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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品牌。虽然这张“复合牌”为烟台发展红色文化旅

游产业吸引了大量游客，但是单一的文化品牌不能为文

化产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还需围绕胶东红色精神，打

造红色文化作品、红色文化主题活动、红色旅游品牌等内

容，同时结合当代人的多元化需求，开发多样化的红色文

化产业品牌，提升烟台红色文化产业知名度和竞争力。

（三）宣传推广营销力度较小

红 色 文 化 产 业 是 典 型 的 形 象 产 业 ， 必 须 深 化 落 实

好宣传推广营销工作。当前烟台宣传推广营销力度比较

小，主要表现为仅在烟台范围内开展红色文化产业宣传推

广活动，没有综合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手段，多管齐下对

烟台红色文化产业进行全方位宣传，无法形成强大舆论攻

势，扩大烟台红色文化产业市场号召力和影响力。[4]

（四）与多产业融合不够深入

烟 台 红 色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要 呈 现 百 花 齐 放 的 繁 荣 局

面，则需促进红色文化资源与多元化产业的深度融合。

烟台红色文化资源与当地旅游业联系紧密，但与文化创

意、教育培训、绿色农业、康养产业等领域的渗透融合

不够深入，未能构建多元化产业体系为地区经济发展提

供新动能。

（五）相关保障机制有待健全

烟台为红色文化资源助推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出台了

许多扶持政策，并取得了较好效果。但从整体来看，烟

台鼓励支持红色文化资源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保障机制还

不够健全完善，特别是在统筹协调、创新体制机制、扶

持政策、基础配套设施等方面，还存在政府部门牵头协同

开展工作不够、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公平参与投资力度较

小、提供扶持政策措施辐射领域单一、景区公路建设和旅

游集散中心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等问题，易对烟台充分利

用红色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事业带来不利影响。

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助推烟台文化产业发展的策略

（一）整合烟台可用的红色文化资源

烟 台 在 利 用 红 色 文 化 资 源 助 推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时 ，

