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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红色文化与新媒体实践教育融合发展研究

——以林芝市巴宜区“红旗颂”联展馆为例

达瓦桑布  卓玛美  曲吉  多杰东智  平措加措

西藏民族大学  陕西咸阳  712082

摘　要：本研究以西藏林芝市巴宜区部分“红旗颂”联展馆为案例，探讨西藏红色文化与新媒体实践教育的融合发展。通

过对“红旗颂”联展馆的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深入剖析了西藏红色文化的历史渊源、特色内涵以及在当代社会的意义。

同时，结合新媒体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探讨了如何利用新媒体手段，提升红色文化教育的传播效果和教育质量。研究发现，

“红旗颂”联展馆通过结合传统展览与新媒体互动体验，成功将红色文化融入到实践教育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教

育效果。最后，本研究提出了进一步促进西藏红色文化与新媒体实践教育融合发展的建议，以期为西藏文化传承与教育改

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西藏红色文化；新媒体实践教育；融合发展；红旗颂联展馆

一、“红旗颂”联展馆的基本概况

1. 巴吉村“振兴颂”的基本概况

巴吉村隶属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八一镇，是八一

镇最大的行政村。巴吉村的“振兴颂”展览馆是巴宜区“红

旗颂”联展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分三个篇章。第一篇章：

昨天，不忘旧西藏的“苦”。 回望过去，巴吉村曾在旧西

藏饱受苦难挣扎，发生过 8.6 级特大地震、瘟疫人口濒临灭

绝等灾难。巴吉村的尼洋河追剿叛匪、依靠牛皮船支援前线

送物资，见证了军爱民，民拥军的红色感人故事。第二篇章：

今天，珍惜新西藏的“甜”。介绍巴吉村的第二任党支部书

记拉巴达杰，由农奴翻身做主人的真实写照。如今在党中央

的关怀和引领下，巴吉村立足自身区位和资源优势，带动农

牧民群众增收致富。第三篇章：明天，谱写新时代的“美”。

未来的巴吉村将围绕“一心、一轴、两片、两点”进行发展

建设，将巴吉村的商业综合体建设成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

引擎。

2. 嘎拉村“团结颂”基本概况 

嘎拉村为林芝镇真巴村下辖自然村。习总书记在视察

嘎拉村时指出，嘎拉村是团结之花盛开的地方，因此在巴宜

区委组织部领导下打造了“团结颂”红色研学主题教育展览

馆，分为三个篇章：

第一篇章：美丽嘎拉村。馆内展示了西藏民主改革前

嘎拉村村民差巴（服差役的人）干玛一家的家庭收入及各种

乌拉差役剥削账。在中央的特殊关怀和支援下，嘎拉村创办

了“绿色银行”，并通过“垃圾兑换积分、积分兑换商品”

的形式，增强了群众生态环保意识，得到了总书记的高度认

可。第二篇章：团结嘎拉村。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人员中

的张勇兴和嘎拉村姑娘白玛相识相恋，组成了嘎拉村纪录以

来民族团结家庭。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调研嘎拉村时指出，

“这里是民族团结进步之花盛开的地方”。嘎拉村群众在党

支部的引领下，在党员的示范带动下，实现了抓经济建设，

促民族团结共赢发展。第三篇章：幸福嘎拉村。新时代的嘎

拉村在支部引领下，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打造了“桃花源”

景区、观光采摘园，组建了农牧民运输队，发展庭院经济、

精品民宿和摊位经济。

3. 巴宜区“英雄颂”基本概况

巴宜区红色研学主题教育展览馆以“英雄颂”为主题，

通过综合采用老照片修复、浮雕墙以及雪中修路场景还原、

老物件展陈、VR 党建平台、声光电等多种方式进行展示。

分为三个篇章：

第一篇章：尼洋河畔起宏图。 在 1950 年 1 月初，中共

中央作出以第二野战军第 18 军为主体，统一谋划进军西藏、

经营西藏的事宜。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

地方政府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宣告了西藏和平解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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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着西藏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为了保卫西藏的和

