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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东南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以彭水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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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渝东南地区是重庆市唯一集中连片、全国为数不多的土家族和苗族集聚区域，凭借其丰富的自

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成为我国旅游发展的重点区域；渝东南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是重庆市唯一以苗族为

主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对其旅游资源进行分析，挖掘其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可能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对

策和建议，能效促进彭水旅游业的发展，并对渝东南其他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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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东南是中国西部大娄山和武陵山两大山系交汇的盆缘山地，与渝鄂湘黔四省市结合相连，是重庆唯

一集中连片、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土家族和苗族集聚区域，主要包括黔江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酉阳

土家族苗族县、秀山土家族苗族县和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等 ５ 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县，从总体上呈现出老、
少、边、山、穷等特征，但旅游业在这一地区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和比较优势，以秀丽的自然山水、独特的历史

文化、浓郁的民族风情，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热点地区［１］。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不断带动区域

经济水平的提升，渝东南地区如何在此背景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带领下，实现快速的发展值得深入的研究。

１　 彭水县旅游资源特色分析

１．１　 优越的地理位置

彭水地处渝东南腹地，属于武陵山区，居乌江下游，面积 ３ ９０３ ｋｍ２。 全县有苗、土家等 １１ 个少数民族，
是重庆市唯一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自治县。 区位优势明显，３１９ 国道、渝怀铁路、渝湘高速公路和乌江水

域横贯县境，集成了铁路、公路、水运综合交通网络，素有“渝东南门户”之称。
１．２　 丰富的自然资源

彭水县属中亚热带温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因此生物资源比较丰富，种类繁多，一二级保

护植物达到 ７３种，森林覆盖率达 ４５．５％，是重庆市森林资源大县。 另外，珍稀动物资源丰富，国家一、二保护

动物共计 ２０种，以五步蛇为代表的“三有”动物及市级保护动物有 ８３ 种。 另外，彭水可开发水能资源蕴藏

量非常大，达到 ２４０万 ｋｗ，是重庆市唯一的“水利能源基地县”。 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彭水县旅游业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
１．３　 独特的旅游资源

（１） 阿依河景区。 阿依河原名长溪河，发源于贵州省务川县分水乡，向东北蜿蜒而入重庆市彭水县境，



经长旗坝、舟子沱、三江口，最后由万足乡长溪滩处注入乌江，全长 １３ ｋｍ。 景区为“巴渝新十二景”之首，
２００９年获“全国民族文化旅游新兴十大品牌”，是重庆生态旅游新宠。 阿依河历史传统源远流长，民族文化

异彩纷呈，地域风情韵味别致，为旅游开发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竹板桥保留传统的造纸术，传承了蔡伦

造纸工艺，展现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原始魅力，为人类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２） 摩围山景区。 摩围山景区地处重庆彭水县茂云山国家森林公园，属于彭水南部“百里乌江画廊”的

中下段。 区内峰峦叠嶂、峡谷纵横，除有石林、绝壁、天坑、地缝、溶洞等地质奇观外，兼有漫山云雾、日出日

落等天象景观和古树参天、千里碧海等森林景观；同时，景区还具有深厚的历史、宗教文化背景，这使得旅游

资源更具文化底蕴。
（３） 乌江画廊旅游区。 乌江古名黔江，发源于贵州省乌蒙山，流经重庆市的酉阳、彭水、武隆、涪陵汇入

长江，全长 １ ０３６ ｋｍ。 乌江风光迷人，景色秀丽，而最为精彩的部分为彭水高谷至酉阳万木，全长 １２０ ｋｍ，被
誉为＂百里乌江画廊＂ 。 具有石奇、滩险、峰秀的特点。 船行其中，可见峭壁争耸，水碧山青，漕窄湍激，老街

古宅，蓝天白云，仿佛在画中穿行。 奇特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使乌江画廊成为渝东南地区旅游的

一颗明珠。
（４） 郁山古镇景区。 郁山古镇是盐丹文化的发祥地，历史上的渝黔湘鄂政治中心，唐朝南方流放所，被

称为渝东南第一历史文化名镇。 依托悠久的盐丹开发史，演绎巴寡妇清、盐水女神、长孙无忌、黄庭坚等历

史传奇人物的故事，开发盐丹养生系列旅游产品，打造中国盐泉矿物质养生基地，努力建成武陵山区、乌江

流域著名特色的历史文化古镇。
（５） 鞍子苗寨。 鞍子苗寨位于距彭水县城 ５４ ｋｍ的鞍子镇，苗族人口占到 ９０％以上，是全国首批百个民

族特色保护村寨之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苗家人行苗礼、习苗俗、唱苗歌、跳苗舞。 重庆市人民政府于 ２０００
年将鞍子命名为苗族歌舞之乡，“鞍子苗歌”已成为重庆市民族文化的重要品牌，鞍子原生态苗歌《娇阿依》
荣获中央电视台青歌赛金奖。 鞍子苗寨集观苗民村落、品苗文化习俗、赏苗乡风光于一体，成为彭水民族旅

