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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石仙鱼、千年石棺等10多处旅游景点，邀请专业人

士为村民开展民俗表演、接待礼仪培训，并把花瑶风情

搬到了意大利米兰第42届世博会。村内已建成农家乐21

个，组建村内民俗文化表演队2支，接待游客人数从2014

年 的 不 足 5 0 人 次 到 现 在 的 年 接 待 游 客 超 1 5 万 余 人 次 。

2019年9月，在村支“两委”组织下，村内全体农家乐成

立了白水洞村旅游协会，制定了规章制度，由村支“两

委”在村部宣传栏公布旅游投诉渠道，统一服务标准、

提升服务质量，带动旅游有序发展。2021年12月村里成

立了建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加强对合作社、旅游协会

等村内组织的指导、服务和管理，通过承揽财政资金项

目、劳务输送、旅游服务、帮助销售等方式推动村集体

经济增收。截至2022年8月，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40万

元。

（二）发展方式创新：绘就和美乡村画卷

1、保护优越生态环境

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基

础。白水洞村始终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突出环境效益，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在做好乡

村旅游环保评估的基础上，加强土地资源、水资源、动

植物资源保护和水土保持，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依

托当地的石瀑、溶洞和瑶族民俗等自然与人文资源，积

极发展乡村旅游，白水洞村先后被评选为湖南省首批乡

村旅游重点村、湖南省文化和旅游扶贫示范村、湖南省

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邵阳市美丽乡村等。

2、科学整治人居环境

湖 南 大 学 详 细 了 解 村 庄 人 口 、 经 济 、 文 化 等 情 况

后，找准白水洞村发展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围绕“村庄

发 展 可 持 续 、 发 展 模 式 可 复 制 、 建 设 项 目 能 落 地 ” 目

标，综合村庄发展策略、村庄产业发展规划、旅游发展

规划、景观风貌规划、建筑风貌规划、综合交通规划以

及基础设施规划等多方面内容，编制“多规合一”实用

性的村庄规划。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结合本地文化特

色 ， 分 别 进 行 厨 厕 改 建 、 整 治 村 容 村 貌 、 垃 圾 科 学 转

运。白水洞村积极探索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与中联

环境合作，实现了专人专车统一清理和转运。白水洞村

垃 圾 收 集 点 也 从 9 个 增 加 到 4 0 多 个 ， 每 3 天 集 中 清 运 一

次，所有生活垃圾全部运至县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理，通

过科学处理，村容村貌得到根本性转变，为建设美丽乡

村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分配模式创新：构建利益共享共担机制

在村支“两委”带领下的白水洞村，一方面坚定不

移地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另一方面又针对传统集体经济

的弊端，在体制机制上大胆创新，探索和形成了以集体

经济为主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的多

种分配方式。

1、构建利益转化联结新机制

白水洞村对通过土地的规模化租赁流转、闲置民房

的功能互换流转、开办村公司等形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带领村民共同致富。采取长期合同形式，将村内农

户的土地以每亩每年225-550元不等的价格流转给村内民

宿经营者、农业合作社及其他企业进行经营管理。为解

决流转后给农民生产生活造成影响的矛盾，租赁单位还

给困难家庭提供就业岗位。对村里符合旅游基本要求的

民房，采取统一标准、统一改造、统一经营方式，由投

资者出资改造为客栈，收益权交投资者享有，农户除由

公司安排1人在客栈服务岗位就业外，餐饮部分由农户自

主经营和自我收益。经营权的规模化分离，有效激活了

土地、房屋和剩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了“资源变

资产、资产变资本”跨越式转化，形成了公司与农户双

赢的新格局。抓住全县成立村公司契机，承揽财政性资

金到村的项目，实现村集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

2、构建产销链条利益共享新机制

在村“两委”组织下，白水洞村旅游协会与农户、

农家乐和民宿老板签订合作协议，通过向游客推荐住宿

从中提取8%的中介费，并且集中采购农户家的稻谷、

腊肉、猪血丸子销售给农家乐和民宿老板，实现三方获

利 。 另 外 ， 村 公 司 通 过 加 强 对 各 合 作 社 的 指 导 服 务 力

度，采取产品展销、自媒体平台销售、代售产品等方式

收取管理服务费用。截至2020年6月，村公司帮助代售

产品已创收1.3万元。村公司与村内20家民宿签订服务合

同，通过指导经营、介绍客源、开展花瑶民俗表演等形

式收取10-15元/位的服务费。

3、建立共享共赢的利益帮扶机制

村 支 “ 两 委 ” 依 托 白 水 洞 村 党 员 教 育 培 训 示 范 基

地开展“花瑶课堂”、电脑培训等系列课程。通过乡村

文旅策划、民宿经营、人居建设等讲座，培养致富带头

人，厚实人才储备，让村民能全覆盖地接受旅游知识培

训 。 从 县 城 聘 请 专 业 舞 蹈 老 师 给 村 里 留 守 妇 女 教 授 舞

蹈，帮助她们组建民俗表演队。白水洞村的民族表演队

在2021年共计表演200场次，每场次收费3000元，实现了

60万元的增收。充分发挥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有限

公司的市场主体作用，公司采取劳务式、就业式、带动

式的扶贫方式，利用管理、导游、客运、餐饮、住宿等

多个平台，扶持景区村民建起民宿、饭店，创新股权托

管，鼓励村民将山林、田地、房屋、宅基地等资产折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