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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驿站”项目于四川凉山地区红色经济
及思政教育助力可行性分析

裴维佳　扶　林　曾柏嘉　冯千书

（成都师范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本文将通过对四川凉山地区红色文化发展相关现实进行调查，通过文献、数据分析等方式剖析当前凉山地区红色经济及思想

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对标找到红色驿站项目于四川凉山地区红色经济发展及红色思想教育助力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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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位于四川西南的凉山州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这里自古

就是“西南丝绸之路”的重镇，随着中国文旅事业的发展，凉山

把旅文化旅游定位为首位产业，打造一核 5 区三代多点多线的文

旅康养格局。其中长“征丰碑团结之旅”就是以凉山红色旅游融

合发展示范区，带动红色旅游经济的重要试点。凉山地区拥有众

多 A 级旅游资源，其中红色文化最具特色，这里红色的沃土培育

出了无数的红色文化红军长征过程中经云南巧渡金沙江后进入凉

山，在会理、德昌、冕宁会等县市均留下红军长征的足迹，其中

具有代表性的有会理皎平渡遗址、甸沙关遗址、会理会议遗址；

西昌礼州会议旧址；冕宁县革委会旧址；彝海结盟遗址，从会理

角平度到冕宁彝海这条线路成为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之一，是

凉山州近年红色旅游重点打造和发展的区域。

“红色驿站”项目将以会理到冕宁一线红色旅游资源为背景，

依托当地红色旅游资源，以 5 到 10 年为远景目标进行位于会理、

冕宁、彝海三处红军驿站的建设，每个红军驿站包含红色文化展示、

红色精品旅游线路策划、红色会议及相关活动承办、红色旅游（地

方助农）产品销售、住宿接待，餐饮接待等功能内容。红色驿站

将以当地红色文化作为中心发展相关文化展示，通过文物展示、

视频展示、红色活动组织红色文化推广、红色教育进校园，红色

教育进社区等方式与当地政府机关，学校，社区合作，将红色思

想进行深度传播，为当地思政教育提供推动力。同时红色驿站会

与当地红色文化结合发展，为乡村振兴助力。在未来 5~10 年形成

以驿站为中心的特色红色经济圈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目的

1. 通过研究探索红色驿站在凉山发展的可行性。

2. 通过研究探索红色驿站与凉山地区思政教育助力的方法和

主要内容。

三、研究内容：

（一）凉山地区红色经济发展及红色思想教育存在主要问题

四川凉山地区作为红军长征之路的重要地区之一，其红色资

源丰富，但在过往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红色经济带动地区发展内驱

力不足，红色思想教育方面成果并不突，该地区还是中国贫困发

生率重攻坚脱贫点地区。红色思想教育将对该地区脱贫起到重要

作用，从此立足点出发，对凉山红色经济发展及红色思想教育存

在问题进行调查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红色经济发展存在问题

（1）民众认识不足。经过调查发现 2010 年以来该地区进行

红色经济资源开发主要方式是以安宁河沿线至冕宁彝海一线进行

分点位资源独立发展，凉山地区虽然红色资源较多，但其发生地

均在彝族聚居半山区域，这些区域的彝族同胞们世代生活在此受

教育和文化程度较低，对经济发展没有概念，长期以来向政府等、

靠、要等思想严重，这导致了当地进行红色经济发展推广受到了

一定的阻碍。从这个角度看，红色思政教育在当地的推进是十分

有必要的，只有解放当地民众思想、树立其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通过勤劳致富取掉贫困的帽子才是当地未来发展的坦途。

