

建档立卡的 195 户 945 人，贫困发生率 52.04%，到

2016 年脱贫 92 户 404 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30.84%，

2017 年脱贫 11 户 59 人，贫困发生率 27.23%，2018 年

底，全村已实现脱贫 153 户 693 人，贫困发生率降

至 13.11%，2019 年脱贫 37 户 201 人，贫 困 发 生 率

降 至 2.64%，并 且 在 2020 年 实 现 全 村 贫 困 人 口

清零。

（二）旅游专业合作社模式——政府引导、企业经

营、农民参与模式

旅游专业合作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载

体 [5]，那温村乡村旅游振兴模式是属于旅游专业合

作社的模式。2016 年 4 月，由该村致富带头人李振

边牵头，组织那温村 98 户农户成立了广西百色市首

家旅游专业合作社，带领村民以土地、劳务等要素流

转入股参与花海种植和利润分红，吸纳贫困户参与

那温旅游资源开发。当地群众可从参加景区建设、

参与景区管理服务工作、销售农家土特产、土地流转

及合作社股份收入等 4 个方面实现增收脱贫，带领

贫困户通过发展旅游增收脱贫。

那 温 村 在 当 地 政 府 的 引 导 下，结 合 当 地“绿

水”“青山”的生态优势，指导旅游合作社挖掘当地

“稻—花—蜜”生态资源，春夏之际，种植水稻绘制图

案，打造稻田艺术；冬季利用闲田种植格桑花卉，打

表1 那温村旅游资源概况

主类 亚类 具体内容

地文景观 综合自然旅游地 那温山丘

水域景观 河段 鉴河

生物景观 花卉地 格桑花海

天象与气候景观 天气与气候现象 那温云雾

建筑与设施
综合人文旅游地 “民族团结进步”现场教学点——那温村

居住地与社区 那温村

旅游商品 地方旅游商品 糍粑、草编、藤编用品

人文活动 民间习俗 山歌对唱、舂糍粑、抛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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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田园花海，既增加了生态观光，又增加了蜜源；其

次，通过引进企业，流转农民土地，种植百香果、有机

水稻等实现产业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结合；最后，当

地以壮族居民为主，还保留传统的壮族传统，比如唱

山歌、抛绣球、舂糍粑、编竹编草编等民俗活动，因

此，景区组织村民参与山歌对唱、手工舂糍粑、抢鸭

子、抛绣球等民俗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

游。目前通过那温乡村旅游的发展，实现了农业产

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特色产业覆盖率达 100%，

2020 年那温村实现脱贫。

三 结语

乡村旅游振兴是民族地区乡村实现脱贫的一种

很好方式，是广大贫困农村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途

经 [6]。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这些村庄的村容村貌、基

础设施等有了很大的改变，村民也可以在家门口实

现就业。2020 年底，我国已经实现了全部脱贫，下

一步将走向乡村振兴。不管是乡村扶贫还是乡村振

兴，都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资源、环境、政策等

因素，发展乡村产业，找到合适自己发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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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合理分工，实施目标责任制，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建立严明的规章制度，考评制度，保持命令

的统一性和指导的有效性。最后，以整体利益为重，

个体服从整体，兼顾个体利益，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四 结语

当代大学生的任务不仅仅只是完成自身学业，

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的构建者。时代的变迁

赋予了当代大学生不一样的含义，也给予了当代大

学生不一样的生活和思想，追求的不同，享受生活的

方式自然也不同。所以，当代大学生应顺着这种趋

势不断摸索，在坚持探求原则的基础上以更好更多

的实战经验去迎接未来的挑战。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黎族校园娱乐振兴项目”是在积极响应乡村振

兴的号召的基础上，通过文旅融合发扬少数民族文

化，同时为少数民族特设了工作岗位，增加其收入，

并定期深入黎族乡村，加强城乡间的联系，积极努力

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间经济的发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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