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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VERTY REDUCTION /扶贫POVERTY
REDUCTION 黔韵紫海：

［√］乡村旅游业因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就地

取材”等优势而成为解决贫困地区产业转型升

级和实施精准扶贫开发的重要途径。

文｜李静（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  编辑｜夏末

“农业+旅游”
   实现精准扶贫

旅游产业是指凭借旅游资源和设施向旅游者提供旅行游

览服务的行业，是具有经济、社会、生态、文化效益的现代

服务业。旅游资源、旅游设施、旅游服务是旅游业赖以生存

的的三大要素。乡村旅游业因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就地取材”

等优势而成为解决贫困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和实施精准扶贫开

发的重要途径。

黔韵紫海
道真县黔韵紫海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韵

紫海）位于武陵山片区道真县，是全国两个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之一。黔韵紫海是农业产业和乡村旅游为一体的扶贫项目，

主要从事香草种植、香料加工、香草旅游度假及休闲观光养

生等业务。其致力于打造集农业观光、创意体验、休闲度假、

科普教育、户外运动、养老产业、婚庆产业、有机花果蔬产

品展销及其配送为一体的“一站式”度假区。

黔韵紫海通过“公司+ 合作社 +农户”的方式鼓励周边

农户流转土地，发展、参与香草种植产业和养殖业。公司“统

一规定种（养）品种和标准、统一提供种源、统一收购”，并

支付土地流转租金。通过流转农户林地和耕地，并盘活荒地，

增加了农户土地租金收益。通过吸纳农户加入合作社并覆盖

全部的 6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以土地入股进行股金分红，增

加农户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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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韵紫海通过

“公司+合作社

+农户”的方式

鼓励周边农户

流转土地，发

展、参与香草

种植产业和养

殖业。

将土地流转至黔韵紫海的贫困户可获得耕地300

元 /亩•年、林地10元 /亩•年的土地流转费，目

前约有3000 余亩土地流转至公司，耕地面积达1400

余亩 （其中，盘活撂荒的土地面积达1100 余亩）。

此轮项目涉及21个村民组701户，

其中贫困户229户925人，农户土

地流转收入1980元 /人•年。

合作社成员资产收益：1.保

底分红：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合作

社，土地流转费 200 元 /亩，水

田流转费 300 元 / 亩，总入股土

地面积500亩，其中贫困户100亩；

2.盈余分红：合作社当年盈余的

90% 用于分红，农户分红按所持

股份比例进行分配。合作社还免

费向农户提供鸡苗、仔猪，经农

户饲养后以高于市场价 25% 的价

格对鸡、鸡蛋、猪回收，并将回

收的鸡蛋免费赠予当地的小学作

为学生营养餐。

据了解，2016 年全年，黔韵紫海劳务支出达300

余万元，基本解决了每户1—2人的就业问题，实现了

户均10000元 /年的收入。同时，兴宝村已开设13

家农家乐（含住宿）和17家商店，实现就业率20%。

黔韵紫海采用长期雇佣和短期雇佣两种形式：

一种是长期雇佣18人，固定工资在 2000—3000元 /

月，此外，公司每月为员工提供300元的餐补，员工

每月只需自付100元即可在餐厅用餐。另一种为临时

雇佣，日薪 60元。专门设立贫困户妇

女岗位，如产品销售员、餐饮服务员、

园区保洁员岗位。

黔韵紫海每年将盈余的3%用作县

财政精准扶贫专项资金，推动全县精

准扶贫项目的实施。公司在建设水、

电、路等设施方面的投资也已达 1亿

元。其中，投资140万元人民币修建了

从园区通向农户家的公路（4.5米宽）；

为满足生产用电电压380V的需求，改

造电网，保障农户用电；垫资修建提

灌工程，引用河水，修建水厂，将水分

配至园区中等。

据统计，黔韵紫海项目共惠及1个

行政村（兴宝村），6个村民小组，256

户农户。此6个村民小组共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60户，通过在公司打工、土地流转及生产农

特产品，其中57户已分别于2014—2016年相继脱贫。

据统计，2016 年全年游客量达 23000 余人次，2016

年村内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14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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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November 2017

