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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革命老区武乡县红色体育旅游融合发展路径探析
石晓峰　王元浩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太行山革命老区武乡县是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县，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和体育旅游资源。本文通过文献

资料法、实地考察法、专家访谈法等方法，探究武乡县红色体育旅游融合发展路径。研究表明武乡县红色体育旅游融合发展具有良好的

基础条件，借助国家政策的支持、丰富的红色文化底蕴、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高品质快速交通网的融合发展优势，以“二园一剧一线”

产业格局为基础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培养复合型人才，提升服务，抓住 5G 信息时代潮流，唱响红色体育旅游品牌，

整合优势资源，构建创新型格局，为太行山革命老区旅游业注入新的活力，促进老区的经济发展与红色文化精神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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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下红色旅游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分

支，又是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把握好红色旅游的思想内涵，

传承好优良红色革命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要途径。

目前，红色旅游作为武乡县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为进一步丰富

红色旅游内容，巩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成果，武乡县全面加快

全域资源整合，推进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在全域旅游视角下，拓

展红色旅游融合发展，探究红色旅游与体育旅游融合发展路径，

是助推我国“十四五”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红色体育旅游是以

红色文化作为载体，以参与体育锻炼、开展体育活动和观赏体育

运动为目的的新型业态旅游方式。本文旨在推进武乡县红色体育

旅游融合发展，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体育旅游，打

造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红色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创建全

域旅游发展新格局，加快推动革命老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武乡县红色体育旅游融合发展优势

（一）丰富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

抗战圣地，红色武乡，武乡县位于太行山西麓，被誉为“八

路军的故乡，子弟兵的摇篮”，是全国著名的红色革命老区。抗

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等首脑机关在此长期

驻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期在此生活和战斗，组织指挥华

北地区的抗日战争。在抗战时期武乡县仅有十四万人口，期间

九万人民群众参与到抗日战争中，二万余人民群众在战斗中就义，

铸就了“五千干部一万兵，百万雄狮出太行”的历史佳话。武乡

是一座没有围墙的红色革命历史博物馆，历史革命文化遗址十分

丰富，现存有革命文物四千余件，国家一级文物上百件；八路军

太行纪念馆、八路军总部王家峪旧址、百团大战砖壁旧址 3 个全

国经典红色旅游景区；板山战斗遗址、长乐村战斗纪念碑、王来

法纪念馆等 40 处革命遗址；还有 16 个国家重点保护红色文物单

位，3 个八路军文化主体公园，红色武乡孕育了伟大的太行精神。

自 2011 年武乡县连续十二年举办八路军文化旅游节，以“弘扬太

行精神，传承八路军文化”为主题，不断提升地域文化品牌，全

民共建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格局。近年来武乡县红色景区全年景区

接待游客单年峰值 617 万人，年总收入可达 63.98 亿元，如今红色

旅游产业已成为武乡县经济绿色发展主导产业，成为引领全域旅

游发展的一张“王牌”。

（二）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

武乡县独特的自然景观和革命遗址，构建了具有区域特色的

体育人文旅游资源。太行山雄起壮丽的自然景观板山、天然氧吧—

崇城山森林公园成为休闲体育和户外体育开展的最佳选择路线。

八路军文化园和八路军游击战体验园是中国唯一的体验式红色体

育旅游主题公园，游客可通过水陆空不同维度体验参与军事体育

拓展训练。大型实景剧《太行山上》让更多游客了解欣赏到武乡

民俗风情与地域体育文化体育的魅力。如今武乡县已形成“二园

一剧一线”的体育文化旅游产业格局，构建了国内首条太行体育

体验旅游线。近年来武乡县相继举办了中国·武乡太行穿越挑战

赛、红色记忆武乡欢乐跑、消夏篮球赛等一系列体育赛事。依托

武乡县丰富的红色文化和自然人文景观资源优势，以实物、实景、

实事为载体，让参赛人员接受红色文化洗礼的同时，又能体会酣

畅淋漓的体育赛事。众多体育赛事的举办，让革命老区红色武乡

的品牌影响力也得到进一步提高。同时武乡县也在大力探究挖掘

文化、体育和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打造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

借助文旅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

（三）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

2021 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旅游业规划》提出，我国将

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明确建设文化强国的旅游业发展方向。

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下，要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突出爱国

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把伟大建党精神和党和人民在各历史时期

奋斗形成的伟大精神融入到旅游路线中，让人民群众在旅游过程

中得到红色精神的熏陶洗礼。要推动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体育

旅游、生态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红

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

2022 年山西省印发《山西省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提出，

落实太行山旅游发展规划的战略机遇，全面推进全域资源整合集

聚发展。加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创建国家级红色旅游融合发

展示范区，推出大美太行主题品牌路线。在武乡县《“十四五”

红色文旅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巩固好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成果，

进一步丰富旅游内容，推进红色旅游、休闲度假、民俗体验、文

化教育、康氧健身一体化的全域文化旅游新格局。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快革命老区体育事业

的发展，充分发挥体育文化功能，根据区域优势和地理资源，建

设区域特色体育发展路径。同时也要抓住重大体育赛事为契机，

推进实施体育旅游精品示范工程，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体育旅游

精品路线、精品赛事和示范基地，规范和引导国家体育旅游示范

区的建设。

（四）高品质快速交通网

武乡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太行山西麓，南北有太焦铁路、

太长高速、208 国道纵贯，东西有武左铁路、南沁公路、权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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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横穿，距离长治王村机场和太原武宿机场约 60 分钟左右车程。

