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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旅融合视角下广东海丰红色文化当代价值发展研究
杜碧桂　徐海铭　陈信言　陈松涛
( 广东财贸职业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45）

【摘　要】新时代下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蓬勃发展的意见》, 明确表示支持海陆丰革

命旧址发展 , 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结合 " 文旅融合 " 建设十四五 " 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 " 以提高国民

素质和经济社会文明程度。本作品立足于新时代文旅融合视角下 ,以红色文化遗址众多的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为研究对象 ,

采用了实地走访法、问卷调查法、人物访谈法结合档案查询、历史调研、实时采访的形式融合大数据技术、网络爬虫技术

等方法用提出了海丰红色文化价值研究方向 , 助力海陆丰革命老区打破发展瓶颈。项目致力于挖掘红色文化价值及其重要

内涵,提升青少年认知高度,丰富红色文化内涵以滋养青少年。通过研究海丰红色文化当代价值,带动海丰红色文化新发展,

促使海丰红色文化 "养人 "" 育人 ", 打造海丰革命老区红色文化地标城市。 

【关键词】新时代红色文化的发展；红色文化的发展路径；新时代文旅融合；广东海丰红色文化当代价值的发展

1. 红色文化发展瓶颈

1.1 经济发展落后是其根本原因。其主要体现在 :

1.1.1 当地经济产业结构单一，国民生产总值总体低下。

在 2020 年海丰县人民政府的经济运行报告中显示海丰

县三次产业结构为 11:45:44。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38.6 亿

元，同比增长 4.2%；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157.2 亿元，同比

增长 5.5%；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154 亿元，同比增长 4.8%。

而对比起 2020 年中国三大产业经济增加值则十分逊色，可

见海丰县经济相当落后。

1.1.2 当地交通发展进程晚且主要交通方式仍以传统交

通出行为主，呈现出与交通线路与热门城市发达城市断链式

交通特点。

根据大数据与网络爬虫技术分析得出汕尾市海丰县目前

的交通发展情况是广东省铁路包含43个路线(含正在规划、

续建路线 ), 其中途径汕尾的铁路只有路线 ( 含正在规划、

续建路线)。由此可见汕尾市交通在全广东省来说较为落后,

交通不便 , 文化不流通 , 这是海丰红色文化发展落后的因素

之一。

1.1.3 未形成具体旅游产业集群，旅游与红色文化旅游

收入低微，旅游产业占比极低。

2020 年广东省预计投资 198.43 亿元 , 汕尾市预计投资

1.67 亿元。汕尾资金投入严重低于广东省平均资金投入数

值。汕尾市资金投入不足是导致经济落后 , 资金投入未落到

实处 , 是文化旅游发展迟缓、红色文化建设无法延伸拓展的

重要原因。其中广东红色文化建设资金投入 85 亿用于保护

红色资源。广东省计划支持的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六十四个 ,

共投入资金超四千三百五十二亿元。汕尾市海丰红城文旅小

镇建设项目总投资 50 亿。在仅在全省中占比 1%。汕尾海丰

文旅建设远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 , 排名位居广东省末尾 , 可

发展前景较大 ,可延伸拓展空间十分广泛。

1.2 海丰红色文化发展热点不突出，地理位置优越但未

抓住政策红利与发展机遇，其表现在 : 

1.2.1 海丰地区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联系不紧密。截止

2016 年之前 , 汕尾仅有一条深汕高速公路和一个 7 万吨级

码头。根据汕尾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 从 2016 年贯穿

汕尾的朝晖高速公路通车,到 2017年五大湖大桥顺利通车,

而 2019 年 , 全市所有建制村才实现了通硬化路及通客车。

二零二零年六月 , 兴汕公路海丰至红海湾开发区段的首期工

程将正式通车。交通已成为各城市间的主要联系之一 , 但汕

尾在近年来交通发展上虽然正朝着粤港澳大湾区方向跃进 ,

但其相关经济仍处在起步阶段。

1.2.2 其红色文旅发展与 "十四五 " 远景规划融合度欠

缺。推动社会大众出游 , 才能更好适应人民群众特点化、多

层次出游的需要 ; 而积极发展智能旅行 , 加速促进旅游业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大力发展红色文化旅游 , 传

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旅融合的重要举措。现今海丰红

色文旅双向互融产生的产业价值融合度不足 ," 互联网 + 公

共文化 "的推广力度欠佳等现状普遍。

1.3 海丰革命老区红色文化宣传力度低下，缺乏红色文

化价值渗透力与红色文化“育人”涵养。 其现状为 :  

