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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山水美景，瞻仰红色遗迹，聆

听革命故事……随着时代发展和观念

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在节假日选择有

革命和历史纪念意义的景区作为旅游

目的地，通过红色旅游感悟崇高、净

化心灵，益德益志、升华境界。红色

旅游也以其独特的景致、丰富的内

涵，彰显着无尽的吸引力、感染力和

影响力。

“发展红色旅游要把准方向，核心

是进行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让干

部群众来到这里能接受红色精神洗

礼。”习主席的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述

了红色旅游不只是一般意义上游山玩

水、休闲娱乐，更是一种心灵之旅、思想

之旅、精神之旅，底色是红色，核心是精

神，具有特定的政治意义和文化蕴意。

大国崛起于文明，奠基于精神。红色景

区是中国人的精神高地，红色旅游是重

要的教育课堂，承载着赓续革命传统、

激扬时代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塑造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使命，影响着一代

又一代人。

红色旅游，顾名思义包含两方面内

容：红色，即重温红色岁月，品味红色文

化，接受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

旅游，即观光休闲放松身心。引人入胜

方能入脑入心。红色基因不会自动融

入思想血脉，红色精神也不会自然化为

崇高信念，需要“红色”与“旅游”有机融

合，创新形式，创造亮点，既要有意义还

要有意思，既要有内涵还要有颜值，真

正让人们在红色景致中感受革命战争

年代的意志品格，在沐浴红色文化中感

悟新时代的奋斗精神。

红色资源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每个红色景区都是一座活着的革命博

物馆，一本厚重的历史教科书。纵览祖

国大好河山，红色景点星罗棋布，红色

旅游生机盎然。从西柏坡、井冈山，到

延安、遵义，许多红色旅游景点为了更

好地满足人们多样化、多层次、多形式

的精神文化需求，开发出了军歌嘹亮、

红色运动会、红色趣味游戏、大型实景

演出等一大批旅游产品，发挥了很好的

社会效益、教育效益和经济效益。如

今，一座座新发展起来的红色旅游城

市，一批批知名红色旅游品牌，一条条

经典红色旅游线路，成为人们心目中的

红色向往。

“每一个红色旅游景点都是一个

常学常新的生动课堂，蕴含着丰富的

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无论时代怎

么发展，无论形式如何创新，“红色”

都应是红色旅游的底色与灵魂，是永

远抹不去的精神印记。只有进一步在

红色上下功夫、做文章、闯新路，拓展

内容厚度，开掘思想深度，提升精神

高度，使红色更红、底色更亮，内涵更

深、底蕴更厚，切实为强国强军凝魂

聚气，为民族复兴凝心聚力，红色旅

游才能有品质、有品位、有发展，也才

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工程、文化工

程、富民工程。

发展红色旅游既要有意义还要有意思
■李贤武

国防聚焦

今年以来，山西省长治市依托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开展了传承红色基因系列活动。图为武乡县人武部组织当地小学生到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参观了解抗战历史。

张学敏摄

初冬的浙江嘉兴南湖，湖心岛
上红叶与翠树相融交织，湖面上画
舫与波浪律动荡漾。在湖心岛东南
角静卧着一条画舫，因是党的“一
大”会场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红
船”。寒来暑往，来这儿汲取精神养
分的人络绎不绝。

走进南湖，一幅瑰丽的画卷便
徐徐展开。久经风雨洗礼，岁月更
迭，南湖早已融入厚重深沉的红色
历史，显得格外别致。“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
是在这艘丝网船上秘密召开……”
周末，杭州市民周先生带着孩子洪
洪来到南湖游玩，跟着导游漫步南
湖，从这艘江南画舫追溯党的一
大，到每次党代表大会召开的概
况，我党壮大发展的历史行云流水
般扑面而来。欣赏美景之余，父子
俩收获了难得的国防教育机会。