（2）各自为政，没有联合意识。从总体看凉山州红色文化旅

游资源丰富，但没有制定出一个切合实际情况的发展规划和实施

办法。各县市各自为政，单打独斗自成体系。1 从市场学角度看，

红色经济是必须依附于当地红色资源。而存在的经济体形势，其

主要表现为红色旅游，红色文化等文化性质较浓的行业，以文化

旅游为基础的行业往往市场开拓性较弱，以四川地区旅游数据而

言，主要的旅游形式还存在于自然历史性遗迹旅游红色文化旅游

占比极低。当前各地红色旅游出现的瓶颈均是红色旅游局限，所

谓的红色旅游局限是指红色旅游可驻留人群性较低，由于旅游活

动性质较少不能够有效吸引旅游人群。以四川泸定为例，泸定桥

是长征历史上重要的红色遗迹，也是四川地区发展较好的红色旅

游景点，每年到泸定桥进行旅游的游客数量众多，但其驻留性很

少在该景点驻留平均时长不超过 40 分钟。各地政府在红色资源旅

游开发过程中常常出现打独立牌，各自为政没有联合的市场意识，

于是导致红色景点驻留性较低，不能够形成一体化的市场经济效

应。相比较泸定桥景区，凉山地区的红色经济也存在同样问题，

更严重的是凉山地区红色资源知名度还在其之下。

（3）没有红色品牌效应。早在多年前，中共梁山州委、州政

府联合出台，《关于推进旅游资源大州向旅游经济强州跨越的实

施意见》中要求着力打造红色凉山品牌。但就现在的市场调查情

况反馈当前凉山地区仍没有一个比较知名的红色品牌。鉴于此背

景，红军驿站项目计划将会以打造凉山地区红色知名品牌为出发

点，在未来 10 年之内针对红色文化营销、市场协调下功夫，有针

对性地进行品牌发展。

2. 红色教育存在问题

（1）教育资源贫瘠。凉山地区红色教育与宣传人才储备薄弱。

自 2018~2020 年期间凉山州县两级共引进人才 100 余次，但柔性

引进高层次专家仅 79 名，通过考试引进的人才 5400 人，2 但红色

教育的对口专业却十分稀少。如前文中所讲到的梁山地区的红色

思想教育，不但要进行学校，政府思想的教育，还要深入群众深

入社区对半山地区的彝族群众进行红色思想教育。这也对教育人

才有极高要求，应精通思想教育理论，精通汉语和彝族语言。同

时对红色资源整理和发展有强大学习能力，能够探索红色文化传

承及保护方法，了解文物文献展示等相关领域知识，能引导红色

产业结构发展与思想教育的双线前进。凉山地区必须改变过往以

地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者和大学生志愿者为主要工作者的模式，

培养出具有独立品牌意识的能承担起红色文化发展传承的人才。

（2）红色史料研究薄弱。凉山地区初看红色旅游资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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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细看红色史料研究却十分薄弱，例如会理会议遗址会议，会

