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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完善保障制度，发挥红色旅游在民族工作中的推

动作用。对于充分利用地方红色优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的景区，地方部门要给予适当的褒奖，以提升其在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的积极性，并为其

他红色旅游景区做出示范。

（四）人才支撑：加强红色旅游素质人才培养

“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红色旅游

从业人员是在红色旅游活动中开展红色教育的引导者，

是推动红色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培育一批专业

性强、综合素质高的红色旅游人才对于有效发挥红色旅

游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非常必要。

第一，相关部门要加强红色旅游人才的素养培训。

由于受专业知识水平和自身理论基础的局限，一些地方

红色旅游人才队伍可能存在红色文化素养不高的问题。

对于此，红色旅游相关部门应组织开展多方面的讲座培

训，帮助红色旅游人才加强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提升

红色文化认知，增强红色文化素养。除此之外，还应加

强红色旅游人才的政治素养。政治素养涉及政治立场问

题，红色旅游人才应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信仰。

对此相关部门要着力培养一批“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态度特别坚决、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

真挚”[9]的高素质红色旅游人才。

第 二 ， 与 高 校 开 展 合 作 ， 定 向 培 养 红 色 旅 游 从 业

人员。目前，我国红色旅游业相关人才主要来自于高等

院校等专业机构，为此，红色旅游行业部门可以与高校

开展紧密合作，鼓励红色旅游进课堂，通过在高校中介

绍和宣传红色旅游、民族旅游等相关知识，提高学生对

红色旅游行业的了解，进而激发学生从事旅游行业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同时，还可建立景区与高校的双向互动

关系，一方面，景区可以为学生提供社会实践、毕业实

习等机会和平台，帮助学生提高个人素养，完善个人能

力；另一方面，学校也可作为景区人才的供给部门，为

其持续培育有知识、有道德、有能力的红色旅游高素质

人才，服务社会，贡献力量。

结　语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是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民

族工作提出的重要命题，是新时代开展民族工作的根本

依循。红色旅游蕴含着丰富的红色文化基因和中华文化

符号，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条新路径。以红

色旅游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使各族人

民形成对红色历史的正确认知，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

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

同，构建起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凝心聚力，固本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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