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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2011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和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 2011－2020
年) 》明确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把滇桂黔石漠化区列入全国 14个连片特困地区
之一，作为国家今后十年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中央将对连片特困地区给予重点
扶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因此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发展机
遇。

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是多民族聚居区，包括滇桂黔三省区的 80 个县，石漠化
面积 8． 5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岩溶地区石漠化总面积的 2 /3。河池市是该片区
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改革开放以来，河池各族人民始终以 “雄心征服千层岭，
壮志压倒万重山”的英雄气概，先后打响了一系列的扶贫开发攻坚战，扶贫成
果显著，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受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制约，
目前河池市农村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返贫率高、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事业
落后等贫困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全市还有 7 个县列入滇桂黔石漠化区，
有 162万贫困人口尚未解决温饱，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任务十分艰巨。

做好扶贫工作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协调和谐发展，反贫困已经成为一种国际
准则。当前，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扶贫攻坚战的号角已经吹响。河池市各级党委、
政府应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力推进开发扶贫工作。河池市委、市政府在认
真总结过去扶贫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的经验和做法，
在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中，提出了 “人下山，树上山，羊入圈，气入户，药
盖石，水蓄柜，土保持，民致富”的石漠化治理模式，并提出了 “转变思路、
锁定目标、分段推进、基础提升、产业带动、能人带领、教科引领、保障支撑、
易地发展、连片推进、生态维系、责任保证、机制健全”的新阶段开发扶贫总
体思路，出台了《河池市新阶段开发扶贫攻坚工程行动计划》及其相关配套文
件，确定了核桃、油茶、火麻、香猪、瑶鸡、高淀粉薯类、桑蚕、糖料蔗等八
大扶贫主导产业，且已在全区率先启动核桃产业开发和 “整乡推进”开发扶贫
建设，为提前一年完成 《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 2011－
2020年) 》确定的“十二五”贫困人口数量减半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服务市委、市人民政府中心工作，推动全市新一轮开发扶贫工作，河池
市委党校于 2012年以“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新一轮扶贫开发”作为年度重点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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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并邀请广西、贵州、云南三省 ( 区) 党校系统、高等院校、社会研究团
体的专家学者参与调查研究。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于 2012 年 8 月 16 日在河
池市凤山县成功召开了“滇桂黔石漠化片区产业开发扶贫”理论研讨会。研讨
会共收到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区专家学者参会的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 266 篇，
200多位参会专家学者高屋建瓴，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结合滇桂黔石
漠化综合治理与开发扶贫的重点、难点提出许多具有创造性的观点，从环境保
护、特色农业、文化扶贫、旅游扶贫、科技扶贫、异地安置、生态补偿、扶贫
法制等方面对石漠化的成因、综合治理及开发扶贫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为把此次研讨会的理论成果有效运用于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新一轮扶贫开发
实践，主办单位组织团队，精心编辑，将研讨会的优秀文章以 《智战石漠化
———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扶贫探索》为名结集出版，这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事
情。该文集的出版发行，对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特别是河池市各级党委、政府开
展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促进社会和谐必将起着重要的指
引作用。同时，也希望党校继续发挥职能作用，再接再厉，刻苦钻研，进一步
提高理论水平，拿出更多、更有价值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新
一轮扶贫开发，为推进河池“五大工程”建设，实现富民强市新跨越目标，建
设幸福河池做出新的贡献。

是为序。

2014年 4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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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兰县旅游扶贫开发的战略思考

阳国亮 班 振

旅游扶贫是一种便捷的扶贫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做法是在旅游资源条件
较好的贫困地区通过扶持旅游发展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进而脱
贫致富。旅游扶贫投资少、见效快，既有利于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又有利于调整
产业结构、提高贫困区域的产业发展水平。旅游扶贫既 “可繁可简”又可 “繁
简并存”，便于群众参与，既有利于调动群众自我扶贫的积极性，又有利于群众
通过自身的实践学习市场经济，培育参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意识，提高自身
文化素质。东兰县具有较好的旅游发展条件，走旅游发展的道路，将旅游扶贫
作为实现脱贫致富的突破口，是东兰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的战略选择，因此，
从战略的高度思考东兰县的旅游发展问题很有必要。

一、东兰县旅游发展状况及其扶贫效果
旅游发展的现状是旅游扶贫开发的战略起点，要切实思考东兰县旅游扶贫

开发战略，首先要考察东兰县旅游发展现状及其扶贫效果。
( 一) 东兰县旅游已经启动，开局状况良好
东兰县旅游是从“十一五”期间开始启动的。“十一五”以前，东兰旅游

零零散散，旅游业还没有形成。“十一五”以来，东兰县为了推动东兰旅游发
展，积极出台了相关政策，大力招商引资，取得了开局的良好成绩，其主要表
现是:

第一，游客接待量及其相关指标大幅增长。截至 2011 年底，东兰县全年接
待游客 50. 4 万人次，比 2006 年增长 285%，旅游收入达到 3. 3 亿人民币，比
2006年增长了 16倍，具体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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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东兰县 2006至 2011年旅游发展状况表

