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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背景下湖南红色旅游文创产品开发现状研究 

刘江  彭甫 
（长沙师范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  湖南长沙  410100) 

摘要：本文主要从文旅融合背景下湖南红色旅游文创产品开发进行阐述说明。自“红色旅游”概念提出之后，我国各地区针对
本地红色旅游区、红色旅游路线进行规划，借此我国红色景区得以创建。“红色旅游”逐渐兴起热潮，理所当然青年游客成为重要
群体。随着文旅融合提出，不仅的实现了文化与旅游的结合，并且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促进旅游行业的进一步发展，达成文化传播。
因此，需要针对家湖南地区红色旅游文创产品进行开发，这样才可以实现红色文化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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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湖南是旅游与文化大省，多元化的资源为红色旅游

产品开发提供了基础。红色旅游文创产品是红色文化教育与传

播的核心载体，是当前红色旅游产业经济重要组成。文旅融合

是现如今旅游发展的主旋律，同时文化与旅游相互相成、共同

发展，特色文化是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样文化旅游的发展

也需要文化创意产业支持，这样即可实现该地区经济与文化协

同发展，实现共进退。因此，应做好湖南红色旅游文创产品开

发，积极研究，打造湖南特色红色旅游品牌。 

1、湖南红色文化旅游资源概述 

湖南省，位于中国南部，是一个具有丰富红色文化旅游资

源的地区。这里的红色文化主要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

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时期的历史事件和革命活动。

（1）韶山：韶山是毛泽东的故乡，也是毛泽东成长的地方。游

客可以参观毛泽东故居、毛泽东纪念馆、毛泽东铜像广场等景

点，了解毛泽东的生平和革命事迹。（2）湖南革命纪念馆：该

馆位于长沙市，馆内收藏了大量的湖南革命历史文物，如毛泽

东的文稿、书信等。游客可以通过这些文物了解湖南革命的历

史和文化。（3）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中的一

场重要战役。湘江战役纪念馆位于湖南省永州市，馆内展示了

湘江战役的历史背景、过程和结果，以及红军战士的英勇事迹。

（4）芷江受降旧址：芷江受降旧址位于湖南省怀化市，是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历史见证。游客可以参观芷江受降旧址、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等景点，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和文化。（5）

湘南暴动指挥部旧址：湘南暴动指挥部旧址位于湖南省郴州市，

是湘南暴动的重要历史遗址。游客可以参观旧址，了解湘南暴

动的历史和文化。这些红色文化旅游景点不仅具有历史价值，

还具有文化价值和教育意义。游客在参观这些景点的过程中，

可以深入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和文化，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2、文旅融合背景下湖南红色旅游文创产品开发现状 

文旅融合背景下湖南红色旅游文创产品开发存在问题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1）创新能力不足：红色旅游文创产品创新

能力不足，缺乏特色和竞争力，难以吸引游客消费。（2）产品

质量参差不齐：红色旅游文创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部分产品粗

制滥造，影响整体品牌形象。（3）品牌意识薄弱：红色旅游文

创产品品牌意识薄弱，缺乏有影响力的品牌，难以形成规模效

应。（4）营销渠道单一：红色旅游文创产品营销渠道单一，主

要依靠景区实体店销售，线上渠道建设滞后。（5）缺乏专业人

才：红色旅游文创产品开发缺乏专业人才，导致产品设计、生

产和营销等方面存在不足。 

3、文旅融合背景下湖南红色旅游文创产品开发对策 

3.1 加强创新能力建设 

红色旅游文创产品开发的创新能力建设对于推动文旅融

合、提升红色旅游吸引力具有重要意义。对湖南红色旅游资源

进行深入研究，挖掘其历史背景、文化特点和时代价值，为文

创产品开发提供丰富的素材。结合现代审美和消费需求，运用

创新的设计理念，将红色文化元素融入到文创产品的造型、图

案、材质等方面，提升产品的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加强与文

创产业、设计产业、旅游业等相关领域的合作，共享资源，拓

展市场渠道，形成产业链协同创新。在文创产品开发过程中，

注重绿色环保理念，采用环保材料和生产工艺，降低对环境的

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综上所述，加强创新能力建设是推动

湖南红色旅游文创产品开发的关键所在，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发挥各自优势，提升红色旅游文创产品的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 

