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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盐红旅一讲好红色故事助力乡村旅游企业化高质量发展
张　璠 1　张娅琳 1　朱云沁 2　还文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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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色旅游助推铸魂育人，其不仅对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带来新机遇，更成为在当代青年群体中传承红色基因、进行红色文化认

同教育的创新方式。为此，“青盐红旅”调研团队采用“调”“研”“学”“践”“悟”五步走，充分用好用活盐城本地红色资源，深

入挖掘红色精神内涵，进一步改进红色旅游方式，精心打造一批富含爱国主义教育、民族精神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道德观念教育的红

色旅游路线。将盐城红色文化落实到社会基础，为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提供新引擎、新动力，形成发展新优势助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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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

长，文化旅游已经从单纯的观光游向深度体验和文化体验转变。

近年来，我国红色旅游产业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已成为城市社会

文化发展的强大引擎。红色景区是中国人的精神高地，地方红色

文化是全国性红色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承载了各地艰苦卓

绝的革命历程，历史内容丰富，精神内核饱满，影响着一代又一

代人。因此，开辟红色文旅融合的新局面已成为一个新的发展方

向。但当前红色文化传播依旧面临着许多挑战，其与旅游管理的

结合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红旅路线目标群体模糊化、

红旅路线设计大众化、高校群体红旅效果表面化等。

本项目以红色文化为核心，以问题为导向，立足实际，打造

品牌，将“红色旅游 +”融入全域旅游发展。

第一章、调研背景及意义

红色旅游，既是红色精神教育的大课堂，更是革命传统教育

方式的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为文旅融合发展、用好红

色资源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盐城具有丰富的红色

文化遗产，现有红色遗存遗址 248 处，以烈士命名的镇村 128 个，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172 处、馆藏革命文物 5766 件（套），9 个县（市、

区）全部列入国家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资源总量、重要资源

数量均居全国前列。

在国家大力推进文旅融合的背景下，作为精神文化消费的重

要内容，红色旅游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年轻人更希望突破

网络的限制，想要走出去，通过所见所闻，加深对革命传统精神

的认识与学习。年轻人作为红色旅游的重点市场，正成为蓬勃兴

起的国内红色旅游的生力军。

第二章、调研设计方案

2.1 调研主题

讲好红色故事打造红色品牌——“青盐红旅”以文化旅游助

力乡村振兴，助推高质量发展

2.2 调研思路

当前，红色文化旅游正处于紧要关口，许多问题相互交织。

基于此，本项目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重要论述精神的前提下，在新媒体环境下塑造“红色旅游 +”

主流价值观下，针对大学生群体红色文化旅游的现状所凸显出来

的问题开展系列调研。坚持“顶层设计、学深践悟、生呼我行、

建功筑梦”四维聚力，采用“调”“研”“学”“践”“悟”五

步深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多维剖析，充分用好用活盐

城本地红色资源，发挥优势、突出特色，以“定”调研主题、“立”

明确目标、“组”实干队伍、“展”红旅行动、“达”良好成效，

用“青言青语”讲好红色故事，用“青春脚步”丈量盐城沃土，

助力乡村振兴，为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提供新引擎、新动力，形

成发展新优势，助推盐城红旅高质量发展。

第三章、调研具体实施

3.1 准备工作

3.1.1 制定调研路线

在老师的指导下，团队成员为主力，组成“青盐红旅”调研

筹备组，在社会课堂中“研读、采访、践行、体悟”。我们将调

研分为线上问卷调研发现问题和线下走访实践调研深入和解决问

题，线下调研路线划分为以下 7 条：“盐城市区——运用好红色

资源，传播好红色文化”“阜宁县——追寻老兵足迹，汲取红色

力量”“射阳县——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滨海县——沙浦学

子心向党，争做新时代少年”“建湖县——童心向党担使命，红

色研学映初心”“响水县——响水好人，初心如磐”以及“东台市——

点燃复兴梦，放歌新时代”。

3.2 调研跟踪

本次调研采取线上问卷调研和线下走访调研的形式展开，线

上调研共设计问卷 300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共收回有效问卷 286

份，有效率为 95.3%。线下调研通过走访盐城市亭湖区新四军重

建军部旧址（泰山庙）、新四军纪念馆等进行走访调研，设计问

卷 1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92 份，有效率 92.0%，实地了解相关红

色文化宣传，及实地线下采访，面向不同年龄段了解了他们对于

红色文化宣传力度的看法及对红色文化宣传途径的建议。通过本

次调查，将结果反馈如下。

3.2.1 线下实地调研

“青盐红旅”调研团于 2022 年 6 月至 9 月在盐城各县市按照

暨定路线开展调研，活动持续良久，收获颇丰。

总结：进入新时代，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断地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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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深化，中国社会的主题不断地变化，红色文化精神不断地被创造，

