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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出地方特色，加强红色文旅资源挖掘保护

红 色 文 旅 作 为 文 化 交 流 传 播 的 重 要 渠 道 ， 要 重 视

对其挖掘和保护。第一，要重视红色文化遗产的挖掘保

护。及时对红色旅游资源进行修缮，立足于当地实际，

突出地方特色。红色故事的挖掘要实事求是，对一些历

史细节进行充分论证，客观反映当时中国共产党革命建

设改革的艰难探索和历史成就，传播好中国故事。[4]完善

文物保护措施，建立文物名录保护制度和督察制度，定

期开展文物普查，严格依法保护革命文物。第二，提升

红色旅游景区服务质量。红色文旅发展根本上要满足人

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从红色旅游资源来看，挖掘其中

蕴含的丰富内涵，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红色旅游品牌，

与其他旅游资源相结合，形成多元化的旅游产品体系。

从公共服务体系来看，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注重公共

卫生，做好生态环境建设，优化交通运输条件。布局餐

饮、民宿、娱乐休闲链条式配套服务，推动红色景区提

档升级。

（二）延伸产业链条，深化产业融合促进高质量发展

发 展 红 色 文 旅 一 个 重 要 的 作 用 就 是 带 动 革 命 老 区

人民致富实现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中的重中

之重，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了发展产业的重要

性。第一，深入推进“红色文旅+”工程。推进红色文旅

与现代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形成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做优特

色民宿、文旅街区、沉浸体验、生态农业、智慧旅游等

新业态，增加红色旅游市场的有效供给。[5]第二，开发红

色文化内涵深厚的旅游产品，策划推出红色旅游精品线

路，在旅游中潜移默化地传承红色基因，满足人们的精

神文化需求。鼓励支持文旅企业结合城市内涵，培育引

进创新设计团队，设计推出有城市记忆点的文创精品，

不断增添文旅消费新亮点。第三，将红色文旅与乡村振

兴相结合，带动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吸纳农村劳动

力从事旅游服务，解决就业问题。推出当地农家乐，品

味 特 色 美 食 ， 带 动 农 副 产 品 销 售 ， 促 进 餐 饮 消 费 。 第

四，加强对文旅从业者素质的培养。一是充分挖掘本地

人才。优选本地人员，培训讲解队伍。鼓励农村“五老”

及本村教师、学生群体参与红色旅游点的讲解服务。二是

吸纳引进外来人才。引进和培育乡村旅游项目建设、农家

乐经营、民俗特色餐饮服务、乡村工艺品和土特产品开

发等方面的实用人才，全面提升产业化水平。

（三）应用科学技术，提升红色文旅的数字水平

第一，以科技赋能旅游产业发展，提升红色旅游智

慧化服务功能。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应用

创新，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作用，提升景区的数字化水

平。利用AR（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等技术提高

游客参与度，让红色文化资源“动”起来，营造身临其

境的视听感受。第二，打造红色文旅新IP，提升红色文旅

知名度和影响力。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城市成为网红城

市，其中一点就是利用抖音、公众号等互联网新媒介。

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人数高达10.92亿人，互联网

普及率达77.5%。互联网成为扩大宣传的有力工具。结合

红色文化丰富内容通过创新视频内容，能在最短时间内

覆盖到最大规模用户。旅游经济是眼球经济，通过舆论

热点制造话题提高陕西红色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四）加强教育感召，弘扬红色文旅的育人实效

第一，将红色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红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历史是最好的

教科书，发挥红色文化在立德树人方面的积极作用。政

府有关部门通过召开理论研讨会、演讲比赛等，加强对

本 地 红 色 文 化 的 研 究 。 在 学 习 地 方 党 史 中 汲 取 奋 进 力

量，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决抵制红色文旅中低俗庸俗

恶俗现象。第二，推动红色文旅和教育培训相融合。将

红色旅游点列为党性教育点、廉政教育点、研学旅游点

等，突出红色文旅以文化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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