平和稳定，西藏工委、军区坚决反击，迅速平息了反动上层

发动的武装叛乱，展开了民主改革和民主建政。第二篇章：

雪域问道色季拉。1950 年开始修建川藏公路，1958 年全线

通车，分为南北两线，公路修到了色季拉。据统计，在修路

的过程中有 3000 多名筑路勇士长眠于雪域高原。第三篇章：

昂首阔步新征程。巴宜区这十年来不仅优化产业结构，而且

对生态、绿色、民生、幸福、平安建设等得到了提高。巴宜

区因此获得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的美

名，成为全区首歌也是唯一一个获得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双命名的区（县）。

4. 立定村“解放颂”基本概况

近年来，林芝镇立定村充分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基

础优势，利用“解放颂”红色研学主题教育展览馆一面国旗

红色文化资源和尼洋河风光绿色资源，工布毕秀、工布氆氇

编织技艺、牛皮船等民俗文化资源，发挥立定村党支部的示

范引领作用。该展馆共分为三个篇章：

第一篇章：绿色家园。2021 年 7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藏考察的第一站为立定村，藏语意为“精灵的宫殿之

上”，这里是黑颈鹤的观赏地、斑头雁的栖息地，雅尼国家

湿地公园的核心区。雅尼湿地见证了藏东南区域人类早期活

动史。第二篇章：红色传承。立定村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旺

久不惧辛苦，连续用了 7 个晚上手工缝制出一面五星红旗，

这也是立定村展览馆的镇馆之宝。旺久老书记去世前，将这

面亲手缝制的五星红旗传到尼玛手中，这就是第二代举旗人

尼玛。尼玛主任离任后，就把国旗传到了新一届村班子的手

里，副主任阿达仁青就是第三代举旗人。村里还组建了国旗

护卫队，承担村内国旗更换及重大节日的升旗仪式。第三篇

章：金色立定。立定村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的模式于 2020

年 10 月成立了林芝雅布都平台，经营范围包括住宿、餐饮、

销售农副产品等，并开发了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等平台，

不断增强宣传力度。

二、“红旗颂”联展馆存在的短板

1. 红色资源挖掘欠缺与运用新媒体手段单一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是蕴含

着丰富深邃的精神力量，具有高度的精神指引作用和时代价

值，如若增强红色文化资源的吸引力，就必须深入挖掘研学

馆的红色文化资源。四个红色研学主题教育联展馆的文创产

品大多以“雅布都”产品为主，相对缺少与本展馆红色资源

相关的特色文创产品，对民族团结相关的身边事迹和佐证材

料有待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目前，关于西藏红色文化与新媒

体融合实践教育发展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四个红色研学

主题教育联展馆在红色文化相关的新媒体宣传渠道上较为

单一，媒体信息传播方式单向，传播行为缺乏个性化。四个

展览馆没有介入新媒体融合的宣传方式，除了被学习强国，

巴宜区融媒，西藏日报，中新网，新华网，党建网微平台的

报道外，没有自主运营的新媒体平台，并且“红 + 新媒体

现代科技元素”结合的较少，更缺少“艺术 + 创意 + 科技”

的表现形式。 

2. 缺乏红色研学路线与旅游经济相结合

目前，红色研学线路的规划不同程度上存在随意性较

大、设计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精神价值不突出的短板，

此类现象直接影响到了红色研学的实践教育效果。根据林芝

市红色资源的内容属性和分布特点，可重点打造出红色研学

主题教育馆一条红色研学精品线路。这是因为四个研学馆之

间缺少相互关联，路线比较零散，研学路线不够完善，没有

真正形成内容丰富而具有影响力的研学路。推动红色文化研

学与旅游融合发展，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发扬红色精

神、赓续红色血脉指示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落实新发展理

念、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林芝市巴宜区的四

个红色文化研学主题教育馆的红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推广力度不够，游客观光者参与度较少，缺少旅游带动红色

