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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精准扶贫视角，将精准扶贫与乡村旅游相结合，借助实地调研法、访谈法，研究了益将村乡村旅游的开发模式
及专项规划设计。益将村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区位交通、自然生态环境和产业资源等优势，但也存在历史文化底蕴缺失、基础

设施薄弱、专业旅游人才缺乏等制约。依据社区参与理论和共生理论提出精准帮扶策略，并提出农家乐模式、休闲农业模式

及景区带动模式等三种旅游开发模式，同时对清水鱼鱼塘建设和司背组空心村改造进行了专业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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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扶贫是中共中央提出的促进老少边穷地
区加快脱贫、全面脱贫、加快致富的重大战略举

措。［１］将乡村旅游融入精准扶贫工作是贫困落后地

区脱贫与致富的重要方式。２０１５年，国务院扶贫办

和国家旅游局全面开展了贫困村旅游精准扶贫的

试点工作，以“政府引导、社会参与、贫困户受益”为

原则，在全国范围内选取５６０个贫困村作为试点，
两年多以来取得了较大成效。［２］目前，精准扶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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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常态下农村工作的重点内容。２０１６年，为掌握
省直和中央驻湘单位驻村帮扶工作取得的成效和

进展，湖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颁发

了《２０１６年省直和中央驻湘单位干部驻村帮扶工
作考核方案》（湘扶办联〔２０１６〕２４号）（以下简称
《考核方案》）。《考核方案》的制定与颁发，进一步

增强了驻村帮扶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激发了驻

村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能更有效地落实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针，加快贫困村脱贫致

富奔小康的步伐。

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集益乡益将村是湘南学院

的精准扶贫点。为落实精准扶贫到村到户的工作机

制，湘南学院驻村帮扶工作队深入农户中征求意见，

走田野、爬山路、上地头，力求客观真实地掌握第一

手资料。精准扶贫实施两年来，益将村脱贫工作取

得了明显成效，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尚待解决。本

文基于精准扶贫视角，将精准扶贫与乡村旅游相结

合，借助实地调研法、访谈法，研究了益将村乡村旅

游的开发模式及专项规划设计，以期为益将村及其

他贫困村庄的脱贫致富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一　益将村概况

（一）区位交通分析

益将村位于“鸡鸣三省，水注三江（湘江、珠江、

赣江）”的郴州市汝城县集益乡，是乡政府所在地。

集益乡为集龙乡与益将乡于２０１２年合并而成，是
湖南省首批“省级环境优美乡镇”之一。益将村临

山水而兴，因竹木而盛，是汝城县重点林业乡镇

之一。

益将村地处湘粤赣省际边境，境内区位优势明

显。厦蓉高速公路 Ｇ７６和省道３２４线在境内交汇
互通，设有益将互通口，汝热公路、汝集公路腹地而

过，益热公路贯穿全村。村域是县城通往国家４Ａ
级旅游景区———汝城热水温泉的必经之路。村委

距县城约１４ｋｍ，距热水镇温泉景区约１７ｋｍ，距九
龙江国家森林公园约４０ｋｍ，距郴州市约１１７ｋｍ，
距赣州约１１６ｋｍ，距韶关约１２０ｋｍ。［３］良好的区位
优势是益将村发展乡村旅游的有利条件。

（二）自然生态环境

益将村地处南岭山脉与罗霄山脉交汇处，属亚

热带季风气候区，常年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光照充

足，春暖多变，夏无酷热，冬少严寒，素有“小昆明”

之称。古语有云：“走遍四方，不如益将。”益将河自

西向东蜿蜒而下，上游集雨面积约１８０ｋｍ２，森林覆
盖率达９２％以上，适宜开发林下养殖产业。流域内
无工厂，水量充沛，河水清澈，人烟稀少，物种丰富，

养殖用水充分，适宜开发鱼塘、垂钓等休闲项目。

益将村四面环山，生态环境优美，竹海四季飘香，其

山、水、林、地在发展乡村旅游方面都是不可多得的

生态自然资源。

（三）贫困人口

益将村幅员面积约１２ｋｍ２，辖９个村民小组、
１８个自然村，共４１６户１５６３人，其中２０１４年建档
立卡贫困户１８５户３４４人。自扶贫工作队驻村以
后１００％入户调查，经公示、反馈、讨论，最后确定
８４户２０２人为精准扶贫对象，并按照“一户一卡、
一户一策”的标准建立了《益将村贫困户精准帮扶

