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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红色资源赋能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以长株
潭革命老区为例，针对现阶段老区红色资源价值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推进红色内涵挖掘深入化，推动融资投资渠

道多元化，探索旅游发展模式特色化，实现人才储备专业职业化，深耕宣传模式人工智能化，从而助力革命老区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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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红色资源助推乡村振兴的价值
意蕴

据不完全统计，革命老区大多分布于乡镇，

老区乡镇占全国乡镇的比例达６１％。２０２１年是
实施 “十四五规划”、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并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第一年。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审议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对新发展阶段优先发展农业农

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总体部署。２０２１年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

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

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同时，国家乡村振

兴局的成立标志着 “三农”工作重心将实现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

红色资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

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激活党性教育的源头

活水。它蕴藏着我们 “从哪里来”的精神密码，

标注着我们 “不忘初心”的精神坐标，树立了

我们 “走向何方”的精神灯塔。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０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指出，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普及

党史知识，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

基层、深入人心，红色基因的传承已成为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如今，红色文

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给我国革命老区带来了巨大

经济收益，愈来愈多的地区将红色旅游定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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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扶贫及乡村振兴的战略高度。因此，研究

红色资源同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耦合发展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持续增强民生福祉、提升

红色文化认同感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长株潭革命老区红色资源基本情况

长株潭地区作为中国红色旅游核心品牌旅

游地，是我国最早开发的红色资源地之一，历

史悠久，文化多元，其红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据 《湖南省革命遗址普查报告》显示，湖南省

革命遗址普查共查明各类遗址 ２０９５处，长沙
２７５处，株洲市１５８处，湘潭市９４处，其中长
沙市最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留下了历史遗

址；湘潭市的革命遗址，是以毛泽东故居为代

表的红色系列资源；株洲市的革命遗址则多产

生于井冈山时期。长株潭各地革命老区红色资

源积极发展与整合，例如，伟人故里 “红三角”

之旅 （长沙—宁乡花明楼—韶山—湘潭乌石），

锦绣潇湘研学之旅 （韶山—湘乡—湘潭—长

沙），大湘东红色自驾之旅 （平江－浏阳－醴陵
－攸县－茶陵－炎陵－桂东 －汝城）。长株潭地
区红色旅游资源质量优良，具有多元性及地域

特点，其红色形象为 “革命摇篮、领袖故里”。

长株潭地区的革命老区红色资源对长株潭一体

化及其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三、红色资源与革命老区乡村振兴耦

合发展的实然处境

（一）革命老区红色资源发展不均衡，经济

贡献程度不一

由于各地区政府重视程度不一以及资源丰富

程度差异，老区各红色资源地开发程度不均衡，

对老区经济贡献程度不一。如以毛泽东故居为代

表的韶山红色旅游区域发展走在前列，红色旅游

被纳入当地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极；长株潭

大部分革命老区红色旅游发展相对缓慢，只将红

色旅游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的补充产业。

（二）革命老区红色项目资金投入短缺，发

展内生动力不足

　　在景区基础服务设施维修工作、现代化设
施的引进、线上线下宣传活动、人员开资以及

资源维护等过程中都需要足够的资金来支撑，

以此来保证整个旅游链的有机运转。大多数革

命老区对当地红色资源的保护、开发及利用不

够充分，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资金投入

短缺。造成此状况一是由于红色资源的开发与

发展一直以来由政府主导，参与市场竞争不激

烈，又因其自身的政治性与神圣性，导致商业

性的投资与规划较少；二是由于红色资源大多

位于乡村，地理位置偏僻，社会资金投入机会

较少，无法带动老区经济发展。

（三）革命老区红色文旅理念滞后，红色资

源利用不高

　　目前革命老区参与红色文旅产业的村民
较少，大多数仍靠农业谋生。村民自思想上

认为红色资源与自身关系不大，对红色资源

相关概念认知较浅，不了解红色资源政治、

经济、文化和历史价值，导致群众在红色资

源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的思想上不统一。老

区未将红色资源同当地特色进行有机融合，

因地制宜拓展新型产业发展模式，红色旅游

产品开发滞后，红色文化衍生品开发几近空

白，收益甚微，因而错失了以红色文旅带动

乡村振兴这一契机。

（四）革命老区专业人才极度匮乏，旅游要

素开发不力

　　革命老区红色资源的开发及管理都需要专
业人才的加入。大多数老区红色旅游景点除讲

解人员、安保人员等，工作人员较少，编制紧

缺，且工作人员多为当地村民，专业人才匮

乏，缺少新血液流入，导致管理滞后，对以发

展红色旅游带动当地乡村振兴这一战略的实施

缺少一定规划，缺乏对红色旅游文化产品的开

发力度。同时，大部分老区红色资源，开发模

式高度趋同，旅游要素缺乏整体配套，主要以

静态观光、橱窗展示、文物陈列为主，景点开

发模式单一化，对老区红色资源的开发缓慢，

没有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的潜在吸引力，缺乏特

色体验教育型旅游项目，同游客旅游消费需求

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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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革命老区宣传模式陈旧单一，产品供

销网络不广

　　长株潭是中国红色旅游核心品牌旅游地、

湖南省红色旅游的中心和基地，是湖南省三大

红色旅游主题区的集结地带，但除韶山毛泽东

故居等景点较为知名，其他老区红色品牌影响

力仍存在差距。如今，互联网发展迅速，消息

的传播速度愈来愈快，对于发展老区红色文化

旅游来说这是拓展知名度以及吸引潜在游客的

有利渠道之一。例如，短视频平台宣传面广、

引流快，但是相关管理者缺少对抖音、今日头

条等短视频平台的重视及利用；近几年网络上

兴起了网络主播贩卖农产品的销售新潮流，但

老区仍以传统售卖方式为主，缺乏对新型供销

渠道的开辟。

四、红色资源与革命老区乡村振兴耦合

发展的应然路径

（一）打造老区红色旅游网红品牌，推进红

色内涵挖掘深入化

政府应深挖红色资源内涵，将当地特色与

红色资源进行有机结合，充分发挥红色旅游资

源的联动效应，打造红色创意产业名品牌。一

是发展 “红色 ＋影视”产业，邀请专家深入挖
掘革命老区红色文化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积极创作展现红色革命精神的影视作品和文学