年份
事项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接待游客 ( 万人次) 3. 1 24 37. 6 39. 3 42. 2 50. 4

游客增长率 ( %) / 83. 21 56. 67 4. 53 7. 38 9. 43

旅游收入 ( 万元) 906 5600 7931 20914 22500 33095

收入增长率 ( %) / 93. 81 41. 63 63. 70 7. 58 47. 09

第二，景区建设取得较大进展。东兰县 13个旅游景区景点和观景台已完成
规划编制，坡豪文化养生书院、东兰民间铜鼓收藏馆、东兰铜鼓制造厂等项目
已竣工投入使用，红水河铜鼓风情村、坡豪湖开发、江平月亮河 “全国异地养
老基地”等项目顺利推进。

第三，旅游形象基本形成，获得高层次的评价。2010 年春节，温家宝总理
在视察东兰时赞誉东兰为 “生态之乡”，并赠言 “山青水秀生态美，人杰地灵
气象新”，对东兰县生态旅游建设给予充分肯定; 2009 年被中国老年学学会旅
游专业委员会确定为“全国异地养老基地”; 2010 年 12 月，中国特殊魅力旅游
城市品牌建设高层论坛、中国城市投资环境及绿色生态建设高层论坛、中国工
业园区特色产品与投资建设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通过景观组委会严格的评审，
东兰县从全国入选的 30多个区、市、县中脱颖而出，荣获“中国最佳绿色生态
县”称号。这些活动的举行和称号的取得为东兰旅游形象的确立，进一步推动
旅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二) 东兰扶贫开发取得的良好效果为旅游发展奠定了基础
东兰县以全县 93个贫困村为主战场，以“整村推进”贫困村为重点，全面

实施以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化扶贫和科技扶贫培训为主要方式的扶贫开发战略，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2006年以来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开发扶贫资金、科技
扶贫资金共 9014万元，修建通村公路 412条 690多公里、桥梁 5 座、码头 2 座
及一批人畜饮水工程、电网改造工程; 建立桑蚕示范户 246 个，发展桑园 2. 1
万亩，板栗种植 3. 6万亩，板栗品改 5200亩，核桃、油茶种植 1 万多亩，种养
科技培训 8万人次，劳动技能培训 4800人次。此外，还利用广东省对口帮扶机
遇推动了医疗、就学等基础设施建设。到 2010 年，东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2943元，比 2005 年增长 85. 8%，增加 1360 元，贫困人口占农业人口比例从
46. 3%下降到 32. 2%，贫困人口下降 14. 1 个百分点。2011 年东兰县投入 1764
万元，共完成种桑 3000 亩及新建标准蚕房 150 个，种植油茶 1720 亩，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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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0亩，村屯道路建设 50 条 63. 7 公里，新建家庭水柜 464 座、小型集中供水
22处。东兰县的扶贫主要是从基础设施、种养果畜、社会民生等方面推进并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尽管在东兰扶贫开发中旅游项目不多，但已为旅游扶贫的发
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三) 东兰县旅游扶贫存在的问题
东兰县旅游扶贫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旅游扶贫缺乏战略规划。东兰县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旅

游扶贫在东兰扶贫工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只有在思想认识上真正将
旅游扶贫摆上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才能摆正旅游扶贫的战略地位。而战
略性的问题需要长远的扶贫规划才能取得持续发展的成效。旅游扶贫战略同样
需要不断思考、加强规划、不断推进。因此，在旅游发展战略的认识上，东兰
县还要加强和提升。

第二，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主要表现有三: 一
是与客源集散中心的距离较远。与客源集散地的距离是影响旅游目的地选择的
重要因素，东兰距离南宁 308 公里，柳州 289 公里，桂林 438 公里，以目前公
路现状，车程都需要四个小时以上。二是东兰境内景点的可进入性不高。经过
近十年的建设，东兰境内交通条件比以前有较大改观，但等级道路仍然较低，
路况较差。三是旅游接待设施薄弱，既无三星级以上的宾馆，民营旅游设施
( 包括农家乐) 也不多。

第三，旅游景区缺乏深度开发。目前，东兰县多数景区还停留在初级开发
阶段，开发水平不高，对各种旅游资源挖掘不够，特别是文化、生态养生、度
假项目开发不足，致使旅游资源得不到深度利用，影响了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旅游专业人才缺乏。目前，东兰县旅游发展正处于快速上升的阶段，
随之必定造成旅游经营、管理等专业人才的缺乏。为此，东兰县在加大旅游资
源和旅游基础设施开发力度的同时，应充分发挥优势，加强中高级人才的培养
与引进，强化各类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和管理，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不断完善
旅游人力资源系统的开发与建设，避免因旅游人才缺乏而导致旅游发展出现脱
节现象。

第五，旅游市场开拓不够。旅游市场的开发所存在的问题首先表现在旅游
宣传力度不够，东兰县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旅游业具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越条
件，但许多的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原因之一就是对旅游产品缺乏创
意、包装、宣传和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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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兰县旅游扶贫产业的战略地位
要发展东兰县的旅游，必须深化东兰县旅游扶贫战略地位的认识，只有在

