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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红色旅游成为了一种新型的旅游模式。在乡村振兴的机遇下，红色旅游扶贫

成为革命老区精准扶贫的一项有效模式，更是巩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重要载体，有利于将

红色革命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本文选取了湖北省黄冈市杜

皮乡作为调研对象，结合地域红色资源，联系实际情况，分析红色旅游对地方扶贫的影响，并提出可行

性建议，以促进两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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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red tourism has become a new tourism model. Under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21.116091
https://doi.org/10.12677/sd.2021.116091
http://www.hanspub.org


马慧娴 等 
 

 

DOI: 10.12677/sd.2021.116091 752 可持续发展 
 

the opportunit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ed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model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and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consolidating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transforming the advantages of cultural resources of the Red Revolution into eco-
nomic benefits, cultural benefits, social benefits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This paper selected Dupi 
Township of Huanggang City, Hube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mbined with the regional 
red resource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analyzed the impact of red tourism on local poverty allevi-
ation, and put forward feasibl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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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论 

1.1. 研究背景 

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

到解决。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世界经济遭受重大打击，各种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交织的背景下，

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红色旅游是一种特殊而重要的旅游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河南考察时指出“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

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搞活了农村经济，是振兴乡村的好做法。”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的

发展有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红色旅游和扶贫开发有机结合，依托当地历史

文化积淀[1]、优质农副产品、区域特色产业、良好自然环境、独特节庆事件等核心资源，通过政府主导

和社会资本力量的融合，创新红色旅游发展模式，有利于实现人民增收脱贫，促进经济增长，为地区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因此，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红色旅游在乡村经济发展中占比很大，所以

开发红色旅游，实现乡村产业间的可持续发展是本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1.2. 研究意义 

红色旅游是旅游产业的一个新事物，也是乡村扶贫产业的新形态。但是红色旅游对当地产业可持续

发展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且很多实践性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究与思考，因此本次课题具有相应的理论

意义和现实价值。 
发展红色旅游是推动乡村地区产业兴旺的有力抓手。发展红色旅游能为乡村地区带来丰富的人流、

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可以有效整合利用乡村各方面的资源，辐射带动周边各产业链[2]的发展，不断

优化乡村产业结构，进一步带动乡村地区经济的增长。如今，全国各地的红色旅游活动开展得欣欣向荣，

对红色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也响应着国家的号召，然而红色旅游开发取得成绩的背后也存在着些弊端。

因此，本文选取黄冈市杜皮乡代表贫困革命老区，试图从分析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及当地扶贫产业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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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入手，根据红色旅游资源的特殊性，针对全国革命老区，对红色旅游及当地扶贫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提出一些合理化和可行性的建议。 

2. 乡村红色旅游的基本现状 

2.1. 湖北省乡村红色旅游现状及脱贫攻坚取得的成就 

湖北省有很多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形成了以黄冈市大别山红色旅游区、湘鄂西红色旅游系列景区、

武汉市辛亥革命系列景区等多个以区域、系列划分的旅游景点。其中包括 14 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10 处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等。但是乡村红色旅游尚未发展成熟，乡村红色旅游线路也尚未形成。 
然而湖北省的脱贫攻坚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 全面完成“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十三五”期间，湖北省建成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 10359 个，集中安置 25.37 万户 67.47 万人，

集中安置率为 76.5%。目前，80%左右安置区建有扶贫车间或周边有带贫企业，且搬迁人口全部脱贫。 
2) 助力脱贫攻坚的措施 
全省通过税收及发展特色产业等举措助力脱贫。目前，湖北省已形成“三大药谷”、“四座茶山”、

“五条水果带”的“345”产业布局。各类涉农扶贫税收优惠政策也得到充分的发挥。2015 年以来，累

计为各类涉农对象减免税额 208.35 亿元，惠及纳税人 4.59 万户次。 

2.2. 黄冈市杜皮乡红色旅游现状 

2.2.1. 黄冈市杜皮乡的概况 
黄冈市杜皮乡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也是全国第一个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第一个建立抗日武装组织，