艺术作品，在提高红色资源地区知名度的同时

加深人们对历史革命精神的感悟；二是打造全

国知名的青少年军训和军事夏令营品牌，打造

融军事文化体验、军旅生活体验、国防教育、

影视拍摄等于一体的红色旅游体验目的地；三

是主动加强与周边革命老区的合作，打造红色

旅游链、老区文旅群，实现以强带弱、资源联

动、共同发展，壮大老区红色旅游体系。

（二）加大红色旅游项目开发力度，推动融

资投资渠道多元化

　　政府应认真研究国家投资导向和省上投资

重点，争取实施红色旅游项目建设，加大经费

投入，允许并鼓励民营企业或组织等民间资金

流入革命老区红色资源领域，灵活应对红色资

源保护、开发及利用的资金缺口和基本需求，

解决资金短缺的核心问题，以此来助力革命老

区红色旅游发展。如可利用 ＢＯＴ模式进行融资
与资产置换，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基础设施建

设强劲需求。红色资源发挥其旅游效应，带动

配套产业发展，带来经济效益，实现部分资金

自给自足的绿色循环状态。

（三）发挥老区居民主观能动性，探索旅游

发展模式特色化

　　根据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的 “产业兴旺”

要求，红色旅游有助于带动当地第三产业崛起，

同时带动手工业等产业的发展，拓展产业融合

发展模式，推进革命老区乡村农业产业与旅游、

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多功能、多维度的

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平台。以韶山毛泽东故居的

景点链为例：毛泽东故居—毛泽东铜像广场—

滴水洞景区—韶山纪念园—韶峰景区，其以当

地特色景点与伟人故居红色资源相结合形成了

当地红旅发展优势，借此生态环境优势，景区

内开发建设红军长征文化体验基地，抓准当地

特色及红色资源特点明晰发展定位，充分发展。

开发建设 “红色旅游 ＋生态旅游” “红色旅游

＋康养休闲”等特色旅游模式。
政府应积极推动老区居民参与红色旅游景

区的环境保护、培训教育和营销管理等工作，

加强其 “主人翁”意识。在政府和相关专家的

引导之下，进行红色旅游发展的利益分配，当

地村民可在红色景点附近自发经营民宿、饭店、

红色纪念品店等，利用红色资源实现个人经济

利益的增收。

（四）聚力老区人民观念升级，实现人才储

备专业职业化

　　政府应聚力老区人民观念升级，推进红色
资源与乡村振兴的耦合理念入耳入脑入心，使

革命老区人民更了解当地历史文化，革命精神，

从而改变当地文化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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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政府应注重对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留住人才、

吸引人才。政府可出台相关利好政策和制度，

如给红色景区工作人员提供福利，比如安排编

制、五险一金等；加强与当地高校交流合作，

提供实习名额，提高当地人才素质；通过开设

招聘考试，选拔引入一大批专业人才；对当地

居民或工作人员进行定期培训，提升当地红色

旅游服务素质；管理人员应找准当地特色进行

深入挖掘并发展，紧跟时代潮流，根据时代趋

势调整服务模式，引进现代化设施，比如 ＶＲ、
ＡＲ等设备，吸引各年龄层的游客，让游客能够
身临其境的感受到革命老区的革命精神，领略

伟人风采。

（五）拓宽老区红色周边销售渠道，深耕宣

传模式人工智能化

　　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人工智能可以及时
收集、存储、分析和预测广大民众的红色旅游

需求和红色价值诉求等信息，并为其推荐切合

自身需求的老区红色旅游景点；通过开设社交

平台公众号、短视频进行红色资源宣传，例如

ＱＱ、微信、微博、抖音等；充分利用网络平
台，邀请网络红人、主播到红色资源地进行宣

传和 “带货”，对红色周边和特色农产品进行网

络销售，开拓经济增收多渠道。通过节日和纪

念日来增加噱头，展开多形式活动，吸引游客

来往。例如在元旦节开展红歌会，在中秋节开

设手工ＤＩＹ小比赛，让游客动手实践烘培各式
各样的月饼小点心，在春季和秋季展开踏青、

秋游等专题活动。将活动与网络宣传结合，吸

引潜在消费群体，提高客源回头率。

红色资源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

中华民族的根基和底色，更是社会主义发展的

立国之本。革命老区具有丰富的红色资源，是

老区振兴发展的优势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指出：“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

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革命老区应充分挖掘

并借助红色资源，积极开发大众文化需求的红

色文化产品，使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得到有效

实现，努力将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

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助力老区在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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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

２０２０－１１／０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５６９９１．ｈｔｍ．

［３］湖南省红色旅游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ＥＢ／ＯＬ］．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ｈｔｔｐ：／／ｗｈｈｌｙｔ．

ｈｕｎａｎ．ｇｏｖ．ｃｎ／ｗｈｈｌｙｔ／ｘｈｔｍｌ／．

［４］贺义宏，吴学东．六安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

用之新思维 ［Ｊ］．皖西学院学报，２０２０，３６（４）：

２２－２６＋３６．

［５］周良发，唐冰冰，陈元晴，等．人工智能助

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 ［Ｊ］．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３６（６）：

６１－６７．

［６］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

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Ｊ］．求是，２０２１

（６）：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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