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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山高，后山长，我家就住在高坡
上……”伴着粗犷的歌声，陕西省佳县
坑镇赤牛坬村村民穿着陕北地区传统
服饰，在起伏的沟峁间耕种、打夯，现场
生动还原黄土高原农村传统生产生活
场景。

村支书高建茂说：“现在每天表演
一场，高峰时一天演好几场。参加演出
的村民，每次至少可以领 20元报酬。”去
年，赤牛坬村接待游客 30万人次，村民
收入也显著增加，人均年收入达到 1.8
万元。

许多贫困地区地理位置偏僻、交通
不便，但自然风光优美、生态环境良
好。还有不少村庄地处民族地区、革命

老区等，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资源
丰富。发展乡村旅游，不仅可以充分发
挥当地资源优势，还可以创造就业岗
位，吸纳大量贫困劳动力就业，助力村
民增收。

近年来，乡村旅游接待人数和收入
年均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有着广阔的
市场前景和发展潜力。据测算，2019

年，通过乡村旅游实现脱贫人数占脱贫
总人数的 33.3%，乡村旅游对贫困人口
就业贡献度达 30.6%，贫困地区旅游总
收入和接待人次增长幅度持续高于全
国乡村旅游整体增幅。

在推动旅游与扶贫结合过程中，多
地通过政府主导、资源租赁、企业带动
等方式，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乡村

人居环境，以旅游带动致富。
为助力“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

和贫困人口脱贫，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国
务院扶贫办设计推出“三区三州”旅游
大环线品牌，通过指导成立宣传推广联
盟、举办推介活动、协调开设旅游专列、
企业线上专题推广等方式积极推进旅
游扶贫。

去年 12月，“三区三州”旅游大环线
专列开通，把沿线丰富的旅游资源串联
起来，带给游客更加快捷舒适的旅游体
验，进一步推动旅游扶贫向纵深发展。
数据显示，旅游扶贫助力“三区三州”贫
困人口脱贫贡献度接近 20%，解决贫困
人口就业贡献度超过24%。

口袋鼓

“旅游+扶贫”助力增收

干净整洁的道路、青砖黛瓦的民居、果实累累的采摘园……美丽乡村建设带来乡村环境改善，越
来越多村落利用当地自然和人文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吸引众多游客。近年来，乡村旅游日渐成为助力
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来源。

7月 17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统筹做好乡村旅游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加快市场复苏有关工作
的通知》，推动乡村旅游市场有序复苏。

重庆市南岸区长江沿岸的山坡断
崖上，有一座鸟语花香的生态景观公园
“挂”在半山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
堆满建筑和生活垃圾的垃圾场。每逢
大雨，大量垃圾被冲入长江，严重影响
水质。

为此，2016 年，南岸区放牛村联合
当地一家园林企业对这片垃圾场展开
治理。他们将堆积如山的垃圾分类运
走集中清理，同时运来 5万立方米土石
方重新回填，用来恢复土壤肥力。修建
步行栈道、生态长廊，种植园林树木、四
季花草……经过几年时间，江畔的垃圾
场变成铜锣花谷生态园，与附近桃花
源、杜鹃园等旅游景区连成一片，共同
打造生态旅游区。

今年 3月，习主席在浙江省安吉县
天荒坪镇余村村考察调研时强调，“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经成为全
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成为新发展理
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经济发
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本身就
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希
望乡亲们坚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保
护好生态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把生态效益更好转化为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

发展乡村旅游，首先要有好环境。
除了当地秀美的自然风景外，旅游业的
兴盛也离不开乡村人居环境的改善。
一个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的乡村，自然
无法吸引游客前来。

近年来，多地通过发展乡村旅游，
实施“规划”“绿化”“美化”等措施，把乡

村建设成为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实现
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

专家表示，发展乡村旅游不仅是实
现产业兴旺、村民生活富裕的重要途
径，也有利于打造生态宜居空间、促进
乡村文明复兴，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城乡融合发展、农村环境改善等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为加强旅游扶贫监测分析，文化
和旅游部设立旅游扶贫工程观测中
心，在全国 25个省区市设立乡村旅游
扶贫监测点。监测数据显示，在发展乡
村旅游的监测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接入率、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覆盖率、
水冲式厕所普及率均有明显提升，环境
进一步优化。

生态优

留住乡村“绿水青山”

“旅游小镇莫干山，直播间民宿
特惠房只要 5.4 元！”在浙江省德清县
莫干山镇庾村，几名青年主播正通过
手机，向观众介绍当地优美的自然风
光和特色民宿，助力小镇旅游业复工
复产。

2005年，莫干山镇在全省率先实施
生态补偿机制，启动“生态立镇、旅游强
镇”，大力发展以精品民宿产业为主的
乡村旅游。然而，今年由于疫情影响，
小镇游客少了，大量民宿空置。为此，
德清县委组织当地青年团干部、优秀返
乡青年通过网络直播带货，把莫干山优
质的旅游资源和农副产品推销出去。