议是遵义会议的连续，会议集中批评了林彪集团要求撤换毛泽东，

朱德军事指挥和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统一认识坚定军事路线从而

巩固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但就现在会会议遗址红色

旅游呈现的现状来看仅仅公园式的旅游景点，并没有结合史料进

行深度的设计。当前凉山地区大多数红色景点都是几块雕塑就申

报红色景点，这种状态的红色景点并不能起到任何的教育意义，

真正的红色旅游必须要以红色史料为依托深入研究、深度研究多

产业合并发展才能够起到旅游教育一体化的目的。

（3）红色教育模式单一。根据前期对凉山地区学校进行红色

教育模式普查数据资料显，学校在进行红色教育时，多以故事文

献等方式进行教育，在红色旅游景区进行沉浸式教育的过程中，

也是以红色故事、红色历史教育为主，过于单一的红色教育模式，

并不能在红色思政方面取得较好的成果。就当地的红色纪念馆而

言，陈展模式过于单一，大多数是文物及文献的展览，单一化的

陈展模式不能够起到集中教育的目的，同时文物缺少专业人员进

行讲解，不能够开展深度解读学习。

（二）“红色驿站”项目推动红色经济发展配合红色思政教

育方法

1. 旅游线路式开发，多点位教育模式

红色驿站项目将以凉山红色旅游为基础，在会理、冕宁、彝

海三个点位进行红色驿站投资开发，三个点位将沿着会德高速，

G5 京昆高速形成高速线路一体化。通过旅游线路式开发，可以有

效避免前文中所提到的由于红色旅游资源局限性造成的旅游景点

人员驻留时长不够的问题，三点之间高速路程均在 2 小时以内，

从会理会议遗址到冕宁再到彝海结盟博物馆结合驿站管理可以开

发一日游、两日游等精品旅游教育线路。这三个点位红色旅游资

源每一个都看似薄弱，但将三者合并为一形成线路化开发其旅游

核心重点是具有优势的。在三个点的教育内容选择时取当地红色

旅游资源文化背景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例如会理红色驿站将以皎

平渡战役以及会理会议精神作为主要教育核心点向当地群众及学

生党员普及会理会议的精神及历史意义，冕宁红色驿站以革委会

旧址为核心进行沉浸式现场教育，彝海红色驿站以彝海结盟博物

馆作为教育核心深度解读与海结盟的故事，宣传中国红军和少数

民族之间和平共助的历史。

2. 细化功能设置，加强驿站展示教育模块开发

红军驿站项目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民宿项目，该项目的设计初

衷是以传承红色文化资源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进行红色思想文化传

播为核心，在此核心下红色驿站在教育展示功能模块的开发中必

须进行功能细化，设置针对当前凉山地区红色思想教育存在的不

足进行对点弥补。

图 1 是红色驿站的功能设置图，红色驿站将从教育功能和文

旅功能两方面进行设计。  

图 1 红色驿站的功能设置图

从教育功能的角度，驿站将设置红色文化展示和红色活动策

划两大功能板块。以博物馆陈展方式推进红色思想教育，在驿站

中设置会议厅，学术厅、学习空间等联合地方企业、事业，政府

机关及学校等进行红色活动策划，辅助开展红色学习，红色精神

红色文艺汇演等活动。该板块的出发点为服务地方，以驿站为中

心为地方提供红色活动、学习空间为地方红色思想政治教育的开

展提供基础保障。当前凉山地区以这种模式进行运营的功能体还

为零，这将是推进开地区红色思想教育新模式的创举。

从文旅功能角度看，在驿站中设置餐饮空间，住宿空间，红

色文创空间，这三个空间的设置核心为面向社会。以文旅为背景，

以红色旅游经济发展为方向进行经济创收。其亮点在于红军商店

的设置，红军商店除了销售当地红色文创产品以外，将以助农的

模式于当地农作物经济进行联合销售。习近平总书记教导我们要

不忘初心，“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

旅游，搞活农村经济是振兴乡村的最好做法。”3 红军商店的初

心即是服务地方，服务三农。

（三）红色人才对口培养计划。

红色驿站为对接教育功能需求较高知识层次对口人才，驿站

运营过程中将开启红色人才对口培养计划。计划将从优秀大学生

中招募具有较强学习能力对红色历史文化开发具有热忱的有志青

年进行驿站管理，要求驿站管理人员能够熟知当地红色文化历史

并具有深度研究文献资料的能力。驿站项目组将对管理人员及工

作人员进行综合培养，从管理意识到红色意识两手抓两手硬。通

过该人才对口培养计划，以解决当地红色文献资料研究基础不扎

实，红色经济发展与思想教育不能够契合的现状。

（四）数字媒体引入展示环节。

相比较红色文化博物馆而言，驿站仅仅是一个进行红色文化

传播的基地。这个基地可能没有真实的文物，所以需要过数字化

媒体进行综合展示。通过数字化形态模拟人物，通过数字化视频

进行红色文化传播，通过互交体验式模式进行红色思想精神文化

传递，将能够解决当地红色思想教育中单一的模式现实。

（五）企业发展服务当地的思想模式。

红色驿站项目的建立出发点为当地红色旅游经济提供助力，

为当地红色思想教育提供助力，所以企业发展过程中必须以服务

当地为核心，大力开展红色思想进校园，红色思想进社区，红色

思想进民众等红色文化活动，对当地民众党员进行红色思想及红

色故事及。

四、研究结论

通过研究发现凉山地区红色旅游发展在当前正以蓬勃的姿态

开展，文旅发展背景及当地政府的积极推进态度都为红色驿站项

目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土壤。调查分析研究后，对当地红色旅游发

展即红色思想教育问题提出针对性改进意见并指导红色驿站项目

的开发，为红色驿站项目提供良好的发展保障。红色驿站项目“红

色经济”与“红色思政”双线一体的模式将推进该项目成为凉山

地区未来具有品牌效应的一张红色旅游文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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