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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口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开发策略研究 
李晓汝 

(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9) 

摘要：黄河口拥有河海交汇壮景，黄河湿地之美，作为新生土地，文化多元，有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和天然别致的生态文化。

聚焦于黄河口的红色文化来源于薪火相传的革命文化，是国家特殊时期的产物，也是时代相传的人民文化。本文通过梳理黄河口红

色文化资源的发掘、保护和传承、蕴含的时代价值以及开发研究等几个方面，用创新的思路和切入点来阐述黄河口红色文化的时代

价值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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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中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

民族的根和魂。 

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山东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规划》，提出实施历史文化名城、古镇、古村保护利用工程，挖

掘红色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实施沿黄地区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工程，打造红色研学、文化体验、乡村漫游等旅游精品线路。

发展特色生态旅游，创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培育黄河故道旅游

精品，建设黄河三角洲国家级研学旅游基地，打造“黄河入海”品

牌。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聚焦于黄河口红色文化时代价值与开发具体有以下几个角度：

（1）黄河口红色文化资源研究，①垦利县文史资料； ②广饶县县

志记载的关于《共产党宣言》译本的保存；③大王镇刘集景区（《共

产党宣言》纪念馆、张太恒纪念馆等）；牛建强（2019）提出“抓

住保护、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新的历史机遇”；（2）黄河口红色文

化的时代价值研究，①谭艳超（2019）提出充分挖掘黄河文化的时

代价值对树立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②栗雪涛

（2020）强调黄河红色文化，处处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③刘蕊（2021）在进一步总结黄河文化推动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优质发展战略。（3）黄河口红色文化时代价值的开发策略研究：

代表有①周贝贝（2020）提出黄河文化融入高校社会实践育人策略；

②尹健（2021）提出发掘与传承黄河口红色文化价值内涵；  

本研究发现相关研究文章以学理研究为主，缺乏与应用研究相

结合，学科领域与研究群体单一，缺少多元化，同时也呈现出具体

研究较少。 

二、黄河口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研究 

弘扬黄河口红色文化时代精神的宗旨是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

色文化，主要包括加强红色文化保护传承、深化红色文化研究，整

理、推进红色文化弘扬传播，构建黄河口红色文化旅游新格局，讲

好新时代黄河口红色故事。黄河口红色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已经得到

黄河口各部门的广泛关注，但其文化内涵的发掘和文化品牌的提升

还有待提高。黄河口红色文化的提出丰富了黄河口文化的多元化。

图 1 为黄河口红色文化的发展现状和时代价值体现。 

 
图 1：黄河口红色文化发展现状和时代价值 

图 1 展示黄河口红色文化的发展现状，深挖黄河口红色文化的

时代价值：（1）分述黄河口红色文化在政治、经济和精神方面的应

用价值；（2）在开发之路上搭建“红色文化桥梁”，上联中国梦、

下联复兴路；（3）发扬母亲河的“孕育文化精神”，我们是时代的

“栽树人”，不是“乘凉人”。 

1．黄河口红色文化时代价值的背景 

黄河三角洲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纳入了整个黄河流域的

精髓，有着深厚的底蕴。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

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2．黄河口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应用 

2.1 黄河口红色文化经济价值的具体应用 

红色文化的经济价值着眼于两个方面：第一，红色文化的历史

渊源。从 60 年代输送军马到新时期即将改制为国有企业的马场；

每年黄河入海新增多达 200 公顷的土地。第二，红色文化产业如何

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两条旅游路线：一条以展示黄河口红色物态

文化精髓为红色主线；一条以黄河口天然的生态环境为绿色主线。 

《规划》提出，共建黄河流域合作发展平台，深化文化遗产保

护、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品牌打造等领域的合作，实施黄河湿地保

护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旅游发展计划，推动建设“黄河入海口”生

态文化旅游示范区，联合推出历史文化游、自然生态游、研学体验

游等优质旅游产品，共同开展黄河口旅游节庆祝活动和特色旅游目

的地营销推广。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办好黄河口文化旅游节等

节会。 

2.2 黄河口红色文化政治价值的具体应用 

第一，红色教育基地的成立，红色教育的普及。从目前建立的

纪念馆，红色基地等深入挖掘、梳理红色教育的渠道和路径。第二，

各种形式的团建活动，包括以红色文化为主体的各种社会团体的拓

展训练，各类学校的知识竞赛、演讲比赛、主题班会等形式。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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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黄河口的发展迎来了机