2020 年 12 月郑太高速铁路的建设投入使用，结束了革命老区不通

高铁的时代，极大地促进了革命老区武乡经济建设和文化旅游的

快速发展。“十四五”时期全县要形成“七纵三横十连接”的交

通体系，促使交通出行更加便捷。在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格局下，

武乡县政府又规划建设了红色旅游快速公路，连接了全县各大红

色旅游景点，大大缩短了景点之间的通勤距离，同时提升了游客

的体验感。高品质快速交通格局的建设完善，补缺了革命老区因

山区交通道路不便的短板，为武乡县的红色体育旅游发展提供了

更多的机遇选择。

二、武乡红色体育融合发展的路径

（一）政府支持，完善基础

长期以来武乡县红色旅游是带动革命老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产

业，传统的旅游方式在当地人民的观念中根深蒂固。红色体育旅

游融合发展的起始阶段需要政府部门对红色文化 + 体育 + 旅游三

位一体融合发展的新型旅游模式进行政策解读与大力支持。在发

展起始阶段政府部门不仅要在政策经济上倾斜，还要加快红色体

育旅游基础设施的完善。武乡县的红色旅游景点发展起步较早，

基础设施与运营模式相对成熟完善，但是武乡县的红色体育旅游

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现有的体育场馆无法满足未来红色体育旅

游融合发展的需求，因此武乡县在未来要加强红色旅游景点的升

级保护，加快武乡县综合体育馆的建设，保障红色旅游快速公路

的投入使用，完善太行山自然景点与红色体育旅游主体公园的基

础设施，为革命老区红色体育旅游融合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保障。

（二）培养人才，提升服务

文旅融合发展趋势下，新型业态旅游得到快速发展，旅游市

场对人才培养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武乡县在旅游业的开发和

人才的培养上都基于红色产业的发展，在武乡各个红色旅游景点

都有专业的讲解员讲解革命历史，在文化体验园里有专业指导员

带你体验不同体育项目，但是现阶段讲解员不懂体育锻炼，指导

员对红色文化了解浅薄，不符合红色体育旅游所需的复合型人才，

因此在培养红色体育旅游专业人才时不仅要对旅游专业知识的培

养，还要加强对红色文化历史和体育锻炼的培养。红色文化是革

命历史，红色体育是讲述革命历史人物故事的另一种途径，“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是文旅融合趋势下人才培养的基本

素养，所以培养专业人才，提升专业服务是红色体育旅游发展的

重中之重

（三）信息时代，唱响品牌

5G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介的新媒体得到快

速发展，利用新媒体进行旅游品牌推广已成为新的传播方式，因

此要抓住新媒体时代的潮流，全力打造与推广具有区域特色的红

色体育旅游品牌。结合新媒体传播途径多元化的特点，以红色体

育旅游品牌为传播主体，举办系列红色体育赛事，提升人民对武

乡红色体育旅游品牌的知名度与关注度。随着信息化技术和人民

需求的不断提高，要结合短视频、VR 技术、云服务等方式来满足

旅客需求，让游客提前对体验路线与观赏内容有所了解，也可通

过 VR 技术让游客足不出户感受红色体育旅游的魅力，激发游客

对于红色体育旅游参与体验的欲望。5G 信息化时代与新媒体的快

速发展，为革命老区武乡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唱响红色体育旅

游品牌，推动武乡红色文化旅游与体育产业的协同发展，是革命

老区红色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

（四）资源整合，创新格局

太行山革命老区武乡县自然环境优美，红色文化底蕴深厚，

旅游景点分布广泛，是开展红色体育旅游的最佳选择。推动武乡

县红色体育旅游融合发展，首先要加快成立红色体育旅游专业机

构，探析红色文化、自然景观、体育与市场需求的契合点，科学

统一规划打造多元化、高品质的红色体育旅游产品。其次要拓展

八路军文化园和八路军游击体验园的体育项目，增设具有红色文

化的体育项目；宣传《太行山上》大型实景剧中武乡民俗风情与

地域体育文化，提高即将上映的实景剧《红肚兜》中传统体育元

素，传承发扬好武乡县传统体育文化；挖掘太行山自然景观优势，

推出红色休闲体育旅游、红色户外体育旅游等红色体育旅游产品，

让游客在愉悦身心与健身锻炼的同时还能重温红色革命历程。最

后要大力开展红色体育运动赛事，武乡县四季分明，依托不同资

源优势在不同季节开展不同体育赛事。春暖花开、秋高气爽的春

秋季节，依托太行山优美的自然景观可开展马拉松、越野跑等户

外体育赛事，炎炎夏日依托关河水库开展漂流、钓鱼、游泳等水

上体育赛事，大雪纷飞的冬天可开展滑雪、滑冰等冰雪体育赛事。

将正规赛事与伟大的红色革命精神融于一体，锻炼人民体魄的同

时激励着人民爱国情怀。因此在武乡县巩固全域旅游示范区成果

中，要加快整合区域优势旅游资源，创建全域文化旅游新格局，

实现红色体育旅游融合发展。

三、结语

把红色文化植根于体育旅游，推进红色体育旅游融合发展，

是革命老区红色旅游与体育产业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太行山红

色革命老区武乡县有它独特的自然景观与红色文化历史，随着大

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革命老区武乡县

要实现红色体育旅游融合发展，必须把握好国家政策大力支持的

契机，开发利用好武乡县丰富的红色文化底蕴，抓住体育旅游产

业发展的趋势，在高品质便利快速的交通网络下，加快革命老区

资源整合、人才培养与经济投入，打造区域特色红色体育旅游品牌，

推出精品红色体育体验路线与精品红色体育赛事，构建全域旅游

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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