1.3.1 红色文创精品数量微渺缺乏创新、革命载体简朴

且缺乏保护，欠缺对青少年主体的吸引力。在两次实地调研

与共计回收 3581 份有效问卷得出 : 其中 13% 的青少年认为

有耳闻，但不想了解；47% 的青少年认为其宣传力度小，未

怎么了解，更有 62% 的青少年认为宣传方式单一，剩余 17%

的青少年则认为内容枯燥没有兴趣了解。

1.3.2 当地百姓宗族黏性强 , 排外观念强烈 ,人民对当

地红色文化认同感微弱 , 对外地旅游客源与新兴红旅方式接

纳度低。受广府文化等多元文化经济发展滞后等影响 , 当地

人民宗族氛围浓厚对外地人具有一定的排外性 , 新兴红色文

旅方式的传入冲击了当地人民的传统观念。以此次调研的广

大大学生群众为例 , 其对红色文化的熟悉程度都只是停留在

有点认识的地步 , 且大多局限于课本上的内容 , 甚至有高达

12% 的当地青少年表示不了解。

1.3.3 受海丰当地红色文化渗透的中小学只有零星几

点，红色文化教育方式传统单一，仍以传统课堂或口口相传

为主。以本次调研的 5 家中小学为例，其中有高达 79% 的青

少年学生认为红色文化课程简单枯燥，不足以吸引注意力，

仅有少数青少年喜欢当地红色文化课程，更有个别学校未开

展类似课堂。而海丰当地的幼儿中小学数量极多，而红色文

化渗透范围远远达不到一半。

2 红色文化当代价值发展探索

2.1 明确海陆丰革命老区地位与革命老区红色文化价值

导向 ,创建“新时代文旅融合综合体”

2.1.1 创建新时期文旅融合综合体可参照杭州的新时期

“文旅融合综合体”的发展。新时期的文旅融合不止是以文

塑旅,以旅彰文的过程,更是红色资源融合、区域整合融合、

不同业态融合、红色乡村共享融合。而海丰红色文化文旅融

合应当时刻明确海陆丰革命老区地位 , 发扬海陆丰革命老区

精神 , 探索当地经济发展方向 , 使旅游业以及第三服务产业

作为当地经济重要来源之一 , 使旅游业当中以红色文化作为

旅游业支撑 , 以红色文化精神作为旅游业价值导向 , 以旅游

彰显红色文化 , 以红色文化促进旅游 , 形成旅游业与红色文

化价值输出的双向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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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唯有明确海陆丰革命老区地位 ,打造全国知名红