第一个建立农民协会组织的地方。因此，杜皮乡的红色遗迹较多且历史悠久。具体的红色遗迹遗址统计

表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Red ruins in Dupi Township statistical table 
表 1. 杜皮乡红色遗迹遗址统计表 

名称 地点 

黄冈革命烈士陵园 杜皮乡村 

红军洞 孙家冲村 

新四军地下交流站 毛家驹 

福利院 孙家冲村 

无名烈士纪念碑 卢家湾 

红二十八军伤员医疗站、卢盛彬烈士故居 卢家湾 

黄冈中心基委 张家湾 

红二十八军驻地、东崎启林学校 细屋山 

鄂东抗日民主县政府 细屋山 

红二十八军机械所 徐家山 

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成立旧址 张家山 

新四军五大队三营驻地 龙王山避暑山庄 

青云塘红色广场 下冲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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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红色遗迹遗址丰富外，杜皮乡也产生了很多的抗战革命者和优秀的抗战群众。据统计，有 5183
人参加过不同革命时期的武装斗争，294 名在册革命烈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孕育了县团级以上领导

68 人。 
杜皮乡由 19 个村落组成，此次我们团队重点走访了孙家冲村和船石冲村这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村子，

下面将详细介绍： 
1) 孙家冲村的现状 
该村以红色文化为中心，结合美丽乡村，依托黄冈革命烈士陵园打造“一园一村”的红色旅游村理

念。并且大力种植以桃树为主，李子树等树种为辅的经济作物。果实为村级经济增收，开花为美化村庄

填色，吸收人气，提升孙家冲村的整体形象。 
此外，该村坚持开展以优秀共产党员、孙家冲村好人等为主要内容的评先活动。表彰鼓励在“急、

难、险、重”工作任务中勇于担当作为的好党员、好干部、好村民、好职工，形成村级荣誉体系。培育

孙家冲村精神，积极推动红色文化示范村建设。 
2) 船石冲村的现状 
该村产业状况以油茶、中药材、花卉苗木种植，黄牛、黑山羊和生猪养殖作为全村主导产业，主要

经济收入来源是种植中药材、油茶、蔬菜和养殖。2015 年引进湖北九森木业有限公司，流转土地 2300
亩，种植油茶 1800 亩，优质特色药材 500 亩，带动贫困户 45 户，每户年平均增收 8000 余元。2020 年

通过采取“市场主体+”的种植模式，发展贫困户种植 73 户，合计种植射干 600 余亩、野菊花 400 余亩，

结合产业奖补政策，户平增收 12,000 余元。 
且该村积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治理机制，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

心作用，实现基层治理与服务群众有机融合、无缝衔接。村党支部积极开展“党员带头建设家乡”先锋

行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带头捐款捐物引导党员为村谋发展，定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激发党员参

与活动、投身建设的热情。 

2.2.2. 对于扶贫产生的积极影响 
1) 脱贫人口影响 

 

 
Figure 1. Year comparison of poor households and poverty-stricken households in Chuanshichong Village 
图 1. 船石冲村贫困户与脱贫户年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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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unjiachong Village poor households and poverty-stricken households year comparison chart 
图 2. 孙家冲村贫困户与脱贫户年对比图 
 

据了解，孙家冲村是 2015 年出列贫困村，船石冲村是 2017 年出列贫困村。从上图 1，图 2 可看出，

两个村贫困户的户数都是逐年下降且最终为 0，而脱贫户的户数都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由此可见，两

个村的脱贫效果非常显著。根据两个重点村落的走访调研分析，杜皮乡依托红色旅游带动了大量经济效

益和增加了人员就业，由此两村显示出上图的脱贫人员逐年递增的趋势，佐证出红色旅游对扶贫人口的

正面积极影响这一观点，即红色旅游促进当地扶贫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船石冲村在 2017 年全村脱贫后就再无返贫人口，孙家冲村在 2018 年后存在返贫人员，但在

2021 年经过村居委会监测以及巩固扶贫成果任务下实现了 0 贫困，这些都是巩固脱贫成果的直接体现。 
2) 扶贫产业发展作用 
设施建设项目：项目主要建设 50 吨射干种植地基，包括连冻大棚 3500 m2、钢结构生产加工车间 400 m2、