必须全面了解可用的红色文化资源，为后续科学合理开

发、整合和利用奠定基础。

第 一 ， 查 询 烟 台 现 有 红 色 文 化 资 源 。 通 过 地 区 历

史博物馆、文化典藏馆等，了解烟台胶东红色文化发展

史，有效掌握胶东红色文化。借助互联网搜索散布在民

间的烟台胶东历史文化内容，完善胶东红色文化资源。

第二，红色文化资源合理分类。对烟台丰富的红色

文化资源进行分类，并结合红色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合理

开发。烟台红色文化资源类型及主要内容 [5]大致可以分

为：1、红色旅游景点：胶东革命烈士陵园、海阳地雷战

纪念馆、杨子荣纪念馆、招远西山革命历史陈列馆等；

2、红色革命遗址：雷神庙战斗遗址、玉皇顶起义旧址、

八路军胶东军区机关旧址等；3、先进红色精神：苦菜花

精神、铁军精神、支前精神、地雷战精神等；4、红色人

物事迹：剿匪英雄杨子荣、刘克礼栖霞牙山战斗、臧福

兴灵山战斗等；5、红色歌曲剧目：《白毛女》《玉皇顶

起义》《八女投江》《映山红》等。

（二）打造特色文化产业品牌

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化产业品牌，能够提

升烟台红色文化产业市场竞争力。

第一，充分发挥旅游发展规划在引领烟台文化产业

发展中的作用。将烟台红色旅游与胶东半岛区域发展联

系起来合理布局。烟台地区旅游景点要与省市内其他景

区开展合作，实现各景区之间资源共享、线路互通，形

成1+1＞2的效应，通过产品互补和合作共赢建立红色旅

游文化产业的区域品牌。

第二，推出红色文化作品。深入挖掘历史意义和现

代价值，吸引更多人关注、了解烟台红色文化。从电视

剧、京剧、歌舞剧等红色文化作品创作入手，推出《大

秧歌》《党员登记表》《胶东儿女》等极具胶东红色革

命文化特色的作品，让革命文化依赖于文化产业品牌永

久流传，传承弘扬胶东红色精神。

第三，构建红色文化主题活动。烟台红色文化产业

品牌建设要从红色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领域延伸到社会

服务领域，定期举办体现胶东红色革命主题的影片放映、

大型图片展、百场报告会等活动，吸引群众参与，形成

良好的学习、体验和传承弘扬胶东革命文化的氛围。

（三）重视宣传推广与营销工作

加强宣传推广及营销工作是做大做强烟台红色文化

产业的重要环节。

第一，坚持多管齐下形成烟台红色文化形象宣传新

格局。有效利用新旧媒体，通过电视、广播、微信公众

号、微博、抖音等平台宣传推广，形成强大舆论攻势，

让烟台红色文化真正进入大众视野。依托能够反映烟台

红色文化的典型事件，通过拍摄宣传片等方式，提升烟

台红色文化美誉度，吸引更多人关注。

第 二 ， 依 托 红 色 文 化 资 源 开 展 丰 富 多 彩 的 营 销 活

动。一方面，依靠高铁、地铁、飞机、美团、携程等载

体，推广烟台红色文化产品，吸引更多流量。另一方面，

抓住烟台举办的各种节会时机，邀请营销策划机构、各类

媒体人员等到烟台采风，扩大对烟台特色红色文化产品的

宣传，增强烟台红色文化产业的吸引力和知名度。[6]

（四）促进红色文化与多产业融合

深入探索红色文化与烟台其他产业融合发展的可能

性，让红色文化资源在文化创意、教育培训、绿色农业

等领域实现融合发展。

第 一 ， 发 展 红 色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 红 色 文 化 场 馆 要

积极利用虚拟现实等技术再现红色历史故事经典情景，

为人们带来更好的红色文化体验。积极打造红色文化创

意平台，定期举办体现烟台红色文化的创意大赛，比如

“ 胶 东 红 潮 书 香 烟 台 ” 朗 读 大 赛 、 “ 胶 东 红 潮 红 色 烟

台”讲红色故事大赛等，为打造更多烟台红色文创优秀

产品提供丰富素材，促进红色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发展。

第二，发展红色文化教育培训产业。一方面，增设

烟台市级红色文化教育服务中心，鼓励支持各类红色教

育培训机构参与注册；开发一批具备较强针对性和实效

性的烟台红色文化精品教材与课程，为开展教育培训活

动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围绕胶东革命纪念馆、八路军

胶东军区机关旧址纪念馆、海阳地雷战旅游区、杨子荣

纪念馆等，建立四大红色教育基地，使之成为烟台中小

学生研学旅行的重要目的地。

第三，发展红色文化生态旅游产业。摸清拥有红色

文化资源区域的经济发展、生态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完

善度等情况，将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与绿色农业、生

态旅游相结合，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同时促进

烟台红色文化产业多元化发展。

（五）健全保障机制与政策支持

烟台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助推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有健

全完善的保障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支持。

第一，加强统筹协调工作。根据自身情况及发展要

求，组建红色文化产业发展协调工作小组，同时增设烟

台红色文化研究中心，进一步挖掘红色文化内涵。开展

红色文化特色资源实地考察，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明确的

开发方案。

第二，创新相关机制。革命纪念馆、革命人物故居

等红色文化资源属于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开发利用

这些红色文化资源，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金融、

社会等资本参与到产业建设发展投资活动中，促进“红

色文化资源+多元产业”的社会化发展。[7]

第 三 ， 出 台 更 多 扶 持 政 策 。 从 资 金 、 土 地 、 人 才

等方面入手，出台扶持烟台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发展文化

产 业 的 政 策 措 施 。 设 立 专 项 红 色 文 化 资 源 保 护 利 用 资

金，重点扶持有文化特色和传承价值的红色旅游景区和

项目。鼓励商业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为符合条件的红

色文化项目提供贷款支持，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及服

务，帮助红色文化项目有效解决孵化、运营过程遇到的

资金问题。制定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用地政策，促进

确定好的重点红色文化产业项目尽快落地执行。制定引

进更多支持红色文化产业发展的人才扶持政策，切实解

决优质人才短缺问题。

第四，完善基础配套设施。改善景区公路建设，全

面改善烟台交通运输条件。打造旅客集散中心，开通红

色文化体验专线，为人们了解体验烟台的多元化红色文

化提供便利。

结　语

新时代烟台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需要系统了解烟台现存红色文化资源内容，立足整体科

学布局红色文化产业发展。同时，将红色文化与文化创

意、教育培训、生态旅游等产业相结合，打造特色文化

产业品牌，构建多元化红色文化产业体系，实现对烟台

红色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弘扬，并赋能烟台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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