遇，相关制度的完善也提供了更好的保障。主要从聚焦人才振兴、

聚焦文化振兴、聚焦生态振兴、聚焦组织振兴几个方面赋能培优、

品牌、生态、党建等的发展。 

2.3 黄河口红色文化精神价值的具体应用 

第一，以红色精神命名的红色文化资源。如用“大禹治水”来

命名，黄河口人民历经无数次，几代人与大自然搏斗艰苦垦荒基地；

用“《孙子兵法》”命名文化园；用“923”表示胜利油田人民等。

第二，示范区责任具体制。随着完善“一带三屏三廊多点”生态保

护格局的展开，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区。  

《规划》提出：以重大工程项目为抓手，加快推动文化旅游深

度融合发展，依托沿黄观光路打造黄河文化旅游精品景区、精品线

路，积极发展红色旅游、研学旅游、生态旅游等，打造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使旅游成为宣传黄河灿烂文明的重要窗

口。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在重点节会中，进一步增加黄河元素，培

育品牌项目，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文化交流，弘扬黄河文化时代

价值，提高黄河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

自信，续写黄河流域现代文明的华彩乐章。 

三、黄河口红色文化的开发策略 

黄河口红色文化开发策略研究，对于我们坚定“四个自信”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黄河口红色文化的

多元呈现，在物态保护和前景开发中出现的问题，要整合多元要素、

凝聚地域精神，协同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共同开发和推介黄河口

红色文化工作。 

1.整合多种文化资源，明确保护开发对象和等级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黄河流域积淀了丰富多样、异彩纷呈的文

化遗产资源。我们要深入研究黄河口红色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

为明确黄河口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打好基础。结合实践需要，

以法律规范对黄河口文化遗产作出凝练概括和合理划分。深入开展

红色文化遗产调查，摸清黄河流域现有红色文化遗产总量及分布，

掌握红色文化遗产开发、利用与保护现状，形成黄河口红色文化遗

产台账，为完善相关立法提供现实依据。在厘清黄河红色文化开发、

利用、保护状况的基础上，形成并定期更新黄河口红色文化遗产保

护目录，明确不同文化遗产的保护等级，进而在法律规范上加以明

确。对于综合价值巨大，或者面临严重破坏、亟须开展保护的文化

遗产，予以优先重点保护。对于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有针对性地

开展保护。推动全社会形成对黄河口文化遗产保护的共识，形成强

大保护合力。 

2.打造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红色旅游新业态，统筹文化保护与环

境保护 

黄河口红色文化遗产是黄河文化的重要载体，与生态环境关系

密切。黄河口红色文化遗产的形成、保护和发展，其文化价值、社

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等都受到生态环境的深刻影响。这就需要统筹黄

河口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在立法中将生态要素、文

化要素、经济要素等进行全面考量。立足黄河流域自然条件，以自

然禀赋为基础，制定详细、具有可操作性的保护规划，明确流域内

各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对全流域文化资源与生态要

素进行通盘考虑，明确黄河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阶段、措施，

明确各类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因素和制约因素，依法保护、挖掘和

利用体现黄河口红色文化特色的文化遗产。 

3.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营造文化遗产保护的法治环境 

黄河入海口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星罗棋布、各具特色的

文化遗产，为区域文化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也为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有力文化支撑。推动将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

势，有利于增强黄河口文化遗产保护的内生动力。这就需要培育黄

河口文化发展的法治土壤，为促进黄河口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

利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政府部门可以发挥引导作用，为红色文化

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政策支持、执法保障。可以出台相关规范，

支持引导企业投入黄河口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鼓励社会力量

和公民积极参与黄河口文化遗产保护，依法保护企业和公民相关合

法权益、稳定社会预期，拓宽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来源。加强对法

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形成黄河口文化遗产保护执法检查机

制，依法打击盗掘、盗窃、非法交易文物等破坏黄河口文化遗产的

犯罪行为，营造强化黄河口文化遗产保护的法治环境，更好保护黄

河流域的历史红色文化。 

结语 

黄河口的红色文化是革命与建设时期留存下来的精神及其物

态载体，具有政治、经济以及精神等时代价值，发掘其蕴含的价值

并提出开发策略：整合多种文化资源，明确保护开发对象和等级；

打造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红色旅游新业态，统筹文化保护与环境保

护；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营造文化遗产保护的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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