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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旅丨Red  Culture  and  TourismＲ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推进

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1]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实现民族复兴具有

重要意义。辽宁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探究其当代

传播路径，对于传承和弘扬辽宁红色文化，助推辽宁全

面振兴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辽宁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偏差

辽宁虽然在创新红色文化传播途径方面取得了一些

进展，但在实际传播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偏差，主要体

现在传播者、传播渠道和受众媒介素养等方面。

（一）传播者缺位

1、传播主体缺乏主观能动性

辽宁的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多彩，但部分新闻媒体和

自媒体从业者，为了吸引眼球，博得关注，在信息选择

上往往以夸张、猎奇的内容为主，使得红色文化的深刻

内涵和精神实质并没有得到充分展示，综合类媒体的表

现尤为明显。例如，在2021年元旦就坐拥超过1000万

粉丝的“沈阳新闻频道”，在其抖音账号发布的内容与

红色文化相关的寥寥无几。且视频内容大多是对网络上

已有的新闻进行二次剪辑发布，虽然能够获得一定关注

度，但缺乏独特性，难以让受众留下深刻印象。

2、传播主体与受众交互性过低

传 受 双 方 互 动 不 足 ， 传 播 者 无 法 明 确 获 知 受 众 需

求，难以实现预期的传播效果。通过搜索“美好辽宁文

旅之声”微博内容发现，该账号拥有18.7万名粉丝，但近

年来每条微博的评论数几乎为零，而且缺乏粉丝互动。

在过去的几年里，该账号没有回复一些粉丝的评论。此

外，在研究辽宁红色文化微信公众号的传播情况时，也

发现部分账号在公众号的消息区显示“关注作者后可留

言”，[2]如“辽沈晚报”，这些操作无形中在传播者和受

众之间竖起了一道屏障。

（二）传播媒介缺乏创新性

1、新媒体技术应用不足

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过程中，部分传播者已经采用

新技术手段，但仍有部分人固守传统。许多微信公众号

借鉴了东北烈士纪念馆官方网站采用的VR720度全景线上

展示展馆技术，采用H5排版技术进行交互式传播，极大

增强了受众的信息体验感。但在辽宁省，这些新技术的

应用范围还比较小，部分媒体和传播方还没有意识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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