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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今 年“ 五 一 ”假 期 ，国 内 景 区 重 现

“人从众”模式。2.3 亿人次出游、万亿

消费释放、“云端”活力凸显……不断回

暖的假日经济，让“诗和远方”再次成为

小长假的生动注脚。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

年，随着“七一”临近，红色旅游需求愈

发旺盛。旅行目的地中，红色旅游景

区受到游客热捧，“打卡”革命旧址、博

物馆 、伟人故居成为这个假期最时尚

的选择。

近日，线上旅行平台发布的出行报

告 显 示 ，“Z 世 代 ”（网 络 用 语 ，意 指 在

1995 年至 2009 年间出生的人，又被称

为网络世代、互联网世代）参与红色旅

游的热情空前高涨，占比近 50%。年轻

人成为红色旅游热的生力军。

红色旅游年轻化浪潮已然掀起，是

什么撑起了红色旅游的吸引力？未来

“红色+”文旅产品又靠什么持续“圈粉”？

事实上，红色旅游的火爆，离不开

建党百年整体氛围的烘托，同时也离不

开 近 年 来 红 色 旅 游 资 源 全 方 位 的 开

发。据统计，全国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有

3.6 万多处，文物保护单位革命旧址开

放率超过 93%，革命博物馆、纪念馆总

数超过 1600 家，许多红色景点成为人

们出游的新晋打卡地。

以上数据表明，我国的红色旅游基

本解决了“有没有”“缺不缺”的问题，接

下 来 将 面 对“ 好 不 好 ”“ 精 不 精 ”的 课

题。对于年轻群体而言，传统的观光加

讲解已经难以打动人心，只有把产品做

得有创意、有内涵，才能吸引年轻人的

注意。

今年“五一”前夕，“机票盲盒”成为

社交平台最火的话题之一。花费 98 元

（含税）可以开启一张指定出发地、随机

目的地和随机出发时间的国内机票，众

多 年 轻 人 用 短 视 频 记 录 下“ 开 盒 ”经

历。这种“盲盒经济”还延伸到更多产

业领域，河南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

文博场馆也推出了“考古盲盒”。

5 月 19 日，“兵马俑也忍不住出雪

糕了”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短短一

天时间，收获 3 亿阅读量。连日来，各

大公园出品的冰激凌文创成为文旅界

的新晋网红，“种草”大批年轻人。

“盲盒热”“雪糕热”的背后，反映

了 我 国 年 轻 人 的 消 费 心 理 和 生 活 状

态。他们崇尚个性、体验，喜欢尝试新

鲜事物，希望通过消费来展示和实现

自我价值。对于他们而言，休闲度假

的意义不仅是观光玩乐，也有对文化

的 追 求 、对 个 性 的 表 达 、对 过 程 的 享

受。出游，他们期待获得更有创意的休

闲体验。

我们应认识到，尽管红色旅游产品

逐步在市场竞争中异军突起，但目前红

色旅游大多打出的是传统游览型产品

组合牌，存在同质化现象，相较于其他

旅游产品，暴露出产品内涵深度挖掘不

够、精品景区较少等问题。发展红色旅

游，在挖掘利用好身边红色资源这座

“富矿”的基础上，还要讲好中国故事，

让更多游客体验革命传统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魅力。

“五一”期间，一名高中生在参观完

遵义会议纪念馆后留下一封信，信中写

道：“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

攸关的转折点，我想，在这里参观学习

也是我 18 岁的新起点。我很感激生在

华夏大地，让我有机会扎根这片红色沃

土。我要努力为建设一个更强大的中

国出一分力。”

这是一名“00 后”在一次红色旅游

后简单朴实的表达。年轻人爱上红色

游，彰显了年青一代对国家、对中国文

化的自信。相信，在新的发展阶段，红

色旅游在增强青年家国情怀和厚植红

色基因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让红色旅游更有魅力
■本报记者 单慧粉

年轻人成红色旅
游热生力军

“ 我 们 一 家 人 带 小 朋 友 来 到 泸 定

桥 ，目 的 就 是 想 让 孩 子 体 验 一 下 当 年

红 军 长 征 走 过 的 路 ，实 地 感 受 红 军 的

艰苦卓绝。”“五一”假期，四川成都市

民刘先生专门为儿子规划了一条红色

旅游路线，赴伟人故里缅怀将帅功勋，

到金沙江感受“金沙水拍云崖暖”的惊

心动魄……

和刘先生一家人一样，今年“五一”

