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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以特色资源为发展依托 特色是旅游产品的生命，只有不断创造特色旅游产品，才
能保证旅游发展长盛不衰；特色是旅游产品的核心，只有拥有一定量的特色旅游产品，才能创造、培
育出名牌产品，产生名牌效应；特色是旅游地和旅游地之间鲜明区别的主要标志。
旅游业的发展是以旅游资源为前提的，ST－EP战略的实施也必须以特有的资源为依托。
贫困地区把旅游产业作为重要产业来发展，就必须了解当地是否具有特色旅游资源，能否开发出在市
场上具有垄断地位的旅游产品。
我国贫困地区大都是山区与高原，尤其是各省、市、县分界的山区地段，长期处于农耕经济状态。
这些地段往往是山脊线与分水岭、河流分布区域，大多是原始大自然风貌。
贫困地区特有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为旅游开发提供了可能性，原先的经济劣势就成为旅游业发展的
优势，使这些贫困地区成为开发回归大自然旅游资源的热点区域。
 旅游扶贫开发，就是发挥、挖掘和创造当地旅游资源优势，形成一系列独具魅力和个性的旅游产品，
才能确保当地旅游产业的稳步发展，并具有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龙头作用。
京山绿林寨的草鞋就是最好的证明。
瞿家湾的生态农业旅游、黄牛岩的自然生态旅游、洈水的水上旅游、绿林的漂流旅游等都是依托特色
资源开发出的适合现代都市人口味的特色旅游产品而取得成功的范例。
 4.以龙头企业为发展引擎 旅游投资商是社区生态旅游的资金或技术的投资者，是参与收益分配和旅游
管理的重要相关者。
洪湖市瞿家湾曾经是湖北省6个插花贫困乡镇之一，当时人均纯收入不足600元。
1995年以来，瞿家湾依托蓝田公司开发洪湖旅游资源，走“公司十基地十农户”的路子，大力发展生
态农业和生态旅游。
汉沙渔场紧靠洪湖，地势低洼，五年两水，生产条件差，渔民生活相当艰苦，是典型的贫困村。
1996年，蓝田公司接管渔场后投资近9000万元改造鱼池、恢复植被，建成洪湖蓝田生态园、鸳鸯湖大
酒店，汉沙渔场的渔民全部成了蓝田公司的职员，大部分渔民转向从事旅游服务业。
瞿家湾镇明清建筑一条街内原居住着100多户居民，由于年久失修，文物破毁严重。
1999年，当地政府支持蓝田公司投资2500万元，将古建筑中的居民全部迁出，对文物进行整体保护和
维修，并陈列传统工具。
老街的居民开展传统的手工艺项目，指导游客参与民俗活动，过去传统的农民成为从事经营的“旅游
人”。
现在全镇从事旅游的个体户300多户，3000多人。
到2000年，全镇人均纯收入2150元，瞿家湾镇一跃成为全省“旅游明星乡镇”。
 5.以当地居民为主体 实施ST－EP战略的目标是使当地居民脱贫致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让当地居
民参与旅游活动，成为旅游业发展的主力军。
大别山家庭旅馆业十分红火。
家庭旅馆多为农民和林业工人的空闲房屋改成，生活设施齐全，服务周到，价格便宜，还给客人提供
特色餐饮、洗衣、导游、购物等服务，很受游客欢迎。
每到旅游旺季，家家旅馆爆满，农户收入十分可观。
如天堂寨一户农家旅馆年收入达10万元，接待游客达1000人次。
 农民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旅游业。
如在旅游季节从事抬轿、划船、骑马、表演等旅游服务项目，进行土特产品和旅游纪念品的加工销售
，发展旅游观光农业，以及开展庭院休闲、餐饮、民俗表演、田园观光和劳动等为内容的“农家乐”
。
洪湖市瞿家湾的“公司十基地十农户”模式、神农架木鱼镇与罗田的家庭旅馆模式都充分说明了当地
居民直接或间接参与旅游业活动是切实可行的。
旅游扶贫为当地的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就是为他们脱贫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例如，松滋洈水风景区1.6万居民中，有2500人直接从事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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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阳高家堰镇从1995年开始进行旅游扶贫，到2000年全镇由1994年的人均689元上升为2800元，90%的
人口实现了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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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湖北贫困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ST-EP)研究》读者对象是旅游工作者、各级政府官员、广大学者
、社会各界关注旅游和关注贫困人口的人士等。
《湖北贫困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ST-EP)研究》为贫困地区的旅游开发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以
及可操作的方案和路径，对科学地进行贫困地区旅游开发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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