新建 100 亩高标准示范基地及机耕路 2 公里；基地铺设管网 150 亩，用于基地灌溉，可带动贫困户基地务

工 25 户，户平年增收 7000 元；村级增收 9.5 万元。 
在养殖业方面：以大户带小户的方式，党员干部勇当先锋的形式，发扬“老黄牛，孺子牛，拓荒牛”

的精神，全村共有养牛大户 3 户，小户 25 户，共计散养黄牛 180 余头，黑山羊 260 余头，生猪 300 余头、

土鸡 1500 余只，贫困户户平可增收 2.8 万余元。 
 

 
Figure 3. The role of the survey population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ed sites in the region 
图 3. 调查人群对本地区红色地点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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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在此次调查中认为本地区红色地点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非常大和很大的人群几乎一样多，

另一部分人认为本地区红色地点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一般，没有人认为本地区红色地点对经济发展的

促进作用很小或没有，可见当地现有的红色旅游发展带动周边经济增长。 
通过设施建设项目和养殖业方面的产业发展状况分析，杜皮乡的党建工作完成的很出色，党员带动

群众，增加凝聚力，增强团结一致的意识，促进了当地产业发展，同时也增加了当地平均收入；其次，

红色旅游带动了经济效益，而这些经济效益作用于当地特色扶贫产业中，比如孙家冲村的黄大茶基地及

船石冲村的中药材基地，红色旅游和当地扶贫产业协调发展。 

3. 红色旅游与地方扶贫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3.1. 相对贫困问题及防止返贫问题较大 

杜皮乡 2018 年实现全村脱贫摘帽，2020 年实现贫困人口清零。如表 2 所示，从 2014 年至 2020 年

底，杜皮乡已累计脱贫 2294 户、累计脱贫 7372 人。截止目前 2021 年 2293 户 7343 人(经过历年动态调

整后)全部脱贫，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的 38%结零。 
 
Table 2. Number of households and population out of poverty in Dupi Township, 2016~2020 
表 2. 2016~2020 年杜皮乡脱贫户和脱贫人口数量统计 

年份 脱贫户(户) 脱贫人数(人) 

2014 年 200 790 

2015 年 763 2882 

2016 年 544 2003 

2017 年 167 423 

2018 年 609 1241 

2019 年 4 10 

2020 年 7 23 

 
虽然杜皮乡已全部脱贫，贫困群众的整体家庭条件得以提高，其中孙家冲村和船石冲村的巩固脱贫

成果尤为显著。但其他村仍存在着问题，部分贫困群众的家庭抗风险能力依然较弱，当家庭出现巨大变

故时，贫困家庭就可能会因此返贫。贫困户返贫的风险[3]主要有以下几点：因灾。如果贫困户家庭突然

遭受重大车祸、房屋火灾、重大财产损失、家庭主要劳动力去世、疫情等重大变故时，在物质上不仅会

造成贫困户的财产损失，同时也会增加家庭成员的心理负担，影响家庭正常的生产生活，导致贫困户无

法面对，从而返贫。 
且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现行标准的贫困户要全部脱贫，需要严格对标“两不愁三保障” 

[4]，精准聚焦边缘贫困户(即相对贫困人口)，持续监测返贫风险户，因户因人落实补短措施，确保脱贫

路上不落一户一人，这也意味着杜皮乡以红色旅游扶贫为代表的产业扶贫模式将面临较大压力。 

3.2. 经济和交通发展程度制约扶贫效果 

杜皮乡红色革命遗迹遗址及纪念设施资源丰富，遍布全乡 19 个行政村。其中，最多的孙家冲村有

11 处，最少的村仅有 1 处。但是各个村红色旅游扶贫的发展效益并不均衡，且艰难的交通条件使得当地

旅游产业受限。据统计数据显示，经济较为发达的孙家冲村，红色旅游扶贫效益较为明显，而经济欠发

达、交通不便利的其他村庄，红色旅游扶贫的带动发展作用则略弱。例如，位于杜皮乡北部山区的罗家

https://doi.org/10.12677/sd.2021.116091


马慧娴 等 
 

 

