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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色文化资源是我国特有的资源，是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在促进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多方价值。通

过实地调研及线上访察、线上数据等方式查找梳理江西省赣州市红色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再剖析其中存

在的问题，探析有效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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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re unique to China and advanced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exert various values in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 Through field research, online peti-
tion and online data,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red culture industry in Ganzhou City, Jiangxi Prov-
ince is searched and sorted out, and then the existing problems are analyzed to explore the effec-
tive development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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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先

进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红色文化是一种重要资源，包括物质文化和非

物质文化[1]。 
文化产业属于社会文化中的经营性文化部分，是文化经济属性的集中体现，一般是指从事文化产品

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可将其定义为：以生产和经营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为主要业务，以

创造利润为核心，以文化企业为骨干，以文化价值转化为商业价值的协作关系为纽带，所组成的社会生

产的基本组织结构[2]。 
综上，红色文化产业是文化产业中一种特殊的经营和表现形式，指依托红色文化进行的文化产业活

动。 

2. 赣州市红色文化产业发展优势 

2.1. 红色文化资源丰富 

江西省是红色文化资源最为密集、红色旅游景点等级最高的省份之一，其中赣州市红色文化资源尤

为突出，拥有革命年代留下的丰厚红色文化遗产，为发展红色文化产业提供得天独厚的优势[3]。 

2.2. 政策驱动力量较大 

国家层面、江西省、赣州市及其下辖各县党委和人民政府均由出台相关政策，以大力支持红色文化

产业的发展。赣州市政府出台相关保护规划，助力保护红色文化资源。2019 年 3 月 28 日，江西省第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了《赣州市遗址保护条例》[4]。该条例涵盖了革命遗址保护对象、保

护制度、合理利用、维修资金等内容，为赣州市各地保护革命遗址提供了一定的法律支持以及引导作用。

规划指导发展《赣州市“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提出完善现代旅游体系，做强红色旅游，建设

红色文化传承创新区[5]。同时，赣州市政府引进大型红色文化产业项目，即红色文化高科技文化主题公

园——赣州市方特东方欲晓公园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开园。 

3. 赣州市红色文化产业现状及困境分析 

此部分主要从红色文化产业中的红色旅游、红色餐饮以及红色文创产品方面来进行分析。 

3.1. 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创新 

赣州市红色旅游无鲜明特色，缺乏游客的参与性与互动性；创新力度不足，“红色+”发展模式有待

拓展。赣州市的红色旅游景区虽然多，但是各地所推出的旅游热点、形式大同小异，不同旧址的特定文

化内涵没有得到充分展示。故容易出现游客游览一地便打道回府的现象。且尽管赣州市红色旅游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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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传播资源间呈现一定的融合趋势，但总体上仍然难以“独挑大梁”。迄今为止，赣州市场中的发展

模式呈现“大传统 + 小创新”的特点。“大传统”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景区产业链扩展仍然以“红 
+ 绿”(红色旅游 + 绿水青山)为主要模式。②纪念馆的参观学习、演艺汇演仍然是旅者在红色景区的主

要活动，缺乏创新。因此来到红色景区观游的群体回访率会较低。“小创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红 + 古”(红色旅游 + 古村落)、“红 + 乡”(红色旅游 + 美丽乡村)模式虽日益受到重视，但相关项

目占比比较低。②模拟感受层面探索不深，对于互联网+、IP 打造仍欠缺方式与方法[6]。 
红色文创产品品种雷同，缺乏新鲜感，产品开发缺乏新意。各地文创产品跟风严重，制作雷同，

缺乏创造性和想象力，失去了文创产品内核力。如仅仅把红色文化场景印制在丝巾、抱枕、T 恤、茶

具等物品上，只是对文物实体进行了模拟复制；部分产品与旅游纪念品十分相似，实用性和创意性不

强[7]。 

3.2. 开发方式不当 

开发程度不适中。部分红色景点存在未充分开发或者开发过度，从而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一是早

