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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进 行 大 力 推 广 ， 不 但 能 将 消 费 者 的 眼 球 都 吸 引 过

来，使消费者能够更加便利地购买产品，还能让人们重

新认识红色文化的形象。总而言之，网络平台不仅仅为

了新生流行事物所服务，红色创意产品也可以经过网络

创新服务将广大群众的目光吸引过来，并在不断实践当

中取得进步。

2、优化整体营销和区域合作

其一，加大省内区域的协作交流，推行青海红色文

化产业整体营销策略，例如同玉树、西宁等重点区域进

行联合，开展青海红色文化产业推荐会。其二，可以进

一步加强省际间的区域合作，完成整体宣传营销工作。

其三，对境外市场需求特征进行分析可知，可以选择利

用红色文化产业化转型升级及整体宣传营销将大量的境

外游客吸引过来，加快红色文化商品出口的速度，使青

海红色文化产业国际化逐步实现。

取长补短扩充青海红色文化软实力的人才队伍

目前专门研究青海红色文化的研究人员数量还不充

足，学术成果产出略显单薄，对青海红色文化理论内涵

的挖掘和阐释有待进一步加强。在中国知网以“青海红

色文化”为主题，以2013年6月1日至2023年6月1日为时

间节点进行检索，查询到学术期刊14篇，学位论文成果

15篇。相比邻省甘肃，以“甘肃红色文化”为主题，相

同的时间节点下，查询到学术期刊149篇，学位论文成果

39篇。

人才是青海红色文化软实力增长的内生动力，青海

红色文化事业的繁荣需要各个方面的人才来支撑，青海

红色文化产业的兴旺也离不开政府、高校、企业等多方

主体的参与。在建构青海红色文化人才可持续发展的培

养模式和支撑体系的道路上一定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 一 ， 各 级 政 府 要 发 挥 引 领 作 用 ， 确 保 红 色 文 化

的育人价值不偏离主线。出台扶持政策，保障该行业的

薪资待遇和发展机会，加大红色文化人才引进力度，健

全适应青海的红色文化人才遴选和淘汰机制。同时，可

以考虑建立青海红色文化人才信息库，不断优化人才队

伍结构、不断完善青海红色文化人才队伍信息。扩大红

色文化相关研究单位及景区的用人自主权，简化审批手

续，稳定人才队伍。

第 二 ， 青 海 省 的 红 色 旅 游 几 乎 都 是 政 府 的 全 权 运

营，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单靠政府主导运营难以激发

市场活力，扩大社会资金的参与，引入更多的红色文化

企业参与到青海红色文化事业中来。企业敏锐的市场感

知能力、先进的管理理念以及充足的资金参与，有利于

青海红色文化品牌的打造，红色文化人才队伍的培养，

以及红色景区服务质量的提升。

第三，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目前，青海省高

校中，青海民族大学和青海师范大学分别建立了红色文

化研究院和“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高校应利用好此

平台，在给青海红色文化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着重挖

掘和培养有志于投身红色文化事业的高层次人才，特别

要重视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青海红色文化血液里融入

了少数民族的基因，红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更多地要依

靠红色资源所在地的政府和百姓，青海又是少数民族占

人口总数过半的省份，要着重提高少数民族人才在红色

文化人才队伍中的比例。2021年，青海民族大学与班玛

县政府在“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工程上迈出坚

实一步，双方签署校地合作框架协议，共建实践教育基

地，围绕红色资源开发等开展深入合作。未来应进一步

增强校地、校企、校政联动，拓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建立好对接政府和企业的人才输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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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青海红色资源的传承与保护需要每一代

青海人的共同努力。青海红色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要发挥

好红色文化的教育功能，相关研究院所要围绕红色资源

深挖红色精神内涵，创造满足时代需要的学术成果，助

力青海精神文明建设；同时要有效利用好青海红色文化

的产业价值，通过塑造红色文化品牌、拓宽红色文化宣

传渠道、优化红色文化人才队伍、增强红色文化的创新

驱动，补齐短板以进一步增强青海红色文化的感召力，

红色旅游的竞争力，红色文化品牌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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