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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红色文化产业发展潜力不足

红色文化产业是红色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基础。近几

年，以红色旅游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但是产业系统化、规模化发展仍然是当前的重要课题。

受资金、硬件、技术等限制，各地红色文化产业发展良

莠不齐。资金缺乏是各地红色文化产业发展滞后、难以

形成发展合力的直接原因。同时，部分红色文化产业以

传统方式为主，缺乏与现代化信息手段的结合，自主开

发与创新能力不足，产业低质化、同质化，文化产品及

服务与市场衔接不足。

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发展与传播的路径

（一）建全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库

信息化时代，数字化是解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和传

承的必然选择。红色文化数据库建设，能够整合分布广

泛、内容分散的红色文化资源，促进跨区域、跨时空红

色文化内容的串联，为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提供

了新的发展条件。一方面，将重复性的红色文化资源进

行整合，形成系统化的理论学习资料。红色文化资源数

据化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将

具体内容的数据化、信息化不仅将内容直接可视化，而且

更加科学化。另一方面，红色文化数据库有利于盘活红色

文化资源，激发传承和发展的活力。红色文化数据库可

以为“把红色文化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

红色基因传承好”，提供强有力的内容支撑。

（二）构建多媒体数字传播平台

传 播 是 文 化 的 现 实 需 要 ， 也 是 人 类 发 展 的 直 接 需

要。随着教育从“量”的需求到“质”的提升，红色文

化资源需求与日俱增，成为培育和影响价值观的重要内

容。互联网、数字媒体的应用与发展，使得信息化、现

代 化 、 智 能 化 成 为 实 现 红 色 文 化 传 承 与 传 播 的 重 要 方

式。构建数字传播平台，是增强红色文化传播效果的重

要方式。一方面，利用数字传播平台丰富红色文化传承

渠道。信息爆炸时代，网络和新兴媒体的数据交织，各

种思潮影响着青少年这一网络原住民群体。因此，要完

善网络信息平台建设，构建微信、微博、短视频与手机

客 户 端 等 系 统 化 的 红 色 文 化 传 播 平 台 ， 积 极 应 对 多 元

化、复杂化的网络信息传播。另一方面，构建高质量的

红色文化数字平台。数字化呈现已经成为当前红色文化

发展的必然要求，高质量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势在

必行。要以线下红色文化资源为基础，创造性转化为大

量优质内容，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诠释红色文化

资源，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多维传播。

（三）数字赋能繁荣红色文化产业

红色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成功经验的历史积淀，蕴含着丰

富的革命精神和历史文化内涵，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

强大精神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

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

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首先，

将AR、VR等技术应用到红色旅游，提升红色文化的吸引

力，让群众身临其境感受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例如，

革命老区受资源、地理、交通等因素影响，经济发展动

能不足，而以红色旅游为代表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成为推

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其次，创新研发红色文化产

品及服务。创造性开发红色文创产品、文化体验服务，为

红色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最后，利用AI等人工智

能技术修复和还原已受到时间、空间等因素影响的红色

文化资源，进一步促进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

结　语

数字化是破解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困境的重要

手段。将分散化、碎片化的红色文化资源整合成系统化

的线上数据库，将模糊化的红色文化内容通过技术复原

成为具象化的历史素材，将单一传统的传播方式与现代

化的技术手段结合，升级为科学化的传播方式，将不能

规模化实景体验、参观的困局改造成实景虚拟化可沉浸

式体验的场域，构建起可参观、可体验、可学习的三位

一体式数字化平台，有利于推动红色文化产业发展，并

提升红色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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