期“先开发后保护”的理念导致红色旅游景点遭到破坏，无法修复；二是红色旅游如火如荼地开展，赣

州市接待的红色旅游人次猛增，大量游客的到来以及为满足游客需求的商业街在红色旅游景点大肆开发，

当地环境不堪重负；三是在某些较为偏远、落后的乡村中，村民对相关未开发的红色遗址(如村落)的修缮、

维护意识薄弱，任由其衰败。 
低俗、过度娱乐现象突出，缺乏思想力度。这一特点在红色旅游方面表现突出。赣州市的许多红色

景点都存在以下问题：虚造历史场景、历史建筑以及历史器物的不良现象；建设不伦不类的游乐场，与

庄严的革命遗址的氛围相违和；红色旅游讲解词与革命史实不符，传递错误信息；垄断经营或强行兜售

花篮、花圈等悼念品牟取暴利；景区人员以“忆苦饭”为噱头，提供与实际价值不符的餐饮[8]；部分纪

念馆、纪念碑注重表面工作，忽视文化内涵，愈建愈气派、愈建愈高，等等。以上所提及的现象，都与

发展红色旅游文化的初衷相背离。 
“红色资源搭台，经济唱戏”，过度商业化、消费化。发展经济是某些红色旅游景点的实质性目的，

红色传统却往往被忽视。受到市场利益的驱使，某些商家将红色文化资源作为谋求利益的手段。许多红

色景点商业化味道过浓，如强行添加某些异于红色景点本身美感的建筑、与红色景点没有联系的消费项

目等。商家在生产红色文创产品时，仅仅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忽视其内在精神内涵。甚至部分红色文创

产品制作粗糙、不精美，产品本身难以激发观众购买欲，商家借助“红色标签”售卖这些产品，抹黑了

赣州市当地总体红色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及现状。 

3.3. 政策支持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善 

交通设施的不完善现象突出。对于红色旅游来说，交通的不便不利于赣州市红色旅游的游客体验感

大打折扣。赣州市的红色旅游景点从宏观角度来看分布较为密集，从微观角度来看大多零星分布于各个

村镇之中，远离交通便利的城区。这意味着游者必须深入乡村、郊区，才能真正做到“旧地重游”。一

方面，赣州市市区和各县城区前往乡村路途上花费的时间会较长，游客耐心有限；另一方面，各个乡村、

甚至是各县之间没有规划的统一旅游交通干线相连、相通，游客观赏的连续性大大受损。对于红色餐饮

来说，交通的不便使得红色餐饮的传播力度十分有限。江西省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地形闭塞，与外界

交流少，但是各大交通线路又有待健全，不利于游客乘车游览，了解红色菜肴，难以传播特色红色菜肴。 
政策不完善，财政支持资金不足，官方缺乏宣传。对于红色餐饮来说，由于社会辨识度低、政府机

关不重视等，商家无法盈利、政府不加强建设，许多优秀红色菜肴受众面狭窄。对于红色文创产品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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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者与市场对接不足，缺乏文创产品的营销经验。开发文创产品没有国家专项基金支持。目前国家对

文创产品开发相关扶持政策不够完善，不利于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 

3.4.市场受众主体有限 

三个产业都存在市场受众主体狭窄的问题。红色文创产品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没有尊重遵循市场规律，

零售价定位过高，未做到让大众买得起、买得到这一评定标准。由于当前红色旅游突出“红色特性”(特
定的革命历史)，比较能激起有年代经验的中老年群体的特定回忆加之，年轻群体追求游客体验，红色旅

游较少受到年轻群体的青睐，故而中老年群体为红色旅游产业主要消费受众[9]。而红色餐饮的这一问题

宣传不当、知名度不高：一是传播内容陈旧。当今消费人群以年轻人为主，一味守旧，不加以创新，难

以受到当今年轻人的欢迎。二是传播策略以图文为主，缺乏灵动互动性。现今传播方式以文字和图片结

合为主，以静态的叙述性、描述性方式，向观者传递文化信息。这属于间接传播方式。间接传播中，需

要观者自己捕捉图文信息，图文处于“等待”被阅读状态。这使红色菜肴文化大打折扣[10]。 

4. 赣州市红色文化产业发展困境的解决路径 

4.1. 改进推进红色文化产业依托发展的配套基础设施 

政府以及各部门应结合现实实际情况，在启动建设前实地调研，结合各乡镇问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制定出红色文化产业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争取在建设时缩小误差、提高效率。如建设红色旅游景点前，

