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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大学2022年校级重点课题“中国共产党员新疆抗战历史在高校学生党建中的作用研究”（项目编号：20221768）

◎喀什大学2023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执政为民’历史考察”（项目编号：KD2023KY00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

之本、精神力量之魂。[1]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2]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纲”，

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成果，是习近平总书记对

党的民族理论的创新发展。立足新时代，要把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民族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这是推

进民族地区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维护祖国统一、

促进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

红 色 旅 游 是 一 项 典 型 的 红 色 文 化 工 程 。 它 在 带 动

红色旅游经济发展的同时，承担着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传

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的重要使命。近年来，在党

和国家政策的支持下，红色旅游发展呈现良好的发展态

势，它的蓬勃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良

好发展契机。立足过去，着眼当下，展望未来，把握好

红色旅游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内在逻辑，

了解红色旅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探

索其具体实践路径，对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红色旅游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

（一）红色旅游是激活和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资源

载体

红色旅游是“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精神和

革命事迹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

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3]它是一种兼具文化效益和旅

游效益的双重性旅游活动，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光

辉历程中，留存下来大量的革命文物和历史文化遗产，

形成了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这为国家大力开发红色旅

游提供了有力的条件。目前，我国有300处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被收录在《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名录》中，涉及

红色旅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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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是激活和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红色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精神基础。发展红色旅游有利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国家认同感；有利于促进民

族流动交融，增强民族认同感；有利于传承文化基因，增强文化认同感；有利于加强“爱

党教育”，增强政党认同感。探究红色旅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应从深挖

红色资源，利用科技赋能、健全体制机制、加强高素质旅游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发力。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