档案记录卡》。通过对致贫原因进行分析，发现有

低保户２１户，老年户１４户，家中有成员患慢性病
或大病的５５户，家中有残疾人员的１１户，家中完
全无劳动力的３５户，有劳动力但无致富门路的３９
户，居住地偏远的１户。由此可看出，益将村贫困
人口基数较大，对发展乡村旅游存在一定的限制。

（四）产业资源

益将村耕地面积约为６０ｈｍ２（可用耕地约４０
ｈｍ２），山林面积约为７２０ｈｍ２；主要粮食作物为水
稻，经济作物以杉木和紫玉淮山为主、楠竹为辅；林

业以生态林、商品林为主，有小规模的苗木种植；畜

牧业以生猪、散养小家禽为主，有初具规模的养猪

场一个（年出栏牲猪２０００余头），有以养蛇为主的
养殖场一家；第三产业有一个来料初加工的电子

厂，现因来料不足已停产，有１８家个体经营户，以
餐饮和南杂零售为主。益将村具有较显著的交通

区位优势及生态优势，但没有形成产业优势。群众

主要以传统种植、养殖业为主，主要以家庭为单位，

产量较低，无法建成产业化企业。益将村发展乡村

旅游亟需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

　　二　益将村发展乡村旅游的制约因素

（一）历史文化底蕴缺失

益将村缺乏历史名人、革命前辈、红色遗址等

红色文化资源。在村庄建筑方面，村民住房超过

７０％为新建住房，缺乏文化底蕴。时间较长的房屋
也因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处于空心村状态。总的

来说，益将村保留传统民居特色的意识与行为不

强，村庄缺乏历史文化底蕴，从文化角度发展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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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不太现实。

