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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攀西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攀西地区（包括攀枝花市和凉山州）旅游

资源得天独厚、匹配天成。有邛海－泸山、螺髻

山、泸沽湖等 6 个 4A 级景区 ；有西昌卫星发射

基地等多个 3A 级景区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彝族火把节、摩挲人聚居地——泸沽湖等优质的

旅游资源。攀西地区居住有彝族、纳西族、藏

族、傈僳族、苗族、布依族等 43 个民族，民族文

化丰富多彩。 

二、攀西地区是全省乃至全国脱贫攻坚

的主战场 

四川省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攀西大小凉山

彝区、川西北高原藏区、川北秦巴山区、川南乌

蒙山区等四大连片贫困区，其中川南乌蒙山区又

包括了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普格县、布拖县、金阳

县、昭觉县、喜德县、越西县、美姑县、雷波县

共 8 个彝区县。由此可见，攀西地区尤其是大小

凉山彝区是四川省脱贫攻坚的绝对主战场。 

按照凉山州“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2017

年安宁河谷地区 6 县市率先脱贫，提前实现小

康 ；2018 年普格、雷波、甘洛、越西、盐源、喜

德、木里 7 县脱贫摘帽，贫困发生率控制在 4% 以

内 ；2019 年布拖、昭觉、金阳、美姑 4 县脱贫摘

帽，确保到 2020 年全州 50.58 万贫困人口、2072

个贫困村、11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与全国全

省同步实现小康，凉山州脱贫任务紧迫而艰巨。 

现阶段，旅游扶贫已经成为国家扶贫开发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三五”期间，我国计划通

过发展旅游带动 17% 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攀西

地区应抓住国家建设攀西大小凉山彝区和川南乌

蒙山区连片扶贫开发区机遇，通过整体规划、区

域合作、政策扶持等措施，大力开发旅游资源，

挖掘民族旅游元素，形成民族旅游与精准扶贫相

融合的旅游发展新格局，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充分发挥资源的经济效应和扶贫效应，对

推动产业发展生态化，生态经济产业化，促进攀

西民族地区连片扶贫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攀西地区旅游扶贫规划

摘   要 ：攀西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民族众多，是四川省乃至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长期以来，我国

旅游扶贫实践中贫困人口的利益被长期忽视，导致旅游扶贫目标偏离，精准度较低。将攀西地区丰富的旅

游资源与扶贫工作相结合，实现旅游扶贫具有重要意义。在结合攀西地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本文对攀西

地区旅游扶贫做出了合理规划，提出了攀西地区实现旅游扶贫的五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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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攀西地区的地理地貌、旅游资源禀赋

