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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性工作。要深入挖掘、广泛搜集西藏红色材料，要重

视人的作用，培养好红色文化挖掘人。同时以采访老军

人、田野调查、查阅文献等形式，收集革命文物和革命

故事。文化及旅游等部门应积极行动起来，组织专人搜

集、整理西藏的红色事迹，加快建设文旅资源数据库，

应切实履行文旅资源普查、规划、开发和保护职责，统

筹利用现有博物馆、文化馆、非遗馆、图书馆等公共文

化资源，分级做好文旅资源普查。

（二）以市场为导向，深入创新红色旅游方式

红 色 旅 游 资 源 的 开 发 与 利 用 中 ， 必 须 以 市 场 为 导

向 ， 提 供 人 民 群 众 便 于 接 受 、 乐 于 接 受 的 精 神 文 化 大

餐。在创新开发与利用的形式上，可借鉴内地成熟红色

旅游景区的优秀经验，如通过绘画、歌舞、影视、网络

等形式让红色旅游资源活起来，利用数字技术创新红色

旅游形式，给游客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文化及旅游等部门应积极对红色资源进行创作，在

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将其转化为优秀的文艺作品，提升红

色旅游产品的内涵，并通过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在人

民群众中广泛传播。用这些传承已久的精神鼓舞教育人

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让他们了解西藏历史的本来

面目，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共同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斗。

（三）深入挖掘红色旅游的教育价值

从 需 求 侧 来 看 ， 需 要 创 新 红 色 文 化 旅 游 活 动 的 内

容设计与展现形式。红色文化旅游活动要“创新形式，

重视实践”，红色文旅需要从注重红色文化教育转变为

红色实践教育。从供给侧来看，需要盘活更多的科技资

源。要更新红色旅游方式，利用科技手段增加沉浸式体

验，使红色文化“活”起来，人民群众更深刻地领悟红

色精神。可以对不同人群制定不同文化旅游形式，尤其

是青少年，可以通过红色旅游进校园的新形式打破红色

教育形式相对单薄的现状，做到寓教于乐、寓教于游，

进而达到“铸魂育人”的红色教育目标，做大红色旅游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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