DOI: 10.12677/sd.2021.116091 757 可持续发展 
 

山村就少有游客来参观学习，其红色遗址几乎变成断壁残垣。 
且通过调查如下图所示，杜皮乡经济的发展大多都是以当地的支柱产业所带动，其红色旅游景点、

扶贫产业的带动相对较少，其原因主要有： 
1) 红色旅游宣传力度不足 
由于缺乏专业的宣传知识，杜皮乡相关经营者在主动吸引游客方面都没有什么作为，被动的等待游

客的选择，这对于乡村旅游目的地形成稳定持续的客源极其不利。 
2) 红色旅游知名度不够，没有特色品牌 
目前，杜皮乡的农产品品种，包括茶叶、香菇、中草药等尚未建立自主品牌。茶叶由于缺乏品牌，

市场知名度不高，市场范围较窄，产品收益不高。 
3) 缺乏规模经济管理 
从统计数据可知(图 4)，杜皮乡受访者对黄冈杜皮乡经济发展因素观点有所不同。认为当地支柱产业，

当地扶贫产业、当地红色旅游景点的带动，政府红色党建促进群众凝聚力，其它是近几年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原因的人数分别占总受访人数的 10%，30.33%，30.66%，30%，9%。总的来看，杜皮乡近几年人们生活水

平提高原因中当地扶贫产业，当地红色旅游景点的带动，政府红色党建促进群众凝聚力受到乡民广泛认同。 
 

 
Figure 4. 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actors in Dupi Township, Huanggang 
图 4. 黄冈杜皮乡经济发展因素的分析图 
 

但是红色资源与当地经济的发展没有形成有效的产业链、产业集群和产业规模。杜皮乡拥有丰富的

红色资源，但是当地红色旅游相关产业较少，如当地扶贫产业特产以及衣、食、住、行，无法形成经济

上相互带动作用。 

3.3. 乡村人口老龄化严重，缺少人才及劳动力 

经过走访得知，杜皮乡在乡留守人员平均年龄达到了 60 岁左右，青壮年居民外出务工居多，产业没

有足够的青年人提供劳动力。而留守的村民由于接受新事物和参与能力较弱，且产业管理缺乏科学系统

的发展理论支撑以及专业化的管理人才，使得杜皮乡丰富的红色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3.4. “素质提升”促进农户精神脱贫见效小 

在技能培训方面，由于培训时间较短，村民文化水平低，对培训内容接受能力弱，在调研中发现其

听不懂、容易忘的情况较为常见，实践中仍无法尝试使用新技术。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树立典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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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评比等方式营造了舆论氛围，但对每次评比过后根据结果如何解决问题鲜有提及。在宣传普法方面，

村民的法治观念得到了增强，但运用法治方式解决处理问题还比较欠缺，在遇到纠纷冲突时缺乏寻求法

律保护的主动性。 

4. 深度开发红色旅游，促进杜皮乡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策略 

4.1. 建设红色旅游扶贫综合体，发挥政策叠加效益 

利用杜皮乡丰富的红色革命文化资源，带动周边红色扶贫产业发展和促进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根据

此次参与调查的人群中(图 5)，大部分人认为本地区红色旅游与扶贫产业之间的联系较大，认为本地区红

色旅游与扶贫产业之间的联系非常好的人数与认为联系作用一般的人数基本相当，没有人认为联系作用

较小。杜皮乡以红色旅游扶贫作为全域旅游的重要抓手和主攻方向，将散落在杜皮乡的红色革命文化资

源进行规划和整合，并将其全部纳人全域旅游发展格局。红色旅游与扶贫产业之间相互带动，齐头并进。

同时杜皮乡的“红色杜皮 + 绿色发展” [5]模式，农旅结合为助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提供

了可供借鉴和参考的模式。 
 

 
Figure 5. Survey population’s association between red tourism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dustries 
图 5. 调查人群对红色旅游与扶贫产业之间联系作用 

 

综合发挥多种政策(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叠加的多重效益(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社会效益、生