对当地红色文化背景、行业竞争格局、行业发展概况进行分析，努力实现效率最大化、发挥红色文化产

业教化大众的作用。 

4.2. 利用好网络促进红色文化产业线上发展 

4.2.1. 打造红色文化产业宣传矩阵 
要求各网站设置专栏。要求各网站利用数字传媒技术，对红色革命圣地、人物形象进行加工再处理，

例如模拟复原当时的情形，精心展示在革命战争时期有关的战场遗址，革命史的展览馆、纪念馆、人物

英雄事迹等，使网页浏览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更易于他们理解红色岁月的艰苦、豪迈和震撼。 
加入网络连接。制作上传精良的革命圣地、文物宣传片并结合现代元素，通过网络链接，将其搬上

屏幕，进入网民视野使其体现出更高的人文价值。各大网站必须结合自身特点，打造“红色名片”，例

如，制作人物宣传片，将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抗美援朝时期涌现的英雄人物形象，以密集

网络链接的形式，进行地毯式宣传。 
置于网络主页的醒目位置。要求各网站组织力量，将战争时期的文物集中整理拍成记录宣传片放在

网络首页，激活红色记忆。 
打造专题红色网站。如“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网”“红色经典艺术大讲堂”课程网站、“红色经典影

视作品赏析”网站等信息教育平台，通过红色经典读书心得、红色经典作品推荐、红色影视作品点评等，

营造浓厚的红色经典文化氛围。 
开创运营微信公众号、微博、大众点评等社交资讯平台账号，大力宣传红色文化产出成果，提高其

利用率，扩大红色文化影响力。 

4.2.2. 开展红色文化网络大赛 
开展知识大赛。围绕红色基因、红色文化主题，开展类似于《一战到底》这样的知识竞答类节目，

促进网友通过参与竞赛，了解更多的知识以及宝贵的红色精神；开展类似于《我是演说家》这样的演讲

类节目，让广大网络受众通过自己演说或是听他人演讲的方式，讲好中国革命故事，听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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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红色文化视频制作大赛。设置有关传承红色基因议题，筛选精品，组织比赛，重奖优秀作品，

激励后来者连续创作的同时，潜移默化地使人们增进对红色基因的了解和传承的自觉性。 
开展红色文化动漫大赛。政府有关单位可以组织各大网站，举办以革命战争时期的人物或经典故事

为原型的红色动漫主题大赛。 

4.2.3. 制作上传精品影视、动画视频、快闪视频 
制作上传精品影视、动画视频、快闪视频到移动互联网、微博、微信这些新媒体平台上，以此加大

精良影视作品在网络空间的传播。同时，也可以创建一些以传唱红色歌谣为主体的公众号，让广大网民

深刻体会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创建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动漫，以红色故事、红色人物、红色历史为主

题，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上传到网络空间。 

4.3. 加强政府管理 

4.3.1. 红色文化资源保护方面 
第一，形成完整全面的“红色档案资源 + 赣州市红色文化产业”模式。红色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以

红色档案资源为依托；红色档案资源可以转变为经济资源，实现经济方面的创收。因此，想要推动赣州

市红色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要建立起完整的红色资源档案。充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建立完整的红色

资源档案，要求赣州市政府成立高级别工作小组，对赣州市各地的革命遗址进行全面普查，通过实地走

访、无人机航拍等方式，对每个红色革命遗址以图片、视频、文字等多种方式记录在案，并且定期加以

实地检查保护现状[11]。 
第二，出台相关法规，规范红色资源开发行为。禁止先开发后保护或只开发不保护的现象的出现，

推进红色资源可持续利用；合理有效限制红色旅游景点商业街等设施的建设，以免当地环境不堪重负；

以相关政策法规为指导，在旅游高峰时期，各景点可以针对火爆的旅游景点，根据实际能够接待的旅游

人次，实行放票预定式的管理。 

4.3.2. 制度支持方面 
第一，建立红色文化人才培养体系，牢牢夯实红色人才队伍。 
建立一支业务精、能力强、素质高的、促进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宣讲管护队伍。针对赣州市红