以及贫困人口分布，攀西地区应形成“一体、双

核、三节点、四环”的旅游扶贫空间布局。

“一体”指以京昆高速为纽带，将攀枝花地

区和西昌地区连为一体，纵向贯穿攀西地区，

连接沿线高等级旅游资源，带动区域旅游联动发

展，规划建设安宁河“农文旅”生态阳光走廊。

“双核”指的是攀枝花和西昌这两个核心城

市，要依托攀枝花和西昌良好的交通便利条件，

发挥双核城市的经济辐射作用，担当起游客的输

送、旅游商品的流通、宣传窗口作用。

“三节点”是在旅游中起核心作用的发展节

点，要充分发挥攀西地区西昌卫星发射基地、邛

海—螺髻山、泸沽湖风景区的吸引力，带动周边

区域联动发展。

“四环”是将规划区内主要景区节点和重

要发展区域串联起来的环状旅游线路，是旅游

发展的核心骨架。根据攀西地区的旅游资源分

布，构建 4 条闭合旅游扶贫线路。第 1 条是西

昌—攀枝花—丽江—泸沽湖—西昌的闭合旅游

扶贫线路 ；第 2 条是西昌—普格—宁南—会东—

会 理 — 米 易 — 德 昌 — 西 昌 的 闭 合 旅 游 扶 贫 线

路 ；第 3 条是西昌—昭觉—金阳—雷波—美姑—

越西—冕宁—西昌的闭合旅游扶贫线路 ；第 4

条是攀枝花—盐边—华坪—盐源—攀枝花的闭

合旅游扶贫线路。各旅游扶贫环线的旅游资源

分布如下 ：

上述 4 条旅游扶贫线路基本覆盖了攀西地区

的贫困区域，因此攀西地区旅游扶贫的效果就在

于这 4 条环线周边居民参与旅游的广度和深度。

四、攀西地区旅游扶贫模式

（一）高山移民与旅游扶贫结合

攀西地区海拨高、自然条件恶劣，少数民族

众多，就地实现脱贫致富的难度较大。近年来的

扶贫实践表明，将高山地区的居民整体搬迁到低

海拨地区，不仅有助于他们摆脱贫困，也有助于

生态环境的保护。高山移民将偏远地区的农户向

中心场镇迁移，将分散的农户集中居住，便于居

民参与旅游生产经营活动，为旅游发展提供了丰

富的劳动力资源。同时，有计划地将移民新村打

造成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让高山移民成

为当地旅游开发的生力军。凉山州已重点对居住

在海拔 2500 米以上高寒山区的 30 万贫困群众实

施了易地扶贫搬迁。仅 2017 年，建成新村新寨

570 个、幸福美丽新村 488 个，实施农村危房改

造 2.4 万户，完成易地扶贫搬迁 50097 人，25.88

万贫困群众实现安居梦。

（二）乡村旅游扶贫模式

攀西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文化丰

富多彩。乡村旅游是贫困人口能真正参与及受益

的有效扶贫路径。采取乡村旅游扶贫模式，依托

当地田园风光和民风民俗，充分调动农户的积极

性，开办小型旅游经营实体，打造乡村观光、民

族山寨、养生度假、民族节庆等吸引力强的旅游

产品，让当地民众投身于旅游开发中并实现脱贫。

凉山州具有旅游发展条件并建档立卡的贫

困村共有 170 个。据初步调查，这些贫困村中有

相当一部分的村庄，地势依山傍水、环境清丽秀

美、文化原汁原味，具备发展旅游业的良好条

件。通过发展旅游将带动大量的农村人口脱贫奔

小康，从而实现旅游扶贫目的。

为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村民脱贫增收，凉

旅游扶

贫线路

线路 1

线路 2

线路 3

线路 4

丽江古城、泸沽湖、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螺髻山风景区、米易龙潭、金钟山景区、凯地里

拉景区、会理古城、龙肘山－仙人湖风景名胜区

邛海泸山景区、冕宁灵山旅游景区、昭觉松

涛森林公园、博什瓦黑岩画、雷波马湖、美

姑大风顶自然保护区、文昌帝君诞生遗址、

冕宁彝海

二滩国家森林公园、格萨拉生态旅游区、盐源

公母山、小高花海、攀枝花长江国际漂流基地

旅游资源

国 家 5A、4A、3A

级风景旅游区

国家 4A 级风景旅

游区（3 个）

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2 个）、省级

风景名胜区、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2 个）

资源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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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在普格等 9 个县 72 个村实施了乡村旅游扶贫工

程，重点实施示范项目带动、规划标准引领、基

础环境提升、服务质量提升、乡村旅游产品开发

等 8 大重点任务，大力发展农家乐、休闲农庄，

培育集观光、休闲、体验于一体的休闲农业园

区，通过举办节庆活动培育乡村旅游消费热点。

依据规划，未来几年，凉山将着力发展以

西昌、冕宁、德昌为重点的安宁河谷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产业带，以盐源、木里为重点的民族风

情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带，以会理、冕宁为

重点的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产业带，以雷波、昭

觉、宁南为重点的川滇田园风光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产业带。通过旅游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农民

