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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的红色旅游发展研究——以广安为例 
沈婷婷  谭燕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随着我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现代信息化技术也突飞猛进，新媒体已然融入到许多产业的发展中。本课题从新媒体的视

角，分析广安红色旅游发展的现状，研究如何利用新媒体优势和运营模式助力广安红色旅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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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的广安，小平家乡，在这里革命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诠释

着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和爱国情怀，以邓小平故居为代表的红色旅

游资源，蕴藏着厚重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精神内涵，这些中华民族

的精神文化时刻警醒者广安人民、四川人民乃至全国人民不忘革命

历史和峥嵘岁月，也不断激励者中华民族坚强奋进。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及倡导“文化自信”的新时期，红色旅游发

展迎来大好时机，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和新媒体传播理念推进红色

旅游发展，对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提高红色感悟、增强红色体

验、根植红色基因。 

一、广安红色旅游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一）广安红色旅游在全省和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对红

色旅游资源的挖掘和利用不够。 

广安是四川红色旅游的龙头和全国红色旅游的重要目的地，被

纳入全国 12 个“重点红色旅游区”和 30 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邓

小平同志故居、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和华蓥山游击队遗址被列为全国

重点打造的 100 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1]2019 年广安被列入全省

首批五个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之一，邓小平故居、华蓥山旅游

区被命名为首批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作为 5A级景区的

邓小平故居和 4A级景区的华蓥山旅游景区知名度较高，尤其是邓小

平故居在全国都有很高影响力。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分布广和类别多

的广安红色旅游资源，欠缺系统梳理和整体发展的战略规划，广安

红色旅游产品开发的整体效应不足，许多红色旅游产品线是以邓小

平故居引领结合其他市州县的红色旅游资源形成的红色研学之路。 

（二）广安红色旅游的新媒体使用范围窄，旅游资源推广的路

径单一。 

广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川东革命起义主要战斗区域，典型的

起义战斗就是华蓥山游击队战斗。广安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主要是

以小平故里和华蓥山游击队革命遗址为中心，分布在广安、岳池、

华蓥、和武胜等地，有历史纪念建筑如华蓥市阳河镇的华蓥山游击

队革命烈士纪念碑、历史事件发生地如岳武起义旧址、抗战时期重

要的产业遗址如位于华蓥市阳河镇丁家平的“中兴纸厂”等。 

目前，政府着力打造的红色旅游景区是邓小平故居和华蓥山旅

游景区，也仅有这两个红色旅游资源都已布局主流新媒体平台，有

官网、微信公众号、抖音等。 

具体调研数据如下表： 

表一：广安红色旅游资源概况（数据截至 2022 年 3 月） 

红色旅游资源 邓小平故居 华蓥山旅游景区 

公众号首页设

计 

分为走进故里、小平风采、网上预约三个板块，

本别做景点介绍、小平故事等红色资源和景点预约。

分为景区介绍、景区服务、景区照片三个板块，本

别做华蓥山主要景点的介绍（链接华蓥山旅游景区官

网）、华蓥山夏令营活动入口和景点、住宿等预约。 微信公众号 

公众号内容 
公众号经常发布与景点有关的新闻、公告、通

知等。 

公众号经常发布与华蓥山景点有关的新闻、公告、

通知等。 

账号名称 
邓小平故里旅游区 

（邓小平故里管理局官方抖音号） 

华蓥山旅游区 

（非官方抖音号） 

第一条视频发

布时间 
2020 年 04 月 16 日 2019 年 02 月 04 日 

视频数量 60 个 329 个 

粉丝数量 2271 8615 

抖音视频号 

点赞数量 2.5 万 3.7 万 

（三）广安红色旅游新媒体传播的品牌化意识欠缺，不利于广

安红色旅游资源的创新与推广。 

在广安红色旅游资源中，只有邓小平故里景区和华蓥山旅游景

区设计了景区标志，缺少对广安整体的红色旅游的内涵和精神的总

结和凝练。广安红色旅游品牌化理念的缺失，不能集结广安所有的

红色旅游资源的力量，对促进广安红色旅游的发展，提升广安红色

旅游的竞争力形成阻力。 

红色旅游市场的受众年龄跨度大，媒体渠道和内容偏好都不同。

新媒体时代，红色旅游市场整体表现出对碎片化、视觉营销化、个

性化的内容兴趣。传统的文字加图片的呈现内容、或没有特色个性

的视频，则对红色旅游市场的吸引力不足。 

二、新媒体助力广安红色旅游的内在机理 
新媒体是指以科技引领的新技术而产生的新事物，其主要以内

容为主导、技术为先锋。新媒体可以是微电影、短视频、社交媒体、

移动终端等各类不同平台的单独应用，或是相互融合、扩张。新媒

体平台较传统媒介传播形式更为完善、渠道更为宽阔。新媒体通过

数字化、技术化、便捷化的宣传平台，能够更好地将没有地理优势

的红色旅游资源带上高速宣传之路，推进地方红色旅游产业发展。 

新媒体传播是在尊重红色旅游消费者的需求、进行红色旅游市

场竞争战略、基于新媒体推广的思路实现广安红色旅游的发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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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广安红色旅游的新媒体传播内容的创作、新媒体传播渠道的

科学运用等具体工作。 

三、新媒体促进广安红色旅游的措施 
“新媒体”思维应用于“广安红色旅游”，形成广安红色旅游独

有的“四元二维一中心”的发展模式： 

“四元”：设计好红色旅游产品、说好红色故事、开展好红色文

化教育主题及打造好红色旅游的 IP 形象等。 

“二维”：新媒体传播渠道+传统传播渠道。分析红色旅游传播

渠道的特点和红色旅游消费者接受信息的习惯等，充分发挥新媒体

时代的不同渠道的优势推动广安红色旅游业的发展。 

“一中心”：以广安红色旅游为中心。 

 
一维：传统传播渠道 

二维：新媒体传播渠

 