游产业发展的一个典型和缩影。

２　 彭水县旅游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２．１　 交通建设相对滞后，“旅长游短”问题突出

彭水县旅游以“山、水、情、史、节”见长，但“旅长游短”的问题仍较为突出。 彭水县虽然大体上形成了以

公路、铁路、水路为一体的水陆交通枢纽，但是对于就景区而言，仍未达到畅通的程度。 各景点之间几乎没

有二级公路直达，而连接各景点的乡镇公路路况较差，往往会由于天气原因或一些突发情况以及节假日旅

游高峰期时，出现堵车和无路可走的情况，严重影响游客的旅游满意度，这样会流失一些旅游的有车一族和

回头客［２］。 另外，彭水县处于乌江流域，虽然有小型客船和小型商船经过，但总体水运营能力不强，不能成

为彭水县与外界流通的主要交通要道。 可见，交通发展的滞后已经成为彭水县旅游产业发展的瓶颈。
２．２　 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接待能力有限

彭水县地处渝东南，属于武陵山区，远离中心城市，整体经济水平不高。 而旅游业的发展也是近几年才

兴起，起步较晚、起点较低。 因此，景区、景点建设资金较为缺乏，水、电、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严重

滞后。 在一些景区内部，通讯服务网点少、设施装备陈旧老化，使得出现信息传递不通畅、旅游信息咨询服

务薄弱等问题。 另外，彭水县星级酒店数量不足且质量不高，其特色农家乐大多数是由当地居民开办，设施

陈旧，接待能力有限，远不能满足现代旅游者的需求，无论接待规模和接待功能都需要不断提升。 设施建设

的短缺成为限制彭水县旅游经济效益提高的重要制约因素。
２．３　 旅游宣传不到位，推广力度不够

虽然彭水县无论从自然风光还是人文资源都较为丰富，但由于旅游产业起步较晚，对于整个产业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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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没有形成相应的团队，导致整体的宣传包装力度不够。 目前，彭水县景点名气最大的属阿依河，其他景区

在外地没什么名气。 而对阿依河只重视对其漂流价值的宣传，忽视了两岸雄奇的峡谷的观赏性。 彭水县其

他许多的旅游景点并不是因为景点不具备观赏价值而游客稀疏，主要还是因为没有对其进行有效地宣传，
没有体现出应有的经济价值。 广泛的宣传是快速提高景点影响力的一种重要手段，但这也需要大量的资

金，而彭水县整体经济实力不够，地方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对于广泛的宣传往往也是有心无力，致使大量的

旅游资源对外埋没。 长此以往，会使整个彭水县的旅游资源开发形成一个死循环，一边没钱宣传，一边没钱

开发，对其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２．４　 旅游项目精品少，同质性严重

彭水县规划到 ２０２０年形成以乌江画廊为主线，以阿依河景区、水上休闲运动旅游区、摩围山旅游区、郁
山古镇旅游区为支撑的“一线四区”旅游发展大格局，但武陵山区山同脉、水同源，风土人情较为相似，这种

情况造成了整个渝东南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同质性现象较为严重。 例如，彭水县着重打造的乌江画廊景区

也是酉阳旅游产业发展的重点打造项目。 现开发的旅游项目以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峡谷风景区为主，相似

率达到 ８０％以上，线路重复率达到 ６０％以上［３］。 因此，如何在地理位置和人文历史较为相似的情况下，寻找

差异性发展成为彭水县旅游做大做强的重中之重。 另外，据统计彭水县单体景点达到 ７９８个，但是精品景点

较少，目前除了阿依河以外，其他景区的名气都不大，无论在全国还是市内范围内影响力不大，对游客的吸

引力也比较有限。 正是由于这些问题，必然加大彭水县精品旅游景区开发的难度。
２．５　 旅游服务质量偏低，人才供应紧张

据相关研究统计，彭水县旅游从业人员中本科文凭以上所占比重非常少。 一个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需

要专业的管理人才、营销人才和导游人才。 目前，彭水县无论哪一种人才都较为缺乏，导致整体服务质量偏

低。 彭水县的导游大多数都是当地的居民，缺乏一些专业素质的学习，无论从知识理论或处理相关问题的

能力都较弱。 而所谓的管理层和营销团队更多也是半路出家，顺应旅游发展的号召，缺少专业从事营销和

管理的人才，不能将旅游产业发展与社会需求有效结合，游客满足程度不高。 这与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文化

素质偏低的因素有关，虽然近年来国家有加强对于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优惠政策，但由于受传统文化、地理

位置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整体文化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 另外，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在外求学几年