就业致富。

（三）文化旅游扶贫模式

攀西地区居住有 43 个民族，少数民族文化艺

术多姿多彩。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少数民族创

造了大量优美动人的神话、传说、史诗，音乐、

舞蹈、绘画，以及有价值的科学典籍 ；建造了很

多雄伟壮观、绚丽多彩、富有民族特色的建筑。

在我国目前公布的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

录中，少数民族项目有 515 项，约占项目总数的

42%。因此，要在攀西少数民族聚居地发展民族

文化旅游，利用当地特色的彝族、纳西族、傈僳

族文化，打造民族文化体验产品。要通过音乐、

歌舞、文学、工艺品、节庆活动等各种形式宣传

民族文化，让外来游客感知民族文化，以民族文

化为突破口，以文化力驱动经济力，促进旅游业

的发展，进而实现文化旅游扶贫。

基于贫困人口真正参与旅游开发并受益于旅

游经济的目的，把扶贫攻坚的相关项目与推动

民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结合起来，强化攀

西民族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民族文化及自然遗

产保护传承，以点—轴开发模式，大力发展攀

西地区乡村游、少数民族山寨游，着力扶持民

族文化精品工程，重点发展民族漆器、刺绣、

民族服饰、彝族月琴等民族工业品开发，以民

族史诗和民族歌舞为载体，打造攀枝花迤沙拉

俚濮彝族文化、大凉山彝族文化和泸沽湖摩梭

人母系氏族文化等民族文化旅游品牌，实现民

族文化旅游扶贫。 

（四）特色农业与旅游扶贫结合

攀西地区日照充足，气侯宜人，生态环境优

越，特色农产品丰富，部分农产品耳熟能详，如

凉山苦荞茶、盐源苹果、攀枝花芒果等。攀西地

区围绕特色农业资源基本建成国家重要的战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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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烟叶基地，已建成国家绿色食品标准化原料

马铃薯基地、全省最大的草食畜生产基地、获得

“中国苦荞之都”、“中国蚕丝之都”、“中国桑葚之

乡”等称号，加快建设全国优质高原水果基地、

全国重要的优质花卉基地、全国最大的油橄榄基

地和“1+X”生态产业基地。

农业在攀西地区占有重要地位，凉山州有农

业人口 446 万人，占全州人口的 86%，如何让农

业人口参与到旅游中，分享旅游收益，这对攀西

地区脱贫攻坚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通过特色

农产品带动扶贫已初见成效。“大凉山”特色农

产品声名鹊起，凉山州以统一“大凉山”特色农

产品包装、标识、字体、广告宣传用语“四个统

一”，倾力打造“大凉山”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

全州农产品累计创建中国名牌 1 件、中国驰名商

标 7 件、四川省名牌产品 20 件、四川省著名商标

23 件、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41 个。全州获准

统一使用“大凉山”特色农产品品牌标识和包装

的产品达 1490 个。

此外，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也得到不断发展。

目前全州家庭农场已达 6607 个，农民合作社发展

到 6064 个，合作组织成员达 10.3 万个，带动农

户 39.8 万户。创建国家级示范农民合作社 27 个、

升级示范农民合作社 46 个。全州县市级以上农业

龙头企业发展到 205 家，销售收入突破 200 亿元。

2017 年，新建林业生态产业基地 510.7 万亩、大

棚蔬菜基地 2.7 万亩，推广“青薯 9 号”101.5 万

亩。这些举措为攀西地区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实现旅游扶贫提供了良好契机。

今后，攀西地区要大力发展“农业 + 旅游”

特色产业，农产品要走高端路线，大力发展以清

洁、分级、包装等为重点的采后商品化处理，增

加农产品附加值，继续实施“区域品牌 + 企业品

牌”双品牌战略，以品牌提升产品档次和效益，

利用“互联网 +”模式，实现农特产品的网上销

售，把攀西地区良好的自然生态条件优势变为市

场品牌优势。

（五）生态康养与旅游扶贫结合

攀西地区安宁河谷地带海拔高度为1000～1500m，

属亚热带气候，呈现出南亚热带至北温带的多种热

量条件组合，光热资源十分丰富，年均气温在

14℃～ 21℃，冬暖夏凉、十分宜居。攀西物种资

源十分丰富，各类生物资源在 6000 种以上，森

林覆盖率高达 55% － 60%，空气洁净，负氧离子

含量高。攀西拥有世界级的钒钛磁铁矿藏，而磁

石具有潜阳安神、聪耳明目、纳气平喘等康养价

值。攀西农作物的光能生产潜力和光温生产潜力

为全省之冠，被誉为“天然温室”，拥有粮油、芒

果、枇杷、早春蔬菜、石榴、柑桔、酿酒葡萄、

花卉、中药材、畜牧、水产等特色农产品，且品

质优良。

此外，攀西地区幅员广袤、人口稀疏，民风

淳朴、与人为善、社会安宁，自然与社会和谐共

生，为生态康养构筑了良好的社会生态。2013 年

以来，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

务业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

若干意见》等指导性文件。四川省也将养老服

务、健康服务等康养产业与电子商务、现代物

流、现代金融、科技服务一并明确为全省五大新

兴先导型服务业，制定了相关支持政策。由此可

见，攀西地区是我国生态康养产业发展的适宜地

区，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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