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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旅游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特别在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中具有生动且独特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红色

旅游具备普通旅游鲜有的恢复性效益，[5]即反思的情绪体

验，这种旅游模式更是传承和弘扬革命精神及优良传统

的主阵地，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载体。

当前，全国各地通过推进红色旅游、挖掘本土红色

文化资源、创建红色文化品牌等方式，已形成一批丰厚

的成果，红色旅游取得显著发展成就。

一 是 政 策 支 持 力 度 ， 红 色 旅 游 发 展 得 益 于 国 家 政

策的支持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近年来，国家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文件，旨在加强红色旅游的保护、管理和利

用，如《“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对红

色旅游市场的发展进行了详细规划。同时，通过财政支

持和基础设施建设为红色旅游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和

技术保障。红色旅游的未来发展将继续依托政策支持，

进一步提升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领域的综合

价值。

二是市场发展方面，红色旅游的游客群体日益多样

化、年轻化。红色旅游市场在政策利好和市场需求的驱

动下，不断与乡村旅游、研学旅游等业态深度融合，丰

富了红色旅游的产品体系，在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

三是创新趋势方面，红色旅游正逐步向智慧化、数

字化演进，红色旅游景区积极引进先进技术，通过人机

交 互 、 三 维 体 感 交 互 、 裸 眼 3 D 和 虚 拟 直 播 等 数 字 化 项

目，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注重红色资源情景化、体验

化、多元化和参与化塑造，让游客在红色文化情境体验

中接受红色精神洗礼。

与此同时，由于部分红色旅游景区管理体制机制与

资源开发保护适应度低，许多红色资源覆盖范围有限，

资源体量不大，红色资源存在类型单一、分布零散、与

周边旅游资源融合程度不高等问题。红色旅游依然面临

开发形式单一、经济效益不足等共性发展短板和薄弱环

节。因此，有必要以深化技术融合、加快数字化建设破

题，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深度挖掘红色

旅游文化符号、仪式和叙事形式，形成更加完整的红色

文旅产业链条，构建具有独特性、生动性和文化性的红

色旅游品牌。

融合：Web3.0技术在红色旅游中的应用

作 为 新 一 代 互 联 网 最 新 技 术 ， W e b 3 . 0 具 有 去 中 心

化、分布式网络、开放共享等特征，在宏观层面与红色

旅游的目标趋于一致，是信息化赋能红色文化资源传播

的生动呈现。在Web3.0和元宇宙时代，区块链、语义网

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为重新建构文化遗产的价值带来了可

能，[6]Web3.0技术在红色旅游中具有独特优势，该技术

模式从内容及形式的数字化出发，创新了红色文化资源

的展示方式，为红色旅游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系统化和

情景化的数字内容，并从旅游者需求层面满足其对红色

文化资源的个性化诉求，以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

要。Web3.0技术扩充了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类型和呈现

模式，为红色旅游在互联网时代实现创新发展提供了新

思路。在Web3.0技术支持下，红色旅游资源实现数字化

与网络化，充分挖掘多元化、多样化的数据价值并在产

业融合中释放新动能，进而为红色旅游的发展带来更多

新机遇。就红色旅游本身而言，数字化手段能显著提升

红色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质量。We b3 .0技术可广泛应用

于红色旅游全产业链建设中，将数字资源转化为数字资

产。We b3 .0时代下的红色旅游将呈现出立体的文化形

态，不仅可以通过数据集成等方式解码和阐释红色文化

内涵、原真地还原历史语境，还能生动复制红色文化场

景，让游客在高品质沉浸式旅游体验中理解和感悟红色

历史。

W e b 3 . 0 技 术 赋 能 红 色 旅 游 使 红 色 文 化 价 值 观 输 出

模式兼备多样性、生动性等特征。在We b3 .0技术支持

下，红色旅游景区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利用新媒体和

新技术将红色旅游景区打造成数字化虚拟现实体验馆，

当前，Web3.0技术已在红色旅游中得到实际应用。一些

红色旅游景区运用Web3.0技术对红色资源进行深度挖掘

和创新展示，通过“云展览”和“云导览”等形式，以

3D/4D技术重构历史场景，通过VR、AR等技术增强互动

体验，打造沉浸式体验，赋予红色资源叙事功能；一些

景区运用数字技术，对景区讲解系统、参观游览系统、

引导同学们以全新的视角深入了解长征历史，感受长征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