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绍庆街道阿依河社区村民彭华兵在阿依
河景区旁开了个农家乐，有40个床位。即使
在旅游淡季，周末也能满房。

“我家共有4亩地，光靠务农挣不到好多
钱。2012年，阿依河景区成气候了，我便开
起了农家乐，现在一年能收入20多万元。”彭
华兵告诉记者，靠着开农家乐的收入，他家买
了车，孩子也上了大学，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
好。

经过近10年的打造，阿依河景区如今已
成为彭水旅游的“招牌”，当地也形成了一条
完整的吃喝玩乐游产业链条。在这里，游客
可探秘喀斯特溶洞，乘坐竹筏聆听苗族山歌，
徒步领略“一线天”的峡谷风光，体验激流险
滩的漂流，还能在旅游小镇品苗家美味、看篝

火晚会、采摘生态瓜果，感受苗族风情。今年
1至10月，阿依河景区已接待游客近百万人
次，门票收入2578.65万元。

旅游对当地脱贫带动作用明显：阿依河
景区直接解决了当地500多人就业。同时，
景区还建设了165个扶贫摊位、129间扶贫商
铺，免费提供给贫困户经营。还开设了5个
旅游商品扶贫专柜，出售当地腊肉、土鸡、山
菌等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大批游客的到
来，还带动了阿依河景区周边11个镇（街）农
副产品的销售和农家乐的发展，20万群众直
接或间接因旅游受益，5万多人脱贫。

数据显示，2007年，阿依河景区周边及
沿线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不足600元，到2018
年已达到1.3万多元，旅游富民的效益凸显。

依托民族、生态、文化三张名片，彭水县
把旅游业作为全县生态经济发展的第一支柱
产业，以“世界苗乡·养心彭水”为品牌，打造
了阿依河、摩围山、乌江画廊、蚩尤九黎城、郁
山古镇等一批精品景区，以及近30个特色小
镇、特色村寨，以景区带动贫困群众就业创
业。

距离彭水县城52公里的罗家坨苗寨拥
有原生态的苗族集群部落，具有得天独厚的

旅游优势，但由于交通不便，地处偏远，过去
一直“养在深闺人未识”。

彭水县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模式、统一设
计的原则，对苗寨农房进行了保护性改造。
同时，按照特色村寨保护和发展的要求，完善
苗寨的基础设施，满足游客吃、住、行、购、娱
各方面的要求。如今，罗家坨苗寨已成为远
近闻名的乡村旅游点，还建成了43栋充满民
族风情的苗族特色民居。民居掩映在绿树田
园间，让人宛若置身油画中。

“现在城里人都喜欢到寨子里耍，每天都
要接待好几拨客人。”在当地开农家乐的谢琼
说，罗家坨苗寨发展乡村旅游以来，她靠开农
家乐年收入8万多元，一家人不但脱了贫，还
正在向小康生活迈进。

景区带动 好风景带来好“钱景”

持续不断地开展各类独具特色的文旅
活动，强化品牌营销，是彭水旅游崛起的秘
诀之一。目前，彭水县每年开展各类与旅游
相关的活动逾百项，不少活动在国内外有了
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其中，近年来连续举办的中国乌江苗族
踩花山节、中国彭水水上运动大赛“一节一
赛”，不但将体育赛事与节日庆典、旅游资源
和彭水厚重的历史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充分
展示了彭水神秘独特的自然风光、悠久灿烂
的历史文化和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还打造

出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摩托艇联赛、国
际艺术滑水比赛和阿依河国际漂流赛等体
育赛事品牌。

作为“一节一赛”的重头戏之一，今年，
中国乌江苗族踩花山节已举办到了第九
届。从7月踩花山节开幕到年底，彭水还相
继举行了相亲会、庙会、自行车赛、亲子户外
运动挑战赛等10余项精彩纷呈的活动，通过

活动全力推介阿依河、蚩尤九黎城、乌江画
廊、摩围山等当地重点旅游景区，不断提高

“世界苗乡·养心彭水”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

依托“一节一赛”，当地乡村旅游顺势崛
起。今年7月，在毗邻摩围山景区的润溪乡
樱桃井村黄地峡，一场“共享农场认领”活动
在许多人的朋友圈里刷了屏。黄地峡共享

农场拿出124块土地供市民认领，市民认领
土地后，不但可种植、收获、品尝高山蔬菜，
还能享受恬静的慢生活。

紧紧围绕“一节一赛”旅游发展策略，润
溪乡加快完善设施场地，举办共享农庄丰收
采摘体验、学生团队劳动教育体验、徒步丛
林穿越、环池自行车竞技、休闲垂钓体验、巧
媳妇刀工比赛、乡村美食展、太极健身、露营
纳凉等系列文化活动，如今已成为集休闲度
假、康养健身、农耕体验、避暑纳凉、民宿旅
游于一体的乡村旅游胜地。