在南湖岸边的南湖革命纪念
馆，10 多块包含我军军兵种知识、
国防相关法律法规、青年报名应征
程序等内容的展板整齐列放在馆前
广场，在景区的大屏幕上，还播放
着阅兵录像、国防知识讲座等，游
人不时驻足观看。
“来南湖旅游，让人驻足停留

的，是轻烟拂渚、微风欲来的迷人
景色，让人刻骨铭心的，是承载千
钧、生生不息的红船精神。”嘉兴军
分区政委王会能告诉记者，“红船让
游客在接受红色文化熏陶的同时接
受国防教育，是嘉兴军地一直努力
做的工作。”近年来，嘉兴军地携手
成立红色旅游委员会，把红色旅游
景点建设纳入 《市经济社会发展总
体规划》，紧紧扭住红色定位开发建
设南湖红船等景点。

与此同时，嘉兴市国教委将国
防教育课堂有机嵌入红色旅游当
中。他们在各旅游景区设立国防教
育标语牌、宣传栏；在宾馆、饭店
等场所播放红色经典歌曲，摆放印
有革命先烈格言警句的记事卡片，
于无声处感染着来往游客，营造浓
厚的国防教育氛围。

每年年初，嘉兴军分区及其
所属人武部还会同地方宣传、旅游
等部门及时指导景区管理部门对展
览内容、讲解词等进行调整补充，
充实调整革命旧址旅游景点的国防
教育内容，并对红色景点讲解员分
期分批进行国防知识培训，近百名
素质过硬的讲解员被纳入“红船民
兵”宣传分队。每逢重大节日、民
兵整组、征兵和学生寒暑假等时
机，他们就会在各旅游景点开展丰
富多彩的专题教育活动。
“一条船孕育一个伟大梦想，一

种精神开辟一条康庄大道。有人
说，这船不大，但前途远大。红船
因为特殊的历史意义，能发挥国防
教育功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游玩
中有所思考，潜移默化中增强民众
的国防意识，唤起居安思危的危机
感。”嘉兴市旅游委员会副主任周
红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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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南昌，天高气爽。白天，江西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昌军事主题公园
等红色景点人头攒动；到了晚上，慕名前来
“一江两岸”灯光秀参观的人群熙熙攘攘。

南昌市被誉为“英雄城”，是流淌着
中国革命基因的城市。时光穿梭，91
年前的枪声早已远去。今天，漫步于
南昌的大街小巷，不禁为这里浓厚的
革命历史氛围与随处可见的军事元素
感到惊讶——人流如潮的八一广场上
八一南昌纪念塔高高耸立，广场旁边
是车水马龙的八一大道，沿道西行不
足千米就能看见八一公园；乘车从八
一大桥通过，远远便可看见退役的南
昌舰停在赣江大桥上游处……

在南昌，以“八一”为名的建筑比比
皆是，各种军事历史旧址和纪念馆与居
民楼交错而建。南昌警备区司令员陆建
刚说，这是南昌市积极挖掘红色资源潜
力优势，不断创新模式浓厚全民参与国
防教育所带来的可喜变化。

为丰富国防教育内容和载体，近年
来，南昌军地积极打造全新红色文化品
牌，拓展完善国防教育体系。在建军 90
周年之际，他们打造军事主题公园，新建
建军雕塑广场，并对 21处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进行提升改造，将红色资源打造成
集爱国主义教育、国防军事旅游等为一
体的综合旅游景区。

丰富的红色资源，不仅教育了驻军
官兵，更增强了民众的国防意识。纪念
建军 90周年的前一个晚上，南昌万人空
巷，十余万人来到刚改造开放的八一广
场庆祝建军 90周年，许多人在听到军歌
响起时，高呼“祖国万岁！”

今年 10月 19日，世界 VR产业大会
在南昌举行，南昌以此为契机创新国防
教育方式。他们创新现代先进陈列手
段，创建红色网站，引进 360°全息投
影、多通道环幕投影技术等表现形式，
提高国防教育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南
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讲解员孟欣告诉笔
者：“从 8月 1日到现在，每天参观的游
客过万，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
技术手段让观众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这
座城市的英雄气质。”