（二）基础设施薄弱

水利条件：益将河自西向东流入赣江，上游河

道已于２０１４年得到清理整饬，用于农田灌溉、生态
养殖尚且充足；但人畜饮水设施因年久失修、管道

老化、水源枯竭、人口增加等原因，已无法正常供

水，水量小，水压低（无法上二楼），水质差（下雨天

水浑浊）。在建设民宿、客栈供水方面存在很大困

难，将直接影响旅游的接待人数。

道路交通状况：益将村原有通到各组的公路，

但规划不科学，路面较窄，会车困难，且道路两侧缺

少绿化，部分路面还没有硬化。如发展乡村旅游，

人车流量将增加，届时无法保证交通安全。

环境卫生：益将村是集益乡赶集的聚集地，也

是居住人口最多的区域。道路两侧土堆、垃圾较

多，缺少分类垃圾桶、垃圾池、公厕、车用垃圾箱等，

环卫工人较少而无法胜任清理工作，环境卫生状况

较差。污水排放主要为分散排放、自然净化，没有

雨污排放系统。生活燃料以柴草为主，却没有专门

堆放柴草的空间。

发展乡村旅游不仅需要旅游地景观致胜，村容

村貌也会影响游客的旅游选择，配套服务设施如医

院、银行、食品店也应齐全，因此，应对其进行整体

旅游规划，以有效促进乡村旅游的有序发展。

（三）专业旅游人才缺乏

益将村村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绝大部分村

民在家耕作农田、经营林木或者外出打工。外出务

工人员以年轻人居多，技术人才的流失增大了发展

乡村旅游的难度。老年人留守在家，在掌握种养殖

技术、发展农家乐、做好管理服务方面都存在较大

困难。有意向参与乡村旅游的村民对具体的政策

了解不够，抗风险能力较低，且顾虑重重，处于观望

状态，或者只注重眼前利益而无大局观念，对于如

何发展、怎么做，思路不够明确。因此，培养一批有

能力的专业旅游人才迫在眉睫。

　　三　益将村发展乡村旅游的帮扶策略和开发
模式

　　（一）精准帮扶策略
湘南学院党委积极落实省扶贫办的工作要求，

制定了《集益乡益将村三年帮扶规划》，因此，本研

究也按照三年规划阶段提出精准帮扶策略。

第一阶段（２０１５年４月至年底）：前期对益将

村进行精准调查摸底，包括区位交通、人口资源、

产业资源、旅游优势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等。

后期选择开发合适的旅游产业，制定详细的产业

发展规划，向省委扶贫队申请行政扶贫资金、产业

扶贫资金和对口单位的扶贫资金；同时推进农村

电网升级改造、司背组空心村改造、水利建设、人

畜安全饮水建设、道路建设、环境整治、村庄绿化

美化等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乡村旅游

奠定基础。

第二阶段（２０１６年初至年底）：加大贫困人口
的技能培训，转变观念，增强贫困人口自身的可持

续发展能力。通过培训提高贫困村民的脱贫致富

意识，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改变其生产、生活方

式，让其接受和适应现代生活方式，以便于在引入

旅游投资企业时，村民能更好更快地融入经营活动

中。［４］推荐思想较开放、有经商经验的村民前往外

地学习，学习其他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经验，并对

接相关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好项目洽谈落地工

作。启动实施益将河滩综合开发产业发展探索等

项目，如建设生态流水鱼塘、垂钓休闲鱼塘及莲藕

种植等，鱼塘周边开辟水果园、蔬菜园、观赏苗木园

等，以发展旅游生态农庄。

第三阶段（２０１７年初至今后）：乡村旅游项目
逐步实施，并进入宣传阶段。首先，建立农产品销

售电商平台，积极推进特色农产品网上销售平台建

设，促进农产品增值增收。其次，利用新闻媒体，大

力宣传各项惠民政策，激发群众劳动创业、增收致

富的活力，通过媒体舆论的力量，争取外界的帮助

和支持。最后，作为益将村的对口帮扶点，湘南学

院全院师生可利用“互联网＋”，以网页的形式对外
宣传益将村作为乡村旅游试点村的变化，同时借助

热水镇温泉旅游区的影响，吸引更多的湘、粤、赣周

边游客到此休闲旅游。

（二）旅游开发模式

１．理论基础
乡村旅游本身具有较强的学科综合性，其理论

支撑也具有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特征，根据益将

村的实际状况，其发展乡村旅游可以社区参与理论

和共生理论为理论依据。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理论是指居民、当地的社区

组织和政府为了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积极参与社区

活动，同时接受必要的管理，进而获得相应的利

益。［５］益将村村民可趁司背组空心村改造之机，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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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景区民宿，借助现有农田景观打造千亩休闲农