色文旅名片 , 才能促使海陆丰革命老区将沉淀多年来的红

色文化精神与新时代价值融合。打造海陆丰革命老区红色文

化名片应当以疏通交通为基础 , 使畅通红色文化传播渠道为

辅 , 将红色文化教育作为支点 , 结合当地红色资源分布 , 深

入挖掘提炼海陆丰革命老区的红色文化资源 , 参考当地人文

历史、民族风情和民俗等特点 , 大力促使红色史迹观光、红

色研学教育、红色文旅融合、红色主题度假、红色文创精品

等红色集群产业 ; 使海丰红色文化趋于轻商业化、重质朴的

特色 ,使其各类红色文旅产业具有历史厚重感。

2.2 紧扣新时代发展热点 , 紧握发展机遇 , 创新红色文

化文旅产业链

2.2.1 海丰红色文化文旅产业的文旅融合应紧扣乡村振

兴热点。据资料搜索和实地调查可知 , 海丰红色文化大多属

早期的红色革命文化 , 其红色文化人文与历史文化丰富且自

然简朴。其革命根据地多以农村为主 , 尤其海丰红色文化遗

址当中以红色乡村数量居多 , 红色文化革命产物朴素。以农

村文化振兴热点为基础 , 才能形成海丰红色乡村以及以红色

文化为基石的社会文明建设振兴、人才振兴、工业振兴、生

态振兴、社会组织振兴。将海丰红色文化作为发展价值导向

融入乡村文旅融合 , 以乡村红色文旅带动特色农业发展 , 融

合当地红色文化民俗特色打造出“红色文旅观光”、“特色

农业产业园”、“趣味农家乐”、“红色革命场景再现”、

“红色民俗戏剧”等文旅形式 , 使海丰红色文旅结合特色农

业打出“热门红色乡村名片”。以此吸引人才引进与扩大农

村产业集群发展、促进当地人民收入 , 从而走出融合海丰当

地红色乡村民俗特色、以红色文旅为主带动当地就业、结合

其乡村基层治理的红色乡村致富路径。

2.2.2 搭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便捷列车,加强区域(深

汕 ) 合作 , 以交通枢纽激活“红色细胞”。当粤港澳大湾区

的基础建设日渐完善之时,将形成海丰外联内畅、立体多元、

绿色智慧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系统 , 促进海丰等城市群一体

化交通体系成形 ,促使高速交通赋能红色乡村产业振兴。

2.2.3 明确“十四五”红色旅游发展思路 , 确立和实施

“以人民为中心”的红色旅游发展总导向 , 建设“为人民代

言、对历史负责”的新型文旅智库。理解我国红色旅游最独

特而重大的历史任务 , 发动和融合人民力量与海丰当地各学

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智力 , 创新红色文旅促进多元融合 , 逐步

构建起结合当地政府红色智库、擅于红色研究的专家学者、

擅于包装设计项目管理的规划设计单位和擅于实操运作的投

资管理企业的文旅产业综合系统。

2.3 结合文旅融合“新发展”畅通红色文化传播渠道 ,

打造热门红色文化地标城市

2.3.1 采用“红色 + 智媒”与“红色 + 传媒”的形式 ,

畅通海丰红色文化传播路径 , 将其地方特色、品牌融入旅游

演艺、节庆会展、研学旅行中 , 构建特色鲜明、品牌突出的

红色精品旅游带；并结合时代潮流注入新鲜元素。当地可开

展更多高科技娱乐式、体验式互动环节,推动多产业(剧场、

演艺、游乐、动漫等与景区 ) 融合 , 打造一批高水准的本土

主题公园、品牌 ,创建新时代 "热门红色文化地标城市 "。

2.3.2 借助“红色 + 党建”严明基层治理 , 推广“互联

网 + 公共文化”, 深度盘活当地红色文化资源 , 创新“远程

观展”模式结合“线上 + 线下”的双线驱动方法 , 双向互动

融合激发产品价值 , 让社会大众、智慧红色文化旅游成为发

展重点 , 构建海内外红色旅游目的地、为观展文旅公司提供

了资讯沟通、传播推介和商品展贸服务的专业网络平台。

2.4 根植红色文化教育 , 发挥红色“育人”功效 , 涵育

人文红色核心素养 ,满足新时代建设文化强国的需要

2.4.1 认知教育 ,通过了解海丰的红色文明建设 , 发掘

红色人文价值及其重要内容 , 提高中小学生的认识高度 , 帮

助广大青年一代人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理念 , 坚持

正确的理想信念 , 通过打造结合本土的红色人文教材 , 创新

红色教育教学模式 , 并结合新型传媒、动漫艺术等手段开展

红色知识教学 , 为我国民族特色教育事业发展现代化培养的

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2.4.2 情感教育 ,通过百年征程红色文化教育 ,创新红

色研学 , 校园定期组织红色文旅教育活动与预备党员、共青

团员的志愿学习。通过引领广大少年儿童弘扬海丰先烈的先

进革命精神 , 启迪他们以红色文明为向导的爱国热情 , 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巨大的精神力量 , 积极推动“红色

文化育人”。

2.4.3 行动教育 , 通过当地红色文化渲染、定期举行红

色文化知识问答比赛、鼓励当地优秀红色文创精品创作 , 激

发青少年对红色文化积极的探索热情 , 鼓励青少年在全新的

红色文化建设发展事业中开拓进取 , 涵育核心素养。抵御西

方帝国主义腐朽反动思想文化的侵袭、防止“和谐发展”。

使青年充分认识其内容、重要性 ,认真用好这一思想武装。

2.5培育红色文化多元(旅游、教育、公共服务等)联动,

彰显其文化优势、旅游优势、经济优势等重大课题

“十四五”时期 , 将不断推动文化与旅游的深化融合、

创新发展 , 持续提升文化与旅游发展的技术保障水平 , 进

一步优化文化与旅游发展空间格局 , 建强文化与旅游人才队

伍。从海丰当地的经济、交通、旅游收入等入手 , 由政府牵

头加大对红色文化旅游的投入与支出占比 , 加强当地红色文

化宣传监管 , 打造以红色文化文旅为支撑的旅游业 , 形成以

交通促进经济 , 经济支持旅游 , 旅游传承红色文化 , 红色文

化育人与带动人民就业率 , 以促成提升民生素质的链式良性

循环、培育链条式的多元联动。

唯有深入贯彻并落实有关老区苏区工作的重要指示要

求,围绕红色题材,把红色基因弘扬好,把革命老区建设好,

大力推进红色文明事业发展 , 让红色文化资源助力传统乡村

的复兴 , 促进地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 , 才能进一步增强广

大老百姓的幸福感与得到感。唯有保护红色文化之根 , 发展

红色文化之茎 , 促进红色文化“参天树”良性生长的同时促

进新时代海丰红色文化文旅融合 , 才能以文塑旅 , 以旅彰

文 ,打造“新时代海丰红色文旅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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