假期，红色主题游成为许多游客的出行

首选，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

迎来游客热潮。

《2021“五一”旅行大数据报告》显

示，关键词“红色旅游”在“五一”期间搜

索量环比提升约 7 倍。与 2019 年同期

数据相比，红色旅游景区订单量实现约

375%的增长。“五一”假期前 3 天，福建

龙岩、江西井冈山等多个革命老区接待

游客数普遍比 2020 年同期增长 300%以

上，且超过 2019 年同期水平。

同 时 ，一 个 新 趋 势 备 受 关 注 ：游

客 呈 现 年 轻 化 。 红 色 旅 游 核 心 人 群

中 ，“95 后 ”“00 后 ”占 比 近 50% ，其 中

“00 后 ”的 红 色 旅 游 预 订 量 同 比 涨 幅

超过 630%。

今 年 正 值 中 国 共 产 党 建 党 100 周

年，红色旅游成为年轻游客的旅游消费

新选择。一群群年轻游客怀着虔诚的

心情，或组团、或自驾，前往瞻仰革命遗

址，追寻红色记忆，聆听红色讲解，传承

红色基因。

针对游客年龄特点，各红色旅游景

区也推出一些契合当下年轻人的“新玩

法”。在嘉兴南湖，一家文创专营商店

推出的红色文创产品成功“圈粉”，商店

围绕江南烟雨特色和红船精神设计上

新了 100 多款文创商品，吸引了众多年

轻游客的目光；在广东，各地文旅场馆、

旅行社推出形式多样的红色旅游主题

活动，以互动打卡、情景舞台剧、重走长

征路等创新形式突出沉浸式体验，让年

轻游客感悟红色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在江西井冈山，“红色游+生态游、民俗

游、研学游、乡村游”等旅游新业态，让

红色旅游在年轻群体中焕发出独特的

吸引力。

此外，一些红色旅游景区整合目的

地 其 他 旅 游 资 源 ，尝 试 开 发 新 的 旅 游

产品。

“五一”前夕，来自苏浙沪闽皖 5 省

市的百车自驾游队在浙江丽水展开一

段“红绿之旅”。这场自驾游涵盖生态

山水、红色地标、风味美食、民族风情

等 旅 游 业 态 ，串 起 了 当 地 的 旅 游 产 品

线路。

随 着 红 色 旅 游 热 度 升 温 ，“95 后 ”