态效益)，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坚持预防性措施和事后帮扶相结合。不仅可以让相

对贫困群众享受“政策溢出”效应，而且有利于实现贫困群众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脱贫，有效防止返贫。 

4.2. 构建全域旅游格局，以红色旅游扶贫助推大扶贫 

以红色旅游扶贫作为全域旅游的重要抓手和主攻方向，将散落在杜皮乡的红色革命文化资源进行规

划和整合，并将其全部纳人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当地政府应对发展红色旅游扶贫的用地、用电、税费等

给予优惠政策支持，为红色旅游扶贫提供一个优良的发展环境。 
结合当地的实际条件完善景观设施，并做好配套服务，不断强化地区红色资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游客接

待服务能力，全力开发杜皮乡红色旅游特色产品。在已有的抖音、微信公众号中定期推送杜皮乡红色旅游文

化内容，通过深化与网络平台的合作来拓宽红色旅游资源的宣传渠道，使其受到更多人们的了解和认可。 

4.3. “引”人返乡，加强人才引进培养 

一方面，需要在政策上吸引部分脱域外流的“精英”人员和大量年富力壮的中青年返乡创业就业。

其政策逻辑在于少部分“精英”人才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家乡的乡愁更加浓郁，具有返乡创业的主观意愿。

https://doi.org/10.12677/sd.2021.116091


马慧娴 等 
 

 

DOI: 10.12677/sd.2021.116091 759 可持续发展 
 

而乡村创业需要有足够的人力资源供给，因此通过吸引中青年劳动力返乡并对其进行相关职业技能培训，

能够为创业项目提供人力资源储备，也使更多劳动力能够就地就业。另一方面，需要在创业基础设施建

设上尽快补齐短板。尤其要加快推进民族山区乡村道路硬化工程和电网改造升级工程，提升道路质量与

供给服务能力，加强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5G 网络广泛覆盖，建立服务便捷的网络服务体系，

为吸引更多人员返乡，发展多种产业业态打下基础。 

4.4. 优化“素质提升”实现精神脱贫 

优化“素质提升”形式与内容，有效促进农户精神脱贫。依托村庄产业开展培训，将培训依托特色

农业和农旅融合等项目开展[6]，如在推进黄大茶产业时，对幼苗剪枝、专用肥的使用、病虫害的防治等

内容进行系统化培训，根据农户生产中实际遇到的问题及时调整培训内容，从而提高农户使用新技术的

积极性和可行性。其次是改善思想道德建设评比活动的开展形式与结果反馈。通过调研发现与集体经济

挂钩的评比形式相比荣誉称号等评选活动，农户参与更具积极性，可为其他地区思想道德建设提供参考。

在评比后，还须对评比结果进行反馈，总结和宣传名次靠前家庭做得好的地方，分析和解决评比落后家

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重点帮扶。最后是完善村庄的法律服务。定期在村庄提供现场法律咨询，免费提供

法律服务，设立法律咨询中心、一站服务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冲突矛盾，为村民提供便捷的法律服务。 

5. 结束语 

随着经济快速的发展，红色旅游这一特殊旅游形态对革命老区经济发展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推动高

质量的红色旅游有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通过走访杜皮乡政府得知，今年首届旅

游节举办成功就是利用红色革命老区宣传及互联网“1 + 3”模式，增加旅游人数及线上观看人数并销售

当地土特产。其次，当地政府党建工作促进旅游节成功举办。因此，乡村红色旅游和当地扶贫产业间是

和谐发展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红色旅游和扶贫产业发展关联不够密切，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及宣传不够

完善。基于以上问题进行实地调研，结合对全国红色革命老区的大环境分析，我们对深度开发红色旅游

和促进杜皮乡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性策略。在整个调研过程中我们对杜皮乡政府及代表村庄进

行实地考察访问，并获得许多红色资源和扶贫产业的有关资料。但就当地产业对红色资源的开发和宣传

促进作用并没有拿到数据，不能进一步深入分析。接下来我们的研究重点是红色旅游和扶贫产业的相互

价值，进一步完善调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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