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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维度的信息传递，而是一种巧妙融合了“线下实体

体验+线上虚拟游览”的双轨并行策略，极大地拓宽了红

色文化的传播渠道与受众范围。通过构建“角色实践-角

色感知-角色认同”的递进式认同路径，引导受众以全新

的视角深入了解长征历史，感受长征精神，从初步接触

红色文化符号，到深化情感体验，最终激活内心深处的

文化认同与价值共鸣，这一过程不仅促进了红色文化的

深度传承，也为红色文化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与

更强大的吸引力。

价值：Web3.0与红色旅游融合的现实意义

一 是 推 动 红 色 旅 游 经 济 发 展 。 W e b 3 . 0 平 台 实 现 了

创新技术与红色旅游的融合发展，能够有效发掘和整合

文化资源。通过深度整合红色文化资源与Web3.0技术，

创新性发掘、整合、呈现红色文化资源，提升游客的关

注度和参与感，为红色旅游经济带来显著增长效应。此

外，Web3.0平台还扮演着文化传播与乡村振兴的双重角

色。一方面，它能够为红色文化提供广阔的传播空间，

使这些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的文化资源得以在更广泛的

范围内被认知与传承。另一方面，借助Web3.0平台的流

量效应，革命老区的农产品、文化旅游等产业也将获得

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与乡村振

兴有机结合，推动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

二是促进红色旅游资源保护与利用。在保护与传承

层面，Web3.0技术以其精准度高、覆盖面广的特点，能

够对红色旅游资源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记录与保存，

从而在精神维度上激活文化内核，为红色文化的赓续与

弘扬提供坚实而永续的载体。数字化手段的应用，不仅

确保了红色文化资源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更为其传承与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先进技术，Web3.0平台能够深入挖掘红色旅游资源的潜

在价值，推动其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有利于提升红色旅

游资源的吸引力与影响力，更在促进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展现出巨大的潜力。

三 是 增 强 红 色 文 化 传 播 的 广 度 和 深 度 。 W e b 3 . 0 技

术使红色文化跨越时间和空间限制，能够在更加广泛的

层面实现传播目的。同时Web3.0平台还为红色文化的传

播提供了更为多元、丰富的形式和内容，数字化展览、

虚拟现实体验等创新形式增强红色文化的吸引力和延展

度，在保持红色文化原有精神内核的同时，构建生动情

境和历史场域推进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赓续。

结　语

W e b 3 . 0 技 术 为 红 色 旅 游 的 创 新 发 展 提 供 了 新 的 思

路 ， 在 时 间 和 空 间 上 拓 展 了 红 色 文 化 的 塑 造 力 和 影 响

力 ， 以 更 加 创 新 的 维 度 拓 展 了 红 色 文 化 资 源 的 展 示 方

式，有效提升了红色旅游的体验质量。在未来发展中，

继续深化Web3.0技术与红色旅游的融合创新发展，更加

注重文化传承，整合并优化红色旅游产业链，推动红色

旅游内涵式发展，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

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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