后愿意回到家乡工作的意愿不强，不仅没有有效引进相关人才，还存在人才外流的现象。 因此，人才资源的

严重缺乏影响到彭水县整体的旅游服务质量，进而影响到彭水县整个旅游产业的发展。

３　 促进彭水县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３．１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相关配套服务

旅游产业发展涉及到吃、住、游、行、购、娱等方面，必须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促进旅游产业快速的发展。
彭水县经济发展水平低，旅游业发展起步晚，导致当地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与旅游产业发展需求

长期不协调，而资金缺乏是制约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政府财政无法满足产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时，只有挖掘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第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将社会资金引入到彭水县旅游产业发展当中；加快

推动彭水县旅游景区、景点的交通建设、宾馆旅行社接待服务、特色产品开发生产、景区规划开发等项目。［４］第
二，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充分利用国家对于民族地区、三峡库区、区域扶贫等相关优惠政策，尽力争取国家

资金的投入；通过内外合力，不断加强彭水县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旅游产业相关配套服务。
３．２　 强化区域协作，突出地方特色

渝东南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的缘故，整块区域景区、景点类型较为相似。 与其大家各自为营，
抢夺旅游者市场，不如在旅游管理体制、企业运营、旅游协作机制等方面不断创新，促使区域旅游协作发展

道路。 围绕武陵山脉、乌江画廊开发系列主题产品，形成渝东南一条线旅游模式。 在对外宣传、网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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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推荐等多方面、全方位合作，相互推介，防止因区域划分而导致各地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５］但是再强

调区域协作的同时，也要注意突出每个区域的地方特色，景区、景点及相关服务雷同度不能太高，使旅游者

容易产生审美疲劳，只是踩点式的旅游不利于区域协作的发展，各区域在大协作的背景下注重地方特色的

开发。 彭水县郁山古镇是盐丹文化的发祥地，而酉阳县龚滩古镇是吊脚楼建筑较为集中的地方，同样是历

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古镇，郁山古镇突出盐丹文化相关旅游产品，龚滩古镇则重在突出古建筑等特色。
这样一来，两个景区同为渝东南区域的文化古镇，但各有特色，对旅游者吸引的角度不同，不仅不会产生不

良竞争，而且两地政府可以以此为依托，大力推广渝东南特色古镇的旅游路线，沿线感受不同的文化，提升

渝东南地区特色旅游的对外影响力。
３．３　 加大旅游宣传力度，推行专业市场营销

由于彭水县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旅游产业起步较晚，因此，对于整个旅游资源的开发规划没有形成一

个体系，其中就包括旅游产业宣传和营销工作，这两方面直接影响到了彭水县旅游景区、景点在外影响力和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目前，彭水县阿依河已逐渐被人熟知，但其他很多旅游资源还不为人们所知，宣传力度

不够。 另外，彭水县旅游产业市场化程度不够，导游人员、宾馆住宿很多都只是当地居民担任和提供，整个

市场营销手段较为落后，不能适应社会旅游产业的飞速发展。 宣传力度不够，营销手段老化，这两方面直接

造成彭水县旅游收入较低、游客数量较小。 所以，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彭水县当地景区应该加强与各大电

视台、网络、电台等媒体和市内外各大旅行社的联系和合作，广泛有力的宣传能让旅游者先闻彭水之名，进
而促使他们直接到彭水当地旅游。 另外，注重培养彭水人民的主人翁意识，无论在当地或因工作、学生到外

地，都要积极主动向外界介绍彭水的旅游资源。 彭水县近几年水上运动项目发展迅速，已经成功承办了几

个国际性的比赛，彭水县可以以此为契机，打响自己的名气，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３．４　 大力培养引进相关人才，提高整体服务质量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供应，但目前彭水县旅游相关人才的缺乏显而易见。 管理人

才、营销人才和专业导游的供给与需求严重失衡，整体文化程度较低，服务意识不足，这将严重阻碍彭水县

整体服务质量的提高。 为此，首先，可对当地景区、景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集中培训，加强他们对于相关旅

游知识的积累，让其知道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而且产业发展状况跟自身利益也是息息相关的，使他们

能够认真学习，不仅对当地的文化、历史了如指掌，而且对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也要有所了解，以提升当地

人才素质来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其次，加强专业人才引进力度。 彭水县处于渝东南地区，离主要

中心城市距离较远，很多本科毕业生都不愿留下长期工作，对工作忠诚度和持久度不高，这样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因此，政府可以制定一些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大力引进和留住相关人才，特别是

一些家在彭水、外地上学的专业大学生，可采取一些方法吸引他们在毕业后能够回到家乡，为家乡产业发展

出一份力。 再次，在当地政府的牵头作用下，可与重庆市各高校签订人才定向培养等协议，将相关人员送到

高校专业学习几年，在学成归来后，对当地产业发展起一定的带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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