认识提高的基础上，下定决心，从战略的高度上将旅游业作为县域经济的主导
产业来推进，才能使旅游扶贫取得实效，东兰县旅游扶贫产业的战略地位可以
从下面三方面加深认识:

第一，从旅游业的产业性质看，旅游业是一种既具有主导产业的性能又适
宜于贫困地区发展的产业。旅游产业的关联性极强，其前向和后向产业的拉动
可以涉及 20～30个甚至更多的行业和部门，具有明显的主导性。旅游业投入要
求可高可低，资源消耗不高，就业机会多，群众参与较为容易，是一种特别适
宜后发地区实现经济发展的产业。因此将旅游作为战略性主导产业是后发地区
具有全局性的产业选择。

第二，从东兰的县情看，既具有发展旅游业的条件，又具有发展旅游业的
需要。东兰县地处红水河中游，是中国最佳绿色生态县，拥有全国著名的红色
历史文化、世界稀有的铜鼓文化、秀美的自然山水、丰富的民族风情，具有打
造理想的养生圣地的条件。这些旅游资源内容丰富，有的还具备稀缺性甚至唯
一性的特点，被国内权威旅游专家所看好。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可以把东兰县
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发展旅游业的同时还可以促使东兰县的
生态资源得到保护。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旅游业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作用更为
明显，更容易让当地百姓参与到其中 ( 如: 旅社、饭店、农家乐、商店、农产
品、旅游工艺品、当地特色商品等) 。通过扶持旅游并把其发展成为当地支柱产
业，有利于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当地居民收入，进而脱贫致富。因此，大
力发展旅游业是东兰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最具适应性的战略选择。

第三，从东兰县的实践看，旅游业已经初步显示出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从以下表 2可以看出，旅游业对东兰经济的贡献正逐年增加，所占
东兰生产总值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表 2 东兰县 2007至 2011年旅游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例表

年份
事项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生产总值 ( 亿元) 0. 85 2. 5 3. 76 6. 02 8. 26

旅游收入 ( 亿元) 0. 56 0. 79 2. 09 2. 25 3. 31

比重 ( %) 5. 16 6. 32 5. 19 4. 04 8. 13

以上分析说明，将旅游业作为东兰社会经济主导性产业，将其发展成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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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的支柱产业之一，充分发挥其旅游扶贫的作用，是实现东兰跨越式发展的战
略要求。

三、东兰县旅游发展的战略分析
发展东兰县旅游，发挥东兰旅游扶贫的作用要从战略制定开始。东兰县旅

游战略的确立必须要建立在科学的战略分析基础上。
( 一) 东兰县旅游资源的特点
旅游资源的特点是旅游战略制定的基本要素。为了把握东兰县旅游资源的

特点，我们对其主要旅游资源进行分类:
表 3 东兰县主要旅游资源分类表

东兰县
旅游
资源

红色
资源

韦拔群纪念馆、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列宁岩、韦拔群故居、红七
军前委旧址———魁星楼、东兰烈士陵园、东里三潭、银海洲、壮乡英才
园、韦国清等五大将军故居等

绿色
资源

良风洞风景区、江平田园风光、红水河风光、三石板文峡谷、月亮河、坡
豪湖泊群、拉甲山景区等

民族
文化

蚂拐节、三弄布努瑶铜鼓舞、祝著节、舂榔舞、猴鼓舞、壮族铜鼓文化等

长寿
养生

月亮河长寿村 ( 全国异地养老基地) 、坡豪文化养生书院、江平养生度假
村等

从东兰旅游资源分类表 3可以看出，东兰县旅游资源有三大特点:
第一，红色资源档次高。东兰是一块红色的土地。东兰县是红七军的发祥

地，是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腹心地，是百色起义的策源地，是共和国人民军队早
期将领韦拔群的故乡，是邓小平、张云逸曾经挥师浴血的战场。这块红色土地
因涌现出韦国清、韦杰、覃健、韦祖珍、覃士冕等五位共和国第一代将军而荣
佩“将军之乡”的美誉。如今已成为“全国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广西
党员干部教育基地”、“广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先驱韦拔群、百色起义
策源地东兰县武篆镇、具有国际影响的韦国清，对东兰县具有国家级甚至国际
级的深远影响。

第二，绿色资源颇丰富。红水河贯穿全县境内 8 个乡镇 115 公里，岩滩电
站封闸后，河水平静碧绿，河岸两旁翠竹葱葱，奇峰异谷，层峦叠嶂; “皇帝
岩”、“忘忧谷”、“虎蹲鹰”、“龙凤穴”、“狩猎山”、“苏仙岩”、“望夫岭”、
“寡妇岛”、“断天崖”自然天成，栩栩如生，千姿百态，景色迷人; 长乐至坡
豪段十余公里，小湖泊星罗棋布，湖光、山色、梯田、农舍，一派水乡田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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