图 1  广安红色旅游“四元二维一中心”的发展模式 

（一）统筹梳理广安红色旅游资源，以广安红色旅游资源为基

石，丰富红色旅游新媒体的“四元”输出内容。 

1.一元-广安旅游产品：以邓小平故居和华蓥山旅游景区为中

心，系统梳理广安红色旅游资源，整体统筹研究。不仅对外强强联

合引流，对内联动广安的丰富红色旅游资源，设计广安红色旅游的

精品路线。在加强红色旅游景点和红色旅游基地的保护外，还要打

造“邓小平缅怀之旅”这类红色研学精品路线，在旅游路线规划中

增加红色音乐剧《双枪》红色旅游演艺，发挥好红色旅游的意义和

价值，提高红色旅游的体验感。开发广安红色旅游周边产品，如“戒

懒”扇、小平纪念杯、盐皮蛋等，以广安红色旅游产业为主线带动

广安红色旅游周边产业，注重广安红色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 

2.二元-广安红色故事：撰写和传颂广安红色文化故事。深入研

究广安红色旅游资源，还原并形成如邓小平在广安、华蓥山游击战、

广安抗日救亡运动、川北赤卫军起义等系列故事，通过故事还原历

史，建立起新媒体传播的故事模块，传递红色文化精神，增加广安

红色旅游文化的饱和度，滋养广安红色旅游的核心价值。将“希贤

远航”、“伍俊儒”、“罗渡会议”、“华蓥山起义”等红色人物、红色

事件故事化，以内容生动形象、寓意深远、传播力远的故事小视频、

纪录片、故事书、红色电影等，增加社会大众的接受形式。例如，

把邓小平为求学离开广安的“希贤远航”做成红色电影，激励青少

年要有雄心壮志、心怀家国。 

3.三元-广安红色文化主题教育：充分利用作为全国干部党性教

育基地的小平干部学院，开展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打

造广安红色旅游特有的红色文化教育主题。如开展全省、全国的“讲

好党史故事”、“学习红岩精神”、“华蓥山英雄会”、“罗渡会议”知

识竞答等不同形式的教育主题，联合地方的小学、中学、大学和周

边区域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全国各地的相关学习和研究机构

来广安参加红色文化交流、研学旅游等，积极贯彻爱国主义教育、

弘扬红色文化精神，使广安红色文化教育主题成为广安红色旅游的

重要成分，成为全国知名的红色文化教育品牌； 

4.四元-广安红色旅游的品牌元素：设计广安红色旅游的品牌元

素，如将广安红色旅游元素中的“双枪老太婆”设计成公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如彰显广安红色旅游特色的标志、品牌名称、红色文化

宣传语、红色旅游品牌口号等，将这些红色旅游品牌元素，以新媒

体为载体，增加与社会公众的接触，通过在新媒体展现的视觉冲击

提高广安红色旅游元素的展现频率，提高受众对广安红色旅游的知

名度，增强对广安红色旅游的认知深度，同时也提升受众的体验感。 

（二）调研红色旅游市场规律，遵循消费公众的信息接收习惯，

科学布局新媒体传播渠道，充分发挥新媒体+传统媒体“二维”传播

渠道作用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分析红色旅游的传播渠道的特点和红色旅

游市场消费者接受信息的习惯等，充分利用信息传播和沟通的传统

渠道和新媒体渠道，发挥“二维”渠道的 大影响作用，以推进广

安红色旅游发展。广安红色旅游传播渠道的“二维”指： 

1.一维，通过线下渠道，旅游景区景点介绍、红色旅游文化活

动、红色旅游活动、新闻等对广安红色旅游信息进行基础宣传。灵

活运用广安红色旅游资源，建牢广安红色文化根据地，打造广安红

色旅游特色活动，举办广安红色文化旅游节活动，开展广安红色文

化教育主题活动等，公众通过对红色文化旅游地的瞻仰、对红色文

化博物馆的展览、对红色文化专题片的观看学习广安红色文化、领

会红色文化内涵、主动宣扬红色文化精神。 

2.二维，通过线上新媒体传播渠道创新传递广安红色文化的信

息。利用微博、抖音、微信公账号等新媒体平台，以特色化设计制

作的音频、视频的内容，以旅游主题、红色文化故事片、红色旅游

互动节目、互动话题等为载体进行传播，在服务广安红色旅游客户

旅游项目的同时，又满足游客对红色文化的精神需要，增加了红色

文化宣传的多样性。与众多新媒体平台合作，如在以携程、飞猪为

代表的在线旅行社平台上发布“四元”视频、音乐、图片等，结合

年轻群体的喜好形式发布旅游指南、旅游攻略等，促进他们参与红

色旅游项目；在如以马蜂窝等代表的用户内容创作平台上搭建红色

旅游群体之间的信息互通和红色旅游验血交流，通过对红色旅游的

图片、体验的分享和互动，提升游客在红色旅游景区传播中的主动

作用，影响更多的红色旅游对象。 

（三）以广安红色旅游为中心，重构红色旅游资源，打造提炼

广安红色旅游特色，以发展广安红色旅游。 

推动广安红色旅游发展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共产党人光辉

业绩和革命精神的传承，通过红色文化旅游的方式，对当代青少年

进行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革命精神等的思想政治教

育的良好方式。广安红色旅游的发展应以广安红色旅游资源为基础，

提炼广安红色旅游特色，设计广安红色旅游表现形式，构建极具传

播力的广安红色旅游新媒体传播渠道。助力广安红色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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