POVERTY REDUCTION /扶贫

“农业 + 旅游”的模式及特征
直接生产带动模式

农副产品销量增加。一方面，农户可以凭借景

区平台销售自家农副产品；另一方面，旅游企业通

过“企业+农户”“企业+ 合作社+农户”的方式整

合农户资源，帮扶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统一提供

种苗、猪仔等并提供技术培训，降低农业经营成本，

合作社以高于市场价统一收购农副产品，拓宽销售

渠道，促进农民稳定增收。

推动农业升级转型，提高农业效益。贫困地区

由于外出务工人员多而形成的“空心村”现象普遍存

在，导致大量土地闲置。旅游开发企业的入驻，盘

活荒废的土地资源，农户可自主种植旅游作物，发

展特色农业。以休闲体验为主要形式的乡村旅游业，

如“山地景观种植型”旅游业，以成片农业作物吸

引游客前来观光、休闲和度假，尤以花海旅游为特

色，改变了“空心村”无特色农业的现状。

就业带动模式

带动农户就业多。旅游行业涉及交通、游览、

住宿、餐饮、购物、文娱等方面，岗位需求量大、

门槛低且岗位多样化，如建筑岗位、服务岗位、园

区建设岗位等，为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劳动能力的

农户提供了就业机会，返乡的劳动能力强的农户可

以参与建筑等工作，妇女可以参与服务等工作，60

岁以上的弱能贫困户可以参与景区种植、清洁等工

作。旅游企业专门为贫困户提供公益岗位，旅游景

区的开发运营长期阶段性进行，贫困户可获得稳定、

长期的工资性收入，带动脱贫效果明显。

自主创业增收明显。旅游景区开放后，游览量

不断增加，集“旅游、休闲、体验、教育、医疗、养老、

生态农业”为一体的“一站式”旅游，为贫困户自主

创业创造了条件，拓宽了脱贫渠道。在旅游景区周边，

围绕旅游服务而兴办的农家乐、民宿、旅游商店比比

皆是。企业采取统一管理的方式引导平衡农户间的

关系利益，改变了农户收入单一、收益偏低的现状，

为农户增收开辟了多元化的渠道，创业收益明显。

资产收益模式

土地、劳动力和旅游资源利用率提高。旅游业

的发展通过“企业+农户”“企业+合作社+农户”

的方式合理配置农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资源，农户

获取土地流转收入和从事种植劳动获得工作收入。其

次，“人造景观开发型”旅游景区的开发占用农户房

屋、土地，农户拥有搬迁后新房产权，旺季景区房产

市场需求量大，搬迁农户可以通过出租房屋或开设民

宿，在获得搬迁后的征地收入基础上，获得房屋租赁

收入或创业收入。通过旅游作物发展初加工、深加工

和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提高旅游服务的附加值。

分红稳定。采用“旅游企业+ 合作社 +农户”

的模式，政府支持成立合作社，并鼓励、要求贫困

户入社，农户以土地入股合作社，每年根据农户所

持股份比例获取稳定的分红。弱能贫困户即使不能

参与合作社统一劳作，也可获取分红收入，增加贫

黔韵紫海香草休闲旅游度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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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户收入的多样性，分享到旅游景点快速发展所带

来的好处。

总的来看，旅游业是扶贫效果较好、成本较低、

返贫率低、受益面宽、拉动性强的行业之一。

扶贫模式的适用性
从开发的可行性来看，自然资源和区域特色是
旅游扶贫产业项目开发的客观条件 ；基础设施
完善是旅游扶贫产业发展的必备条件

当地的资源禀赋是发展旅游业的前提条

件。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市生活节

奏加快，压力增大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自然

环境优美的区域旅游、居住，这为乡村旅游的

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当前我国

各大景区景点存在趋同化现象，在满足人们对

绿色、生态旅游要求的基础上，要突出自身的

发展优势必须把握特色，以文化为切入点，打

造自身品牌。自然资源和区域特色是开发旅游

扶贫项目的客观条件。

完善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便利的交通网

络是旅游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基础设施完

善是“游客走进景区，农产品走出山区”的必

备条件，是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关键。

从游客需求来看，近郊区位优势是旅游扶贫产
业项目开发的重要基础，确保获取稳定客源

游客量是旅游景区得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在旅

游开发的阶段，宣传力度决定了游客量，也决定了企

业的收入并关系着农户的收入，但游客对某一景点

重复旅游的可能性较小，需要找寻吸引游客长期驻

留的方法。近郊区位优势为旅游企业的发展提供了

稳定的市场，并降低了经营风险，比如黔韵紫海、

大沙河公司根据气候、环境优势和距离近、交通方

便的地理位置优势，定位周边市民及重庆市民为主

要客户群体，而且是长期稳定的客户群体，这就保

证了景区的客源。

从市场竞争来看，乡村旅游项目需要当地政府的统
一管理

现阶段贫困地区乡村旅游产业蓬勃发展，扶贫

效果有目共睹，但是也存在不足，农家乐、民宿等

创业项目的市场竞争激烈。一方面，“吃住一体”形

式的农家乐、民宿等数量多，户间特色不够明显；

另一方面，个体农家

乐、民宿对景区客源依

赖性高，季节性强导致

收入不稳定。因此，当

地政府要切实推进统一

管理工作的落实，促进

农家乐、民宿、旅游商

店等产业的良性竞争。

从扶贫效果来看，贫困
户参与乡村旅游项目需
要依靠大户、合作社或
企业

贫困户在自主谋求

发展、自主参与扶贫

项目方面意识、能力不

足，往往等待被动，直

接帮扶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脱贫的问题。实践证

明，通过“企业+ 合作

社+农户”或“能人大户+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

为贫困户提供了新的收入来源，他们的组织性得以

提高，思想观念得以转变，有效地促进了农业资源

向旅游产品转化，助力贫困户稳定增收。

以休闲体验为主

要形式的乡村旅

游业，如“山地景

观种植型”旅游

业，以成片农业

作物吸引游客前

来观光、休闲和

度假，尤以花海

旅游为特色，改

变了“空心村”无

特色农业的现状。

贫困户开设的“吃住一体”农家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