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72024 年第 6 卷第 01 期

红色旅游资源融入乡村振兴的策略研究
——以邵阳地区为例

张雪敏 

（邵阳学院，湖南 邵阳 422000）

摘要：红色旅游作为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旅游形式，近年来在推动乡村振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邵阳地区为例，

这片革命老区不仅蕴藏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还面临着乡村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对此，本文在深入剖析邵阳市红色文化旅游现状的

基础上，阐述红色旅游资源融入乡村振兴的意义，进而提出有效融入对策，以期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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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如何挖掘和利用乡村特色资

源，打造差异化发展路径，成为各地探索的热点。邵阳地区作为

湘西南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是湘南地区

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全国著名的红色革命老区，在全

国革命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如何依托丰富

的红色资源，将红色旅游资源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实现红色旅游

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邵阳地区拥有丰富

的红色旅游资源，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事件遗址、革命纪念馆、英雄故

居等。这些红色旅游资源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

重要载体，也是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依托。

一、邵阳市红色文化旅游现状

（一）红色革命遗址遗迹情况

在抗战时期，邵阳地区不仅是最早成立党组织的地方，红军

长征途中的主要枢纽，也是湖南抗日救亡中心之一，更是广大革

命先烈英勇奋战的主要阵地。因此，在中共革命发展历程中邵阳

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也留下了许多红色文化遗产、遗址。邵阳

地区的红色旅游资源具有独特性，从不同角度来看，都是全国的

红色旅游资源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红色文化资源作为一种特

殊的资源，其内涵具有多样性，既可以是传统文化遗产，又可以

是革命历史事件；既可以是实物形式，又可以是精神财富；既可

以是物质形态，又可以是非物质形态。通过对邵阳地区红色旅游

资源的开发，不仅能够增加游客在当地的旅游体验和学习乐趣，

而且也能够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因此，将

红色旅游资源与乡村振兴相结合不仅有助于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

水平，还能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支持。

据《湖南省革命遗址普查报告》显示，邵阳地区共有 170 个以

上革命遗迹，其中，18 个革命遗址保存完好，60 处保存良好，26 处

保存状态一般，35 处保持状态差，31 处保存状态比较差，29 处革命

遗址损毁。另外，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有 1 个、

12 个、5 个、29 个，123 个未定级，省级教育基地有 3 个，市级教育

基地有 4 个，县级教育基地有 15 个。另外，邵阳境内其他类型遗址

共有 23 处，其中 2 处重要机构与重要历史事件，8 处人物活动纪念

地与重要历史事件、7 处重要人物故居、1 处烈士墓，5 处纪念设施，

1 处损毁遗址，其中被列为省级、市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别有

1 个、2 个、6 个，有 4 个被列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二）红色文化旅游开发情况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提出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品牌，将红色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有机融合，使邵阳成为“湘西南红色旅游胜

地”。2019 年，邵阳接待国内旅游者 5608.64 万人次，接待外国

及港澳台旅游者 8.1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521.76 亿元。

二、红色旅游资源融入乡村振兴的意义

（一）有利于营造良好的乡村生态环境

近些年，生态文明建设已被纳入“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总体布局，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美丽中国”建设进程，也

将其放到突出位置。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应与乡村振兴建设实

现同频共振，还要对当地红色旅游资源展开深度发掘与大力保护，

持续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营造良好的乡村生态环境，提升乡

村内部治理水平，注重强化村民环境保护意识，充分发挥乡村旅

游经济发展的明显优势，确保乡村红色资源更加具有活力。营造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需求，也是

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建设“美好中国”的关键所在。在乡村振兴

战略背景下，邵阳地区通过开发红色旅游资源，一方面可以保护

当地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质

量和生活水平，增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红色旅游资源

所在地的邵阳地区，在开发过程中需要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在推动

当地经济发展过程中，还需要注重对当地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和

保护。通过开发和保护红色旅游资源，可以有效推进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邵阳地区开发红色旅游资源，不仅有利于推动当地经济

发展，而且也能够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所以，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邵阳地区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则可以塑造良

好的农村风貌，进而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有利于优化革命老区产业结构

组织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以及产业振兴等

均属于乡村振兴，通过红色旅游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可以使红色

旅游成为促进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等重要力量，进一步优化革命

老区产业结构。革命老区多分布在乡村地区，并且其中蕴含比较

丰富的红色资源，将红色旅游资源与乡村革命老区发展相结合，

能够增加更多文化因素，使其旅游形态更加多样化。旅游业作为

第三产业，在将红色资源转换成红色旅游景区的时候，可以为当

地村民创造比较多的工作机会，促使革命老区由侧重第一产业转

向第三产业发展，由此确保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实现协调发展。

与此同时，邵阳地区红色旅游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会衍

生出吃、住、行、游、购、娱等消费行为，不断优化革命老区的

产业结构，带动当地经济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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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红色旅游资源融入乡村振兴的有效对策