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空前活
跃，推动产业形态深度变革，新技术、新

产品、新模式不断涌现。在疫情防控的
“催化”下，乡村旅游也搭上数字化发展
快车，借助互联网平台创新营销方式、
提升游客体验、规范管理服务。

甘肃省策划发布 46个甘肃省优秀
旅游示范村和 23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全省联动，全网直播”线上线下全面推
介乡村旅游产品，加速乡村旅游“升
温”；云南省推出“一部手机游云南”智

慧旅游平台，提供自助导游导览、线上
购票、刷脸入园等智慧服务，稳步推进
文旅产业复苏；广西将“壮族三月三”相
关文化旅游活动迁移至线上，通过广
播、电视、网络、新媒体等多种平台进行
宣传推广。

推动乡村旅游数字化，离不开农村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服务体系进
一步完善。文化和旅游部乡村旅游监

测数据显示，2019年，监测点乡村旅游
经营户无线网络覆盖比例超过 90%，乡
村旅游智慧化程度不断提高。与此同
时，今年 5月，中央网信办等 4部门联合
印发《2020 年 数 字乡村发展工作要
点》，提出 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行政
村光纤网络和 4G普遍覆盖，农村互联
网普及率明显提升，推动乡村数字经济
发展。

专家表示，在数字化助推乡村旅
游方面，多地已经在农村电商、数字
民宿等方面积累许多经验。未来应利
用数字化手段进一步整合乡村文化旅
游资源，提高游客的参与度与满意
度，让文旅经济发展更好服务于乡村
振兴战略。

数字化

文旅景点搬上“云端”

绿水青山带来乡村蝶变
—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佟欣雨

“革命战争时期，这间裕厚堂药铺
的主人何景升为红军伤员治病，挽救
了不少战士的生命。”7月 25日，中学
生阮焱跟随父母来到陕西省山阳县袁
家沟口村旅游，被当地古朴的民居和
导游讲述的红色故事深深吸引。

暑假到来，袁家沟口村红色旅游
景区迎来一波又一波研学旅行、周末
短途出行的游客。村委会主任曾猛介
绍，7月中旬开始，景区平均每天至少
接待 1所学校的学生，研学旅游日接
待量达 100 多人次，周末短途游的游
客人数也不少。

地处革命老区的袁家沟口村拥有
丰富的红色资源。对口帮扶以来，山
阳县人武部助力该村发展红色旅游产
业，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他们联合地
方有关部门对红色遗址在保护优先的
基础上进行合理开发，把该村鄂陕边
区苏维埃革命纪念碑、鄂陕边区苏维

埃革命遗址、烈士陵园、原红二十五
军作战指挥台等 4处红色遗址统筹修
缮，进一步丰富展品，局部恢复原址
原貌。此外，还修建了红色革命展
馆、红色教育课堂，修复战斗遗址，
建成集参观、培训、旅游于一体的红
色教育基地。

红色旅游发展起来了，如何打通
旅游产业与贫困户之间的链路？据
介绍，他们采取“旅游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通过土地出租、资产
入股、保底分红、就业挣酬、效益
分成等方式，让村民获得实实在在
的收益。
“这里的红色旅游景区已经成为

山阳县乃至商洛市的‘网红’景点，
不仅增加了旅游收入，还带动了村农
副产品销售，成为村民脱贫致富的重
要途径。”驻村工作队队员、县人武
部职工牛文博说道。

记者看到，得益于乡村旅游的开
展，袁家沟口村内外的道路、水电、
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很大改善。
许多外地游客都喜欢在这里住几天，

体验农家生活。
“天气好的时候，我家的餐厅都是

满客，要预约嘞。”曾经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郑安会在村里开了家餐馆，近 3
个月平均月收入达到2000元。

家住小袁路边的脱贫户熊自明也
是受益者之一。小袁路是一条连接小
河口镇与袁家沟口村的红色旅游公
路。“以前，路上一天到头看不见几
辆车。现在路修好了，红色旅游搞起
来了，这条路热闹得很，我们在路边
做 个 小 生 意 、 卖 点 土 特 产 都 很 方
便。”熊自明说，“路修好之前，从县
城到袁家沟口村开车需要 1 个半小
时。不仅路途远，弯道多，还很颠
簸。现在 40分钟就到了。”
“发展红色旅游是一条帮助革命

老区群众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好路
子。”县人武部部长张晓轩提供的一
组数据给出了答案：帮扶之初，袁家
沟口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12 户 333
人。2019 年底，实现整村脱贫摘帽，
人均年收入从之前的 3200 元提高到
现在的 10315元。

“红”了山村，富了乡亲
—红色旅游助力陕西省山阳县袁家沟口村脱贫致富

■余守义 本报特约记者 曹 琦

广西融水县利用民族风情浓郁、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将旅游业

打造成脱贫攻坚的支柱产业。2016年至今，全县近3万人通过发展旅

游产业实现脱贫，约占全县脱贫人口的25%。图为在苗族文化体验园，

几名搬迁户协助游客挑战“摇摆桥”。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苗寨开门迎客来

一线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