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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天府旅游名县的品牌优势，有机融合泸州白酒

文化、生态农村、红色底蕴等重要旅游元素。

三 是 大 力 发 展 “ 酒 旅 + 农 旅 + 红 旅 ” 融 合 的 “ 红 色

+”融合发展模式，发展红色、绿色、金色“多彩旅游

经济”，打造既能够体验泸州白酒，又能涵盖泸州乡村

特色和红色文化的“醉美泸州，多彩之旅”城乡文旅产

品，形成多元业态、跨界主题、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

4、区域联动共发展

一是进一步深化与周边省市红色文化旅游合作，建

立红色文化区域协调联动机制，发挥川渝滇黔结合部区

域红色教育联盟“火车头”带头作用，加强与区域红色

文化助力乡村振兴联谊会的合作，联手打通泸州南翼古

叙地区和成渝滇黔红色文化交流通道，共同致力于打造

川滇黔红色文化金三角。

二是始终秉持协同发展、共建共享原则，共同传承

红色基因，共享教学基地，共建优质旅游线路，共研高

品质课程，共享优秀师资，共同激发培训活力，共同解

决培训难题，互相派遣培训班次等途径，全方位加强交

流与合作，共同推动区域红色教育品牌壮大和提升。

三是进一步加强与周边省市的红色知识产权开发项

目合作，通过红色文化和历史背景，共同打造出优质旅

游线路，提升人们的文化认知和体验。同时，联合研发

高品质课程和教学资源，提高师资队伍水平，为学生提

供更优质的教育和培训。

5、创新模式引潮流

一是利用大数据、虚拟仿真等高科技建成红军长征

VR体验馆，数字化重现长征历史，沉浸式体验“红色之

旅”。利用VR虚拟现实技术，仅需佩戴VR眼镜的体验

者，便能身临其境地回顾红军长征途中的经典实景、重

大战役和重要会议。在这种近乎真实的沉浸式体验中，

参与者可以感受初心、领悟初心，汲取前进的力量，并

继承长征精神。

二 是 在 充 分 挖 掘 与 整 合 泸 州 红 色 文 化 资 源 的 基 础

上，与国内干部学院、红色文化研究院、知名高校、著

名教学团队联合开发“在线红色教育精品课程”，将泸

州红色文化系统化、可视化，从而提高泸州文旅品牌知

名度，促进泸州乡村振兴。

三是借助互联网平台开发“云”旅游模式，打造线

上旅游体验和在线乡村特色农产品展销，促进泸州乡村

经济发展。

四是加强泸州红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网络营销，创

建自媒体平台营销官方账号，采用自媒体矩阵式营销，

激发游客参与热情，采用“价值共创模式”全民参与泸

州乡村振兴红色文化资源开发，提高泸州红色文化品牌

市场适应度和知名度。

结　语

泸 州 红 色 文 化 旅 游 与 乡 村 振 兴 的 融 合 发 展 是 一 个

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本文探讨

了当前泸州红色文化旅游与乡村振兴面临的问题，并提

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包括优化旅游产品、加强宣传推

广、推进科技创新和加强政策支持等方面。这些建议旨

在实现泸州红色文化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综合性发展，提

升旅游业的质量和效益，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感悟

红色情怀、亲近自然生态、品味古蜀乡韵”的美好旅游

体验，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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