色文化的知名度并不高的现状，建立一支高专业水平的、走出赣州市的红色文化讲解队伍迫在眉睫。举

行相关讲解比赛、选拔有一定宣讲基础的人才进行定向培养是目前较快的解决途径。同时，市政府及相

关部门积极举行中小学红色宣讲活动，推进宣讲队伍在中小学生中扩招，既能定向培养宣讲人员，又能

提高参与到其中的学生的综合能力。 
出台红色文化人才引进细则。扩充红色人才队伍，政府应当加强财政支出，出台红色文化人才引进

优惠政策，提供更多的红色文化岗位，吸引更多的拥有赣州市本地或临近地区的大学毕业学子返乡就业，

加入到这支红色文化人才队伍中来，减少当地人才严重流失的现象。 
加强在职红色文化人才的业务培训，提高已有的红色文化人才队伍的创新力。推进赣州市红色文化

产业的发展，需要持续的创新能力，在红色文化队伍高精人才扩充艰难的现状下，坚持提高在职红色文

化人才的业务水平必不可少。 
第二，健全管理机制，凝聚发展合力。 
成立高规格的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工作领导小组，或建立红色文化遗址保护联席会议制度，协调

解决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及其管理方面的重大问题；设立红色文化遗存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为红

色文化遗存保护工作提供咨询、论证、评审服务和专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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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促进赣州市红色旅游发展的建议 

4.4.1. 推进红色文化于地方特色文化深入结合，增加红色文旅特色 
在优化目前以“红 + 绿”为主导的旅游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各红色旅游景点所在地区的实际情

况，大力推进“红 + 古(古村落)”、“红 + 俗(民俗风情)”和“红 + 乡(美丽乡村)”的有机融合发展，

推进全域旅游的发展。以红色文化为引领，着力打造“红色故都”“江南宋城”“客家摇篮”“阳明圣

地”四张文化旅游底牌，以此应对红色旅游同质化现象突出的问题。具体做法如，在红色景点安排客家

文化汇演、客家服装设计展览、客家餐饮品尝等活动，提升红色旅游吸引力，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 

4.4.2. 增强游客红色旅游互动性、参与性和体验性，丰富游客的红色旅游体验 
推进“高科技 + 红色旅游”模式深入发展。积极和各国知名特色旅游科技企业合作，引进自主朗读

亭、VR 骑行、3D 打印、全息影像等创新设置。如在赣州市的一些展馆内安装 VR 设备，创建与红色历

史故事相关的虚拟世界，模拟再现革命先辈真实存在过的生存环境或构想类似历史环境，给游客带来切

身体验，深入了解景区内在历史文化内蕴。 

4.4.3. 推进红色旅游景点增添潮流化、年轻化因素 
以不过度商业化、娱乐化为前提，在红色旅游景区增加一些年轻群体喜欢的娱乐设施。如开设一些

剧本杀体验场馆，在尊重红色历史的前提下，将一些红色故事改写为相应的生动的、有趣且有教育意义

的剧本，吸引更多的年轻群体参与其中。从而有效缓解现阶段赣州市红色旅游市场主体有限、以中老年

群体为主体的现象。 

4.4.4. 推进赣州市红色“云旅游”的发展 
“云旅游”是指通过强大的云计算技术，把景区的导览、导购、导航等功能整合到一个智慧旅游平

台上，为游客提供即时性的互动式、全资讯的智慧旅游新模式[12]。红色云旅游可以突破传统线下旅游的

弊端，促进红色资源在线共享，让游客足不出户，就能达到身临其境的视觉体验。且疫情当前，“云旅

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一些红色旅游景点的运营压力。具体的开发路径如：①借助大数据、通信技

术等，对赣州市各地的红色景点进行数字化处理，形成一个全面化、立体化的“云展厅”，方便游客从

正规网页渠道在线重温红色记忆；②建立健全新媒体短视频平台运营方案。各景点精准定位自己的宣传

理念、重点，紧跟时代特色，定期拍摄具有创新性的宣传短片，在具备一定的流量之后，可以通过直播

线上讲解红色景点特色、介绍相关文创产品[13]。 

4.4.5. 培育官员红色旅游形象代言大使 

在结合“粉丝经济”和“个性化消费”的背景下，选拔一些政府官员充当特定地区旅游形象大使，增强

红色文化旅游品牌说服力。四川甘孜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刘洪，凭借多条在甘孜美丽山川风景下的武侠变装

视频实力出圈，成为一名为家乡代言的网红达人，一度将推广甘孜旅游带上了热搜，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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