八一起义纪念馆是不少人了解南昌
的一个窗口。为让游客更好地了解革命
历史，南昌市以八一起义纪念馆为出发
点，打造联通革命摇篮井冈山、红色故都
瑞金、秋收起义策源地萍乡的四地红色
旅游路径，逐步规划形成了一条特有的
红色资源教育链。此外，他们以八一起
义革命事迹为主体内容，不断挖掘红色
文化内涵，建成 26个优质教学点，形成
传播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纵贯江西
的“红色教育带”。

笔者从南昌旅游发展委员会了解
到，仅 2017 年，该市接待旅游总人次达
1.2亿人次，显示了红色旅游巨大的吸引
力，也更坚定南昌市将国防教育融入这
座“英雄城”的决心。
“南昌红色文化厚重，利用红色资源

进行国防教育对培养国民的爱国情怀、
国防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将继续
打造全新红色文化品牌拓展新型国防教
育体系。”南昌市国防教育办公室主任江
赛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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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山西省长治市地图，600 余处
代表革命遗址的红色火炬覆盖全域，跃
入眼帘的图例告诉人们，这是一座名副
其实的“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
馆”。近年来，长治军地联合探索体验
式、基地式、融入式、熏陶式“‘四位一
体’红色旅游+国防教育”模式，将红色
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国防教育和经济
社会发展强势，取得良好效果。

穿越时空，带领游客

“回到”70多年前的战场

城头起硝烟，碉堡被炸飞，八路军
战士飞身从房顶跃下……在观众不时
发出的惊呼声中，抗战实景剧《反扫荡》
在长治武乡八路军文化园上演。逼真
的场景、热情的互动，将游客带入剧
情。演出结束，来自太原的王女士意犹
未尽：“这可比电视剧带劲多了，有意思
也有意义！”

有意思和有意义来之不易！剧组
负责人杨磊告诉记者，故事剧情均根
据历史改编，有据可考，从而保证了
有意义；而有意思则源于演职人员的
倾情付出——为了吸引观众，他们不
断改进剧本、研究舞台特效、锤炼过
硬身手，以逼真的环境、精彩的演出
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给观众带来强
烈感官体验，也使得《反扫荡》成为
游客的必看剧目。记者离开时，剧场
外已有新一拨游客等候入场。
《反扫荡》并非一枝独秀。在长治，

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游客都能找到适
合自己口味的国防教育大餐：由 600多
人参演，以龙湖为幕、山村为台的大型
实景剧《太行山上》；由村民自编自演，
融入魔术特色，展示各种土创地雷的舞
台剧《太行丰碑》；投入数亿元打造的八
路军文化园、游击战体验园……所有的

剧目和平台可以带着游客走进历史，潜
移默化中让游客了解历史、感悟历史。

长治军分区政委艾志军告诉记者，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群众消费观念的改
变，旅游已成为大众休闲娱乐的重要方
式。红色旅游一度存在“重游轻教”走
马观花，或“重教轻游”枯燥乏味的问
题。为找准游与教、乐与学的平衡点，
长治军地展开探索。考虑到现在人们
喜欢特效、网游、穿越等特点，在加强博
物馆、纪念地等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
创新和丰富旅游项目，带着游客“回到”
70多年前的战场，在参与中感受老一辈
革命家的智慧，感受人民战争的伟力，
感受红色历史的真正魔力！

整合资源，开发红色

旅游助推当地经济发展

武乡县大有乡李峪村贫困户郝兰
英没有想到，她在年届 70时竟然有了
一份工作。抗战舞台剧 《太行丰碑》
上演以来，作为当地村民，郝兰英被
优先聘为演职人员，每周只需在家门
口本色出演，年收入就超过6000元。