3.2 提高产品质量 

为了提升湖南红色旅游文创产品质量，可以鼓励企业加大

研发投入，结合湖南红色文化元素和现代设计，开发具有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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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创新性和市场竞争力的文创产品。可以邀请专业设计师和

历史学家参与设计，确保产品既具有文化内涵，又具有艺术美

感。选用优质原材料，确保文创产品质量可靠。可以与当地原

材料供应商合作，推广使用环保、可持续的材料，同时减少对

环境的负面影响。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产品制作水平。可以引

进先进的生产设备，提高生产效率和成品率，同时减少浪费和

污染。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严格执行产品质量标准。加

强产品质量检验和检测，确保产品合格率达到国家标准。在开

发文创产品的过程中，注重对湖南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可

以将红色文化与当地民俗、手工艺等元素相结合，提高产品的

文化附加值。由此一来，相信湖南红色旅游文创产品质量会得

到明显提升，为游客提供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旅行体验。 

3.3 强化品牌建设 

品牌建设方案是在湖南红色旅游文创产品开发过程中，为

提高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竞争力所制定的策略。明确湖

南红色旅游文创产品的核心价值、目标市场和消费者需求，为

其树立独特的品牌形象，如勇敢、坚韧、进取等。深入研究湖

南的红色文化，了解其中的历史背景、典型人物、重要事件等。

这将为文创产品的设计提供丰富的灵感来源。在把握红色文化

精髓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审美和消费需求，设计出独具特色的

文创产品。比如，可以尝试将红色文化与当地特色手工艺、民

间工艺相结合，提升产品的文化内涵和附加值。设置红色文化

体验区，让消费者能够亲身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比如，可以

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重现历史场景，

增强互动性。可以考虑建设集文创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红色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区，集聚优质资源，推动产业链协同

发展。寻求与其他行业、领域的合作，如影视、动漫、游戏等，

共同开发红色文化 IP，拓展市场份额。举办各类红色文化主题

活动，如展览、讲座、表演等，普及红色文化知识，提高公众

认知度。同时，加强与学校的合作，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培养

年轻一代对红色文化的兴趣。通过品牌建设，有助于提升湖南

红色旅游文创产品的开发水平，进而带动当地旅游业和文创产

业的发展。 

3.4 拓展营销渠道 

开发湖南红色旅游文创产品，拓宽营销渠道，通过线上线

下多种渠道进行宣传，提高红色旅游文创产品的知名度。例如，

在旅游景区设置宣传广告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推广信息，

举办线下活动等。结合湖南地方特色和红色文化元素，设计出

具有吸引力和独特性的文创产品。例如，可以设计以毛泽东、

刘少奇等湖南革命先辈为原型的卡通形象，或以湖南红色景点

为背景的纪念品等。提供多样化的文创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

的需求。例如，可以开发红色文化相关的书籍、邮票、明信片、

纪念币、服饰等，让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建立多个销售平台，

方便消费者购买。例如，可以在旅游景区设置专卖店，与当地

商场、超市等合作设立专柜，开设网上商店，参加各类展览和

博览会等。提供优质的服务，提高消费者满意度。例如，可以

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设立售后服务中心，定期收集用户反

馈并进行改进。 

结束语 

总而言之，结合文旅融合下湖南文化创意与红色旅游产业

实际情况来看，在这一背景下，通过创建多方面发展的联动策

略，运用协同创新达成湖南红色旅游文创产品开发系统性，进

而为湖南红色旅游产品探索出系统性推广路径，明确湖南红色

文化内涵，创新当前湖南旅游纪念品同质化情况，达成红色文

化传播，久而久之，湖南红色旅游综合效益也会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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