其外延也不断得以拓展创新，与时俱进。从中国革命建设到改革

开放与新时代的发展，通过红色景点的辅助推进，当代大学生可

以源源不断地从红色文化精神中获得养分，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的征程中不断地被其指引

前进。

3.2.2 大学生专项红旅路线

（1）于东台市第一中学开展思政课活动——走访黄逸峰故

居——带领学生参观三仓烈士陵园——卢秉枢烈士故居

（2）盐城师范学院通榆校区陈毅雕像前集合——深入新四军

纪念馆进行讲解服务——深入敬老院——参观新四军重建军部旧

址泰山庙

（3）进建湖县特殊教育学校红色汇演——参观以革命烈士邱

东平名字命名的东平村——村内走访鲁艺烈士陵园——在华中鲁

艺抗日殉难烈士纪念碑前悼念

（4）先于盐城市射阳县小学开展党史班会教育——参观调研

中共华中工委纪念馆——大丰上海知青纪念馆——八路军新四军

白驹狮子口会师纪念地

（5）先于阜宁县实验小学苏州路校区进行红色宣讲——走访

阜宁退伍老兵——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旧址——阜宁芦蒲

烈士纪念园——停翅港新四军军部旧址——新四军第三师师部旧

址——铁军纪念馆

3.3 调研成果

3.3.1 大学生满意度测评

调研团为大学生设计丰富多彩的红色专项线路，让大学生利

用假期亲身融入到红色文化中去。学生反馈此次调研活动由原本

仅限于课堂上、网络上的了解学习转化为走向实地的对红色精神

的感知与领悟，他们切实感受到盐城红色文化内核，问卷满意度

达到 95% 以上。

3.3.2 新闻媒体广泛宣传

本次调研活动，形式新颖、主题鲜明，取得良好效果。团队

成员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深入调研，期间共收到优秀宣传作品 30 篇，

活动视频 8 部，拍摄图片 800 多张。期间利用微信公众号、QQ、

育人号等平台全程宣传跟踪，并得到盐城电视台、江苏工人报、

阜宁日报等多家权威媒体转载与报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四章、调研总结

（一）调研成果价值

盐城作为革命老区、红色之城，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利用价

值较高。此次活动调研团队利用丰富红色资源，以铁军精神和爱

国主义教育熏陶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传承红色基因。

实地了解相关红色文化宣传。团队以线上调研问卷结合实地

线下采访，面向不同年龄段了解人们对于红色文化的看法及对红

色文化传播的建议，为延续红色基因奠定基础。

青盐红旅助力红色精神传承，青春宣讲增强文化自信。通过

打造“青盐红旅”公众号平台，线上“云上走”与线下“实地走”

相结合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用青春的方式宣传红色故事，

助力乡村振兴，推出多条红色旅游专线，让更多人了解革命时期

的峥嵘岁月，为弘扬盐城老革命区红色文化持续发力。

（二）未来展望

本项目通过创新红色宣讲模式、拓展红色宣讲载体、扩大受

众范围，励志将盐城红色文化落实到社会基础，积极引导广大盐

城青年投身于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奉献家乡的探索与实践，把

红色集体记忆转化为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的靓丽底色。

后续应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呼吁更多青年学子关注红色文化，

投身于红色文化宣传工作，以赓续红色血脉，为盐城红色教育事

业与乡村振兴建设添砖加瓦。在新媒体环境下塑造“红色旅游 +”

主流价值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重要论述精神，将红色文化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国红色旅游景

区中，以全新的布局理念和符合传播规律，引进新媒体的传播方

式和思维，以此引领广大青年了解红色盐城，发扬红色盐城，打

造一张具有盐城地域文化特色的红色名片。

参考文献：

[1] 严锴，张瑾 . 依托地方红色文化提升思政教育质量探究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No.691（04）：83-85.

[2] 李响 . 红色文化和旅游产业：文旅融合的困境与路径 [J]，

学术交流，2021（07）：119-129

基金项目：2022 年盐城师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项目编号：202210324072Y，项目级别：省级项目

附：调研活动媒体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