村党支部书记王竹红告诉记者，李
峪村地处太行山深处，是抗日战争时期
“地雷大王”王来法的家乡。这里地上
无良田、地下无矿产，村民生活比较贫
困。这里是八路军纪念馆到百团大战
王家峪旧址的必经之路，近年来，随着
红色旅游的推进，眼看着一辆辆旅游大
巴满载游客从村头路过，村党支部苦思
冥想能留下游客的致富之招。后来，在
军地有关部门的帮助下，该村融入红色
旅游产业中。他们精心编排了反映王
来法抗战故事的《太行丰碑》《英雄足
迹》等多部红色舞台剧；升级改造“地雷
大王”王来法纪念馆等旅游项目……曾
经的贫困村，搭上红色旅游快车，脱贫

指日可待！
不止李峪村，统计数据显示，仅

今年上半年，长治旅游收入 284.72 亿
元，其中红色旅游占比 40%，已成为
拉动当地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
“探索实践借力红色旅游开展国防

教育的经验路子，是贯彻党中央、习主席
关于传承红色基因、加强全民国防教
育决策部署的实际举措，是蕴含政
治、经济、国防、文化等效益于一体
的政治工程和强心工程，必将更好地
凝聚起强国强军的意志和力量，更好
地助力地方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山西
省军区副政委刘兴安说。
“这是一片红土地，每块土坷垃都

有自己的故事。”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研
究部主任郝雪廷介绍，此前由于缺乏保
护和开发，散落在太行老区的革命遗
址、村民口耳相传的红色故事等曾经濒
临毁灭和遗失。2013年以来，当地政府
将红色资源抢救、旅游开发与国防教育
相结合，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整合红色
资源，加快配套设施建设。各级宣传部
门着力挖掘当地历史、打造老区文化品
牌。他们派专人深入乡村收集整理当
地民歌小调、上党梆子、武乡鼓书、革命
歌曲、革命故事、战争年代的武器和生
产生活用品等，将剪纸、高跷、锣鼓等民
俗元素与红色旅游资源相结合，组织相
关单位和部门自编自导自演文艺节目，
在开发中保护了红色资源，也带动了一
方经济发展。

崇军尚武，红色文

化滋养百姓国防情怀

夏秋征兵，武乡打了个翻身仗，
新兵中大学生占比超过 74%，这让人
武部政委贾志军感慨不已：成绩来之
不易！武乡是国家级贫困县，县城没

有高校，从这里走出去的大学生毕业
后也很少返乡，征集高素质兵员一直
是挠头事。随着“红色旅游+国防教
育”的推进，曾经留不下“凤凰”的
贫困县成了创新创业的热土，一批批
优秀青年回来了。与此同时，在主动
参与红色旅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群
众国防观念不断提升，崇军尚武、参
军光荣在当地蔚然成风。

行驶在武乡县村村通的公路上，
“勿忘国耻，强我国防”“没有国防固
金汤，哪能致富奔小康”……一路上
国防教育标语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长治，公路网拓展到哪里，国防教
育宣传展板就延伸到哪里。他们依托
太长高速公路、太长省道、南沁省
道，制作壁画、群雕和连环画，建成 3
个万米国防文化长廊，创建八路军文
化一条街、八路军文化走廊等红色文
化阵地，在各旅游景点、线路，建立
立体宣传网络，营造出“举步皆是红
色文化，处处展现太行精神”的浓厚
氛围。

与此同时，广泛开展群众性红色
文化活动，武乡八路军文化旅游节、
长治红色马拉松等已形成品牌；扩展
红色旅游景区的教育功能，创办太行
干部学院和太行少年军校，培训 2万
余人，30多所高校在这里建立教学基
地……今夏，首届全国国防教育竞技
大赛总决赛在武乡举行。100余家媒体
参 与 报 道 ， 微 博 话 题 量 达 “600
万+”，互联网端总参与和转发覆盖人
数达 4亿多。红色旅游“换挡”，国防
教育提速，“红色旅游+国防教育”模
式已在长治这块革命热土落地生根，
并枝繁叶茂。

红色旅游“换挡”国防教育提速
—山西省长治市创新方法手段加强全民国防教育

■苗 鹏 王孝波 中国国防报记者 范奇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