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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宿经济引领下的特色资源利用

汶川县在强力推进乡村旅游发展的同时，选择了将

发展民宿产业放在重要位置，从而实现对地方特色资源

的有效利用与创新转化，促使民宿逐步发展成为当地特

殊的旅游资源和旅游目的地。

第一，树立精品意识。充分挖掘藏羌文化底蕴，已

成功培育漩口樱花里、素朴、水磨半山里、绵虒寒水驿

等特色民宿，其中省级乡村旅游示范乡镇3个、示范村15

个、精品旅游村寨20个。

第 二 ， 推 进 配 套 设 施 。 加 大 对 民 宿 发 展 区 域 的 旅

游交通、便民设施、生活设施等建设资金的投入，将农

村饮水、路、电、污水处理、农网优先纳入改造，基本

实现农村网络全覆盖；各镇政府在供排水、用电、停车

场、旅游标识等方面给予优先扶持；各镇、村加大环境

整治、环境美化亮化力度，为民宿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

条件。

第三，优化政策扶持。出台了《关于建立正向激励

机制推进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设的若干措施》《汶川县

加快推进民宿业发展实施意见》。2019年起，由县财政统

筹安排200万元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民宿特色村创建、高

端精品民宿综合体建设奖补、品牌建设和营销推介等。

第四，引导提档升级。全县目前共有乡村酒店及农

家乐500余家，然而真正称得上高端精品的特色民宿不到

40家。通过积极宣传引导，鼓励民宿对软硬件进行提档

升级，促进部分农家乐转型升级，完善高中低不同档次

的民宿（农家乐）建设，适应服务对象的不同需求。同

时延伸“民宿+”产业链，突出民俗活动、农业体验、

休闲娱乐、健身养老等不同主题，打造适合不同消费群

体、多层次、多元化的乡村民宿产业体系。

3、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加工产业的创意转化

汶川的来料加工产业起步晚，发展也较艰难。2018

年以来，汶川紧紧围绕“建设东西部协作产业扶贫全面

振兴示范区”的目标定位，按照“党建全面统筹，东西

部差异用力”的思路，依托浙江来料加工业务大市场，

通 过 政 府 引 导 、 企 业 支 持 、 群 众 参 与 、 市 场 运 作 的 模

式 ， 构 建 产 业 扶 贫 基 地 、 园 区 、 车 间 、 家 庭 “ 细 胞 工

程”四位一体的发展模式，让来料加工产业在汶川落地

生根。通过将羌绣元素融入加工产品项目如短裤、衬衣

等 ， 再 依 托 义 乌 在 来 料 加 工 发 展 方 面 的 优 势 和 成 熟 经

验，实现产业孵化；还可根据客户订单需要实行定制化

服务，主要用于外销出口，将民族文化与传统技艺传播

到 世 界 。 采 用 灵 活 就 业 计 件 制 ， 村 民 可 以 利 用 农 闲 时

间、留守妇女可以在送孩子上学后，到车间进行来料加

工，实现了务农、顾家与务工之间均不耽误的目标。通

过来料加工产业，有效解决了残疾人就业难的问题，树

立了和谐关爱、自尊自强、自食其力的文明新风。汶川

来料加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点到面的突破性转

变，已成为了汶川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亮点，在促进乡

村就业、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民族传

统文化实现创意性转化与对外传播交流的重要媒介。

（四）培育与开放：实施人才强县战略，强化人才

队伍建设的经验

1、促进各类教育协调发展，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

坚 持 深 入 实 施 民 族 地 区 教 育 振 兴 计 划 ， 围 绕 区 域

特色推动本土职业教育发展，创建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

特色专业学科，强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和实训基地建

设，大力推广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等人才培

养模式，鼓励企业委托订单培养。

2、加强人才引进与开发力度，完善人才引进配套体系

全面承接硕博进阿坝行动、阿坝英才计划，集聚优

秀青年大学生。落实高校毕业生、“9+3”免费职业教育

毕业生、优秀乡村干部、复员转业军人就业政策，补足

后续人才。积极引进紧缺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重点特

色产业发展人才、科技创新和高技能人才，尤其是加强

科技型人才引进，赋予科技人才更多话语权。

3、强化本土人才培训教育，不断增强创新发展能力

加 强 党 政 人 才 、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人 才 、 专 业 技 术 人

才、农村实用人才等培养力度，盘活用好本土人才。推

进干部人才递进培养计划，积极引导人才向乡村基层一

线实践锻炼，有效提升本土党员领导干部人才的专业技

能和知识水平。

建 立 人 才 培 训 培 养 长 效 机 制 ， 强 化 重 点 培 训 。 以

镇为主体在每个村（社区）选拔1至3名长期扎根服务乡

独家调查丨Exclusive  InvestigationＥ

　　以樱花里、无忧谷为代表的乡村新农旅产业，也为本地居民提供了更加
丰富多彩的娱乐休闲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