（一）丰富旅游内容，提升旅游吸引力

在乡村振兴战略下，邵阳地区通过深入挖掘红色旅游资源的

内涵，不仅能够传承和弘扬革命精神，还能显著提升旅游产品的

多样性和吸引力。第一，开发红色文化创意产品。依托红色文化

资源，开发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的创意产品，如红色

主题纪念品、手工艺品、文化书籍等。这些产品不仅能满足游客

的购物需求，还能作为传播红色文化的载体，进一步扩大邵阳红

色旅游的影响力。第二，举办红色文化旅游节庆活动。定期举办

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旅游节庆活动，如红色文化月、革命故事会、

红色歌曲大赛等。通过这些活动，不仅可以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

还能增强游客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升邵阳红色旅游

的整体吸引力。第三，推动红色旅游与教育融合。加强与学校、

教育机构等的合作，将红色旅游纳入学生的社会实践和爱国主义

教育体系。通过组织学生参观红色遗址、聆听革命故事、参与红

色文化体验活动等方式，让学生在旅游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传

承红色基因。这样， 邵阳地区将能够进一步丰富红色旅游内容，

提升旅游综合吸引力，推动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发展。

同时，这也将为邵阳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促进当

地经济社会的全面振兴。

（二）合理利用现代科技，创新红色资源开发形式

邵阳地区中的红色旅游景区多数是独立的，而且主要以物品

展示、图片等方式提供导览服务，但不宜长期停留传统的导览形

式，可以利用现代科技优势，构建智慧旅游模式，不断丰富红色

旅游景区导览形式。例如，红色旅游景区结合已有的红色旅游资

源，利用信息技术开展专属小程序、旅游应用 APP，游客可以登

录 APP、小程序购买景区门票、规划旅游路线、预订餐饮住宿等

一系列活动，同时也能通过这些渠道了解景区相关情况，增强游

客的期待感，并产生强烈的游览欲望。另外，邵阳地区景区也可

以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在景区内部增设 VR 体验区，如，八路军

驻湘通讯处旧址景区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创设当时的工作情境，

让游客产生置身其中的感觉，并推动景区朝虚拟化方向发展。此外，

邵阳地区景区应该主动与大型旅游平台（携程、去哪儿等）构建

合作关系。红色旅游景区多分布于农村，景区为了实现智慧旅游，

应该进一步加强乡村网络基础建设，最大限度增强消费者的旅游

体验，进而推动邵阳地区乡村经济高速发展。

（三）开发精品红色旅游线路，提高景区知名度

邵阳地区拥有比较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其中不仅有名人故

居、革命遗址等类型，也包含其他类型的红色旅游资源，景区应

该充分利用当地红色旅游资源，并对其进行合理开发与保护，推

出较高知名度的红色旅游路线，提升红色旅游景区知名度，推动

邵阳地区红色旅游实现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通常情况下，

红色旅游资源较为单一，难以形成较大的经济效益，而通过红色

旅游线路，则能突破地域局限性，将各个红色旅游景区结合在一

起，形成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例如，邵阳地区可以制定以下路线：

第一，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通过当时的旧貌重现、文物陈设

和宣传展板等，来访者可以重温历史，接受红色教育；第二，塘

田战时讲学院，塘田战时讲学院以抗日救国为中心，不仅在学生

中发展革命力量，同时还组织举办民众识字班以提高老百姓的文

化素养，并积极发动乡村群众加入抗日队伍；第三，武冈市中山堂，

游客在游览中能感受到“抗敌御辱、烽火亮剑”精神，不断提高

广大游客的爱国情怀和思想道德修养，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

传承红色精神。第四，雪峰山会战旧址，湘西会战最后一仗主战

场为怀化溆浦县的龙潭镇、温水乡和邵阳市洞口县的高沙、江口、

青岩、铁山一带。战役以日本军队战败而结束。湘西会战的胜利

标志着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 。第四，幸福村红

色革命旧址，新宁地处湘桂交界边际，是一个以“旅游立县”为

发展战略的革命老区县，也是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县、省级全域

旅游示范区，境内文旅资源质高品优，红色遗址遗迹非常丰富。

（四）凝聚多元主体，实现乡村共同富裕

首先，邵阳地区应该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政府应该立足

乡村振兴政策、要求等，做好红色旅游发展顶层规划，吸引更多

的旅游从业人员，系统开展人才培养活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另外，政府也应该从政策体系制定、发展规划设计、财政税收支

持等着手，做好整体规划，建立市场主体准入退出机制，进而有

效规范邵阳地区红色旅游市场。第二，激活旅游企业的带动效应。

旅游企业应该把重点放到业态融合上，对农村文化、特色农产品

的价值展开深度发掘，并将邵阳地区特征融入其中，开发形式多

样的红色旅游产品，为村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三，充分发

挥社区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互助功能。在实践中，邵阳地区要

充分发挥社会团体约束和规范功能，理性监管旅游企业运营情况，

基层党组织、社会组织等也可以向旅游企业提供非营利指导服务。

第四，充分调动村民参与积极性。邵阳地区村民要主动把握发展

机会，通过多元渠道提升自身的创新创业能力、信息化素养等，

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发展民宿、农家乐、采摘农场，拓宽村民经

济收入渠道。同时，村民还应该饰演好红色文化传承者、守护者、

讲述人等角色，既能达到发扬与传承红色文化基因的目的，还能

够为红色文化旅游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又为部分村民提供了就业

岗位，形成多赢局面。

四、总结

总而言之，邵阳地区在推动乡村振兴进程中，应充分发挥红

色旅游资源的独特优势，通过丰富旅游内容，提升旅游吸引力；

合理利用现代科技，创新红色资源开发形式；开发精品红色旅游

线路，提高景区知名度；凝聚多元主体，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等对策，

推动红色旅游持续健康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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