业，共同参与乡村旅游的开发、管理以及利益分配

等活动，增强村民的归属感及凝聚力。

共生理论包含三个要素：共生单元、共生环境

和共生模式。［６］从共生理论角度出发，益将村和周

边旅游地作为共生单元，在一定共生环境中，彼此

之间应保持密切联系，并且相互牵制、相互影响，以

某种共生模式共同存在。如利用益将村现有区位

优势，将旅游开发与热水温泉景区和九龙江森林公

园形成利益共生的综合体，各取所需，共同发展。

２．旅游开发模式
根据对湘南地区乡村旅游模式的调研和益将

村旅游发展所依据的理论基础，益将村可以尝试开

发以下三种类型的旅游开发模式。

（１）农家乐模式
农家乐模式是湘南地区当前采用的主要乡村

旅游模式，其投资低、见效快。郴州市小埠村依靠

古村落发展的农家乐和三合村依靠古河流、古树、

古建筑发展的农家乐都较有特色，但益将村没有传

统文化元素底蕴；因此，可设置休闲接待型、花果观

赏型、景区民宿型、美食购物型等农家乐模式。如

依托拟规划的清水鱼鱼塘，给游客提供休闲垂钓场

所和美食购物场所，开发休闲旅游模式。

（２）休闲农业模式
休闲农业是以农事活动为基础，以农业生产经

营为特色，利用农业景观和农村自然环境，吸引游

客前来体验、休闲的农业生产经营形态。它对于调

整农村产业结构、拓展农业产业链、促进农民就业

有着重要作用。［７］严格来说，休闲农业模式也属于

农家乐模式的一种。益将村有劳动力无致富门路

的３５户贫困户，可以与阮家组村民合作，以现有紫
玉淮山种植为基础，组建淮山种植专业合作社。同

时，带动集益乡已形成的板栗、荸荠、无公害瓜菜三

大农产品和土纸原材、香菇、冬笋、笋干四大林产品

种植，再结合中药材、莲藕、花卉等生态种植，以花

卉观赏、瓜果采摘、农产品购物等农事体验为支点，

打造千亩田园休闲农业。在此基础上，形成集生

产、加工、体验、销售于一体的休闲农业模式。

（３）景区带动模式
２００６年对益将乡政府工作人员的问卷调查显

示，被调查者１００％支持乡村旅游开发。支持者认
为益将村“与热水温泉旅游区、东江湖、井冈山旅游

区相邻，可组成旅游路线”，“是进入热水景区的必

经之路，位于高速公路出口，交通便利”，“林业资源

丰富，风景优美”。［８］因此，可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

和生态资源，利用热水温泉景区、九龙江国家森林

公园的知名度和游客市场，并吸纳当地村民参与到

本村旅游开发建设、经营、管理中，对有能力经营管

理的农户实行政策倾斜，同时加强村民技能素养培

训，提升益将村乡村旅游的品质和知名度。

　　四　专项规划设计

结合汝城县委、县政府“建设一城三地，推动绿

色崛起”的战略部署，将益将这块宝地打造成现代

田园休闲慢生活区，依托热水温泉景区、九龙江国

家森林公园、两江口水库湿地等优势旅游资源，发

展现代田园休闲业和旅游服务业，建立健全村域经

济内生发展机制，实现富民强村。

（一）清水鱼鱼塘规划

清水鱼鱼塘选在益将河河滩较平坦的位置，面

积约６．６７ｈｍ２。植被茂盛，绿树成荫，河对岸是益
将国有林场，有约３３３．３３ｈｍ２的原始森林，生态环
境优美。项目以自然生态手法规划设计，形成集清

水鱼生态养殖、绿色果蔬种植、旅游观光娱乐、会议

商务、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示范观光园和

天然氧吧。由于益将村离热水温泉景区较近，且是

必经之路，再加上温泉景区目前还缺少垂钓场所，

娱乐活动较单一，因此清水鱼鱼塘规划为一些热爱

垂钓的温泉景区游客提供了绝佳的选择。

益将村清水鱼鱼塘初步规划如图 １（图片来
源：作者绘制）所示。

图１　益将村清水鱼鱼塘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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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鱼鱼塘的建设内容与规模分配如下：

１）建设标准化流水坑塘１０个，面积共０３３ｈｍ２；
２）建设自然生态、立体混养、休闲垂钓鱼塘２

个，面积共１．３３ｈｍ２；
３）种植生态鱼草４ｈｍ２；
４）修建竹木生态农庄３００ｍ２；
５）修建非机动车道兼防洪堤５００ｍ；
６）修建生态园管理、办公场所共１００ｍ２。
清水鱼鱼塘建设分阶段完成，初期培育鱼苗，