“00 后”作为国内旅游市场消费端迅速

崛起并持续壮大的一支队伍，正不断要

求 旅 游 市 场 提 供 更 多 优 质 的 体 验 项

目。可以预见，红色旅游的发展快车道

已然开启。

红色旅游专列成
新的流量入口

5 月 1 日 7 时 ，一 趟 满 载 游 客 的

“ 东 方 红 号 ”旅 游 列 车 从 陕 西 安 康 始

发 ，于 当 日 14 时 31 分 到 达 延 安 。“ 东

方红号”旅游列车以“革命圣地延安红

色大讲堂 ，移动的爱国教育 ”为主题 ，

让旅客走进车厢就仿佛踏上陕北红色

土地。

临近“七一”，一些红色旅游专列悄

然走红。3 月 28 日，全国首趟主题旅游

列车从成都站缓缓驶出，以“重走红色

之 路 ”为 主 题 ，驶 向 红 色 之 城 贵 州 遵

义。专列除了在场景和体验营造上吸

睛十足，还将遵义会议会址、四渡赤水

纪念馆、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等红色教

育基地及相关旅游景点串联起来。旅

途中，还为乘客精心准备了红歌会、红

色故事会、分享入党故事等红色教育活

动。这趟特殊的旅游专列，在微博、抖

音、B 站等以年轻用户为主的网络平台

上，引发了破亿级的关注度，成为红色

旅游景区新的流量入口，在线下也掀起

一股“打卡”热。

今年“五一”前后，铁路部门发挥行

业优势，推出一系列红色旅游专列，吸

引了更多的客流资源，也让人们在游览

祖国大好河山美景的同时，感受红色之

旅的无限魅力。

然而，过去这些优质生态和红色旅

游资源“养在深闺人未识”。“路程太远、

花费时间久”，一度成为红色旅游景区

发展的最大阻碍。近年来，随着高速公

路、高铁的迅速发展，道路逐渐延伸到

景 区 门 口 ，让 这 些 藏 于 深 山 的 红 色 资

源，由“遥不可及”变“触手可及”。

2020 年 12 月 12 日，“郑太高铁”打

通了太行革命老区的交通运输瓶颈，极

大地缩短了老区与全国各地的时空距

离，让红色记忆连珠成线，方便了全国

各 地 游 客 实 地 感 受 太 行 精 神 ；4 月 23

日，兰州铁路局开出首趟“三区三州”红

色旅游专列，途经俄界会议旧址、茨日

那毛泽东旧居、腊子口战役纪念馆、中

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等红色旅游

景点；“五一”期间，贵阳-重庆-广安-

成都首次开行“襄渝环线动车组”，这条

线路串联起重庆、贵州、四川的众多红

色旅游资源。

5 月 10 日，中国民用航空局、文化

和旅游部印发《关于促进民航业与红色

旅游深度融合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支持航空公司在红色旅游地区机场加

大运力投放，增开航线、加大航班密度，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出行需求。

此外，“五一”期间，全国各地旅游

景区还普遍开通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公

交专线，通过举办精品展览和线上线下

教 育 活 动 ，向 市 民 和 游 客 讲 好 红 色 故

事，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

路通则业兴。红色旅游专列的开

通直接带旺了红色旅游景区，既吸引了

广大游客、拉动了文旅经济，又很好传

播弘扬了红色文化，对推进乡村振兴也

具有重要意义。

红色旅游赋能乡
村振兴

由废弃矿山改造成的演出场地上，灯

光绚丽夺目，不时传来隆隆枪炮声……

“五一”假期，夜幕降临，在江西省瑞金市沙

洲坝镇洁源村，200多名村民现场演绎实

景演出《浴血瑞京》，配合现代声光电技术，

生动再现苏区时期战火纷飞的历史场景，

让观众“穿越”回到革命年代的峥嵘岁月。

据了解，今年“五一”假期，瑞金市

共接待游客 90.2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

入约 4.8 亿元。从赣南到赣北，红色旅

游正带动乡村振兴，让越来越多的群众

从产业增值中获益。

红色旅游热度的持续升温，给老区

发展带来新机遇。红色旅游景区大多

位于革命老区，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发

展水平普遍较低。发展红色旅游，以旅

游为产业链实现经济帮扶，不仅在精准

扶贫中发挥了作用，而且是实现乡村振

兴的有效途径。老区通过红色旅游产

业，增加了收入，拓宽了脱贫致富的途

径，按下了乡村振兴的“加速键”。

干蒸农家鸡、河鱼豆腐、五花肉笋

干……5 月 5 日 11 时，福建省上杭县古

田镇，古田会议纪念馆正对面的客家风

味乡村美食馆生意火爆，今年 46 岁的赖

慧华正忙着接待游客。

“坐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旅游饭’，收

入比在外打工强。”赖慧华说，开饭店 20

多年，她看着镇上的环境越来越好，身边

离乡打工的朋友也都回到古田，办起了

农家乐、卖起了土特产，日子越过越红火。

92年前召开的那次会议，不仅成为我

党我军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更为古田

留下了众多革命遗址、革命史料和革命故

事。这些年，古田积极探索“红色旅游+”发

展路径，创新方式讲好古田故事，不断完善

和丰富红色旅游产品体系，进一步提高广

大群众参与红色旅游的积极性和满意度。

近年来，红色旅游对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已经显现：苏家坡

村通过打造红色教育基地、民俗旅游体

验小寨、采摘体验基地等，带动当地村

民脱贫致富；赖坊村发挥红色景点《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写作旧址协成店等

优势资源，推出“云上境”精品民宿；竹

岭村成立“红古田”精准扶贫农产品展

销 中 心 ，展 销 当 地 特 色 农 产 品 和 伴 手

礼，带动 100 多户贫困户增收……

中央苏区文化园、特色研学课程、

干部学院红色教育培训……在古田，红

色旅游项目“生根发芽”，与现有的古田

会议会址、古田会议纪念馆等红色景点

串联成片，形成旅游精品路线，融入古

田全域旅游发展大局。如今的古田镇

“处处是景观、村村是景点”，古田旅游

已成为拉动周边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带来的思考

■本报记者 单慧粉

图①：5 月 3 日，游客在

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参观。

陶 亮摄

图②：5 月 4 日，在上海

中共一大纪念馆国旗广场，

参加“五四”主题集会的青

年们在自拍合影。

刘 颖摄

图③：5 月 1 日，游客在

重庆渣滓洞看守所旧址景

区参观。 黄 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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