研学馆的经济发展，红色研学馆与旅游没有很好地运用到实

践当中，相互融合不够，缺乏相互关联，没能构成紧密的旅

游线路，未规划出的“两日游”“三日游”等形式的红色文

化精品线路。推动红色文化研学与旅游融合发展，是深入贯

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发扬红色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指示精神的

重要内容，也是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举措。

三、“红旗颂”联展馆对策建议

1. 红色资源挖掘与运营新媒体手段

（一）借助新媒体挖掘和留存红色资源

在四个展览馆中英雄事迹主要以文字叙述为主，而缺少

当事人或者当时的访谈记录，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不多。因此，

需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对建在的英雄人物进行慰问和访谈，建

议用新媒体技术纪录和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方式，运用虚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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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人打造出全新 IP，在形象外观上对于英雄人物进行视觉

化的呈现。

红色资源挖掘深度不足，在这些展览馆的红色资源当

中重要档案和文献，手稿，资料，代表性文创产品不齐全，

需要引进专业人才来查漏补缺，运用市场机制开发更多红色

文化创意产品，融通多媒体资源，推进‘互联网 +’革命文

物，传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等。文物被其他展览馆收

集的可以采用媒体形式来填补空缺。

（二）借助新媒体创新优势红色文化

（1）实施人才引进。人才引进应该根据展览馆的自身

特色，引进与红色文化发展方向、层次相适应的人才，让人

才要素更好地满足展馆发展的需要，更加有效地释放人才的

活力；学习新媒体运营必备技能的人才，最需要提升的能力

是加强对摄影、摄像、图片编辑、视音频剪辑、网页制作美

化等新媒体制作技术的学习和进行短视频剪辑的能力。

（2）运营新媒体账号。四个展览馆建立自主运营的新

媒体账号，借助新媒体平台宣传本展览馆的红色文化和旅游

资源，通过新媒体平台获取流量，如短视频形式发送到抖音、

微信公众号、微博、知乎等平台上，除了获取流量外还需要

负责账户的维系和活跃，依靠精选的选题、蹭热度、找话题、

投放等。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和新媒体传播技术，加强

红色文化传播，传承红色基因。

（3）建立新媒体公益化创新。在红色文化新媒体公益

化创新中以新媒体平台建立的模式；将新媒体内容公益化，

通过新媒体短视频设计红色文化优质的内容，结合当前主流

意识形态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

“红旗颂”联展馆全员性，全方位的教育和传播。

2. 打造“红色文化 + 绿色资源”发展模式

以“红 + 绿”的旅游发展模式将巴吉村的“振兴颂”

和相邻的世界柏树王园林相结合；嘎拉村的“团结颂”和桃

花园林相结合；立定村的“解放颂”和雅尼湿地公园相结合；

林芝镇的“英雄颂”和色季拉国家森林公园相结合，形成一

条林芝市巴宜区“红旗颂”红色研学主题教育联展馆沿着

318 国道与 X401 县道路径的旅游精品路线。

现阶段巴宜区的生态环保备受游客观光者青睐，可以

借助此优势带动红色文化旅游的发展，目前虽然有一条“红

旗颂”联展馆的研学路线，但是该路线只在联展馆内看得到，

导致该路线少有人知晓，建议未来发展中以该路线作为重点

开发和建设对象，借助新媒体手段大力传播该红色文化旅游

路线。红色研学是突出教育属性的红色旅游。如今，实现红

色研学与旅游融合发展，就应该通过红色文化与旅游紧密交

融、合成一体，实现红色文化与旅游融合效应，使红色文化

成为当地旅游的灵魂、红色故事成为当地旅游的内容，更好

地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化路线，发挥红色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

的实践教育功能，在促进西藏旅游业的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同

时，实现传承和弘扬林芝红色文化，并为游客观光者提供丰

富多彩的西藏红色旅游资源和体验。

结论

综上所述，“红旗颂”联展馆的建设与运营成功实践

了西藏红色文化与新媒体实践教育融合发展的理念，为推动

地方文化产业发展、促进社会教育进步、增强地方形象塑造，

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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