逐步优化养鱼品种，等鱼塘形成规模以后，根据市

场需求，增加高营养甲鱼、石斑鱼等养殖项目，吸引

高端消费者。同时，发展立体化种养，充分利用河

道养鸭，在下山林地发展生态养鸡、养蛇等项目，鱼

塘周边开辟水果园、蔬菜园、观赏苗木园等，在生态

养殖的同时，发展休闲垂钓、生态农庄、旅游驿站等

休闲产业，实现生态低成本发展。

（二）司背组空心村改造规划

益将村司背组的居民住房大多是１９４９年前建
造的，２０１５年调研时只有９家较困难的家庭居住，
属于典型的空心村。其中司背组何氏家祠保存得

较完好，具有湘南古民居特色，尚具有旅游观赏价

值。拟成立益将村司背老屋空心村改造理事会，计

划拆除危房９６间，平整土地，制定规划。
村落规划：将司背组和阮家组村民住房集中规

划，中间以道路隔开，保留原有老树。保留原有新

建建筑及水塘，保留原有何氏家祠并进行修缮。规

划休闲广场、老年公寓和美食购物商铺。司背组村

庄规划如图２（图片来源：作者绘制）所示。部分建
筑建成景区民宿、客栈，为本村休闲垂钓的游客及

温泉度假景区的游客提供服务。司背组新建建筑

拟采用白墙青瓦的整体风格，建成２～３层楼房样
式，一楼设后庭院用以绿化，也可以饲养家禽；一楼

设会客厅、农具储物间，二楼、三楼用以居住。司背

组建筑设计效果如图３（图片来源：湘南学院ＨＢ工
作室绘制）所示。部分农家可开办农家乐，作为游

客体验农事活动的场所。

道路提质改造：考虑到益将村距离高速公路

较近，发展乡村旅游将增设大量车辆，故将原有小

路建成６ｍ宽，通组公路１ｋｍ，将司背新村、阮家
组、黄家组、傅家组连接起来，并进行绿化、亮化，

安装太阳能路灯。新建道路与热水温泉旅游区、

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两江口水库湿地组成旅游

路线。

图２　司背组村庄规划

图３　司背组建筑设计效果图

环境整治：“统筹安排，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乡

村人居环境，将专项治理与长效管理、恢复重建与

发展提升、改善环境与提升素质有机结合起来，推

动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走向规范化、常态化。［９］作为

４Ａ级景区的汝城热水温泉景区，其村庄环境卫生
还远远不达标。因此，益将村发展乡村旅游必须汲

取教训，加强整治，具体包括清理街道垃圾、土堆，

新建垃圾池，建造公厕等。

益将村的乡村旅游规划还在进行中，要彻底使

益将村脱贫、脱困还任重道远。总的来说，首先要

转变贫困居民的脱贫致富观念，思想上的贫困才是

真正的贫困。其次，应加强对贫困 （下转第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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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如开放、自由、团队、创新、实践、参与、体验等

精神，这些精神如果得到有效的传播，不仅会提升

动漫社团的文化品质，也会有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所以政府文

化部门可以通过与学校合作，派遣思想政治教师到

动漫社团中来，加强对动漫社团文化的督导，引导

社团成员关注正面文化。与此同时，政府和学校应

该在尊重社团独立性的前提下，出台相关文化管理

规定，要求动漫社团的活动必须符合校园文化要

求，剔除动漫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传播高尚的品质

情操、积极的生活态度，让动漫社团成为“隐形德育

的载体”。［５］

过去，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高校是圣洁的象牙

塔，是专属学术的圣地，所以一直以来，那些商业性

产业都不主动去和高校建立联系。不过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产业已经意识到吸收高校力量的重要性，

纷纷发起进校园的活动，例如音乐产业在高校设立

歌手选秀赛场，体育产业加强了足球、拳击等项目

在高校的建设。动漫产业也应该意识到高校力量

对于产业的潜在助力，积极主动地融纳以高校动漫

社团为代表的高校动漫力量。一方面，动漫产业应

当吸收高校动漫社团之中现成的动漫资源，如人才

资源、团队资源、项目资源等；另一方面，本着互助

发展的原则，动漫产业也应当加大对高校动漫社团

的扶持力度和指导力度，帮助高校动漫社团进一步

发展壮大，如此，也能反过来促进动漫产业自身的

发展，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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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５２页）居民的技能培训，以满足清水鱼鱼
塘、生态农庄、休闲农业等建设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实现村民共同参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局面。最后，

只有依托益将村良好的山水环境，同时符合现代审

美和生活需求，塑造独具特色、个性鲜明的旅游乡

村风貌，才能使贫困村的旅游开发得到可持续

发展。

参考文献：

［１］龙永华．精准扶贫视域下湘西州农业产业扶贫模式创
新研究［Ｄ］．吉首：吉首大学，２０１５：２．

［２］马斌斌，鲁小波．基于精准扶贫视角的海棠山乡村旅游
研究［Ｊ］．辽宁农业科学，２０１６（２）：３０．

［３］佚　名．益将乡［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５－２０］．ｈｔｔｐｓ：／／
ｂａｉｋｅ．ｓｏ．ｃｏｍ／ｄｏｃ／２１１７９９８－２２４０９１９．ｈｔｍｌ．

［４］张春美，黄红娣，曾　一．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运行机制、

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Ｊ］．农林经济管理学报，２０１６，１５
（６）：６３０．

［５］查爱欢．乡村旅游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及影响机
制研究［Ｄ］．苏州：苏州大学，２０１５：１５．

［６］杜瑞宏．基于区域整合视角下的山区乡村旅游规划研
究［Ｄ］．武汉：华中科技大学，２０１３：３７．

［７］叶　俊．基于社区参与的大别山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
究［Ｊ］．湖北农业科学，２０１５，５４（７）：１７６８．

［８］付淑礼，彭耀根．贫困地区政府官员对乡村旅游的认知
特征研究：以汝城县益将乡为例［Ｊ］．湘南学院学报，
２００６，２７（６）：９０．

［９］彭　丰．精准扶贫背景下的美丽乡村村域规划研究：以
四川省马桑村为例［Ｄ］．重庆：重庆大学，２０１６：３０．

责任编辑：徐海燕

８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