品牌营销 “一节一赛”提升景区影响力

“彭水发展全域旅游，根本目的在于增
加群众收入，助力脱贫攻坚。”彭水县文旅委
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彭水通过旅游，直接带
动了3.2万多人实现就业，还带动了贫困户
增收。

过去的润溪乡樱桃井村是贫困村，也是
典型的“空壳村”，但村里的黄地峡景色优
美，气候凉爽，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0多度。
2016年，润溪乡依托黄地峡的自然风光，引
进社会资本打造民宿乡村旅游产业——巴
渝民宿，对村民房屋进行合规新建改造，统
一规划村容村貌，建成市级巴渝民宿示范
点。

今年 58岁的邓应奉自小生活在黄地
峡，过去，他和老伴守着一亩三分地，种点玉

米、蔬菜过活。当地发展巴渝民宿后，邓应
奉的房子由重庆巴渝民宿公司统一改建、统
一配置，利润由公司和邓应奉按照2:8分
红。就这样，老邓没花一分钱，不仅住上了
新房子，还当起了老板。

“游客也由公司统一安排。我们不担心
没得游客，只要管好房间卫生，做好伙食就
可以了。做起来还是轻松，在屋头一年就能
赚三四万块钱。”邓应奉说，连民宿房间内的
洗漱用品、拖鞋、电视都是公司统一提供。

按照“巴渝民宿公司+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户”的模式，樱桃井既发展壮大了村集体

经济，又帮助群众找到了一条稳定增收的致
富道路，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打
下了基础。

在彭水县靛水街道火石社区，49岁的魏
江华对当地发展旅游带来的变化有着深切
的体会。

因为没有固定收入来源，还要供养3个孩
子读书，魏江华曾欠下一身债。后来，彭水九
黎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黎公
司”）对口帮扶火石社区，公司结合当地民族
特色旅游，对游客购买旅游商品种类和数量
进行调查分析后，建议魏江华生产具有当地

特色的米粉。2017年，在九黎公司的帮助下，
魏江华购置了米粉加工设备搞起了米粉加
工，现在日产米粉300多公斤，大部分都通过
九黎公司对外销售，每天纯利润近500元。“欠
的债都还清了，大儿子去年大学毕业后在重
庆安了家。”魏江华说。

彭水县委书记钱建超介绍，近年来，彭
水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生态经济，从“品
牌建设、活动助推、全域建设、彭水特色”着
手，坚持走文旅融合型高质量发展路子，在
提升绿水青山颜值中做大金山银山价值。
2012年到2019年，全县接待游客量从340
万人次增加到302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从
10亿元提高到150多亿元，两次被评为全国
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

“旅游+扶贫” 贫困群众吃上旅游饭

彭水旅游悄然彭水旅游悄然

11万人
全县 115个贫困村全部销号，2万户贫

困户 11万名贫困人口脱贫

3.2万人
通过旅游带动了 3.2万多人实现就

业，7500多户贫困户实现增收

12370元
从2012年到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从 5960 元增至 12370元，增长 1
倍多

150多亿元
全县接待游客量从2012年的340万人

次增加到 2019 年的 3028万人次，旅游综
合收入从10亿元提高到 150多亿元

100%
30万农村群众饮水安全问题得到解

决，全县行政村通畅率、自然村通达率以及
脱贫村通客车率、通动力电率、光纤覆盖
率、4G网络覆盖率均达 100%

10%
全县基层首诊率保持在 72%左右，贫

困患者住院自付费比例保持在 10%以内

32.5万人次
2015年至今年9月，累计兑现一次性

医疗补助资金 1.3亿元，基本医疗保险累计
报销支付医疗费用 4.4亿元，落实医疗救
助资金 4926万元，惠及贫困患者 32.5万
人次

数读彭水脱贫攻坚

彭水县汉葭街道，游客在脆红李基地采摘李子。
通讯员 廖唯 摄/视觉重庆

彭水县罗家坨苗寨，游客跳起苗家舞。
通讯员 陈兴盛 摄/视觉重庆

游客驾车行驶在润溪乡樱桃井村。
通讯员 甘勋乐 摄/视觉重庆

资料来源：彭水县政府 制图/丁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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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维灯

“山歌不唱呦，就不开怀
呦！”“娇阿依，磨儿不推不转来
呦！”在秀美的彭水苗族土家族
自治县阿依河峡谷，每天都有山
歌回荡在山间。

10年前，阿依河不过是武
陵山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穷山
沟；10年后的今天，阿依河已成
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10年前，彭水这个国家级
贫困县旅游景区建设几乎是空
白；10年后，阿依河、乌江画廊、
蚩尤九黎城、摩围山等旅游景区
已成为彭水的新名片。

游客纷至沓来。2019年，
彭水县接待游客超过3000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50多亿
元。

曾名不见经传的彭水旅游，
如何在10年间悄然崛起，并实
现“旅游+扶贫”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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