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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吉林省保存的革命遗址众多, 红色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其中的旅

游资源蕴藏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人文历史内容，对大学生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增强爱国主义情怀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在

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吉林省红色旅游资源保护设计训练

研究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将吉林省红色旅游资源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内容相结合，是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的需要。本文通过吉林省红色旅

游资源保护设计训练的研究，对近年来抗战遗址的发掘及研究现状及问

题进行评述，总结开展吉林省红色旅游资源保护利用的意义，并结合专

业知识提出吉林省抗战遗址保护和利用的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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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主要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
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
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
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对红色旅游资源研究的重要
意义在于，一是通过对红色旅游的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考证东
北抗联史和东北地方文化史，为弘扬东北抗联精神的时代价值提
供了丰富的素材，起到“以史鉴今”的作用。二是随着红色旅游
遗址文物发掘也提供了日军侵华的罪证材料，成为爱国主义教育
的 好素材，警示后人清醒认识到历史是不容抹杀的，要捍卫胜
利的果实，珍视和平。三是红色资源及抗战遗址的发掘，为吉林
红色文化资源的发展补充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抗联抗联纪念碑、
抗联密营遗址都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红色基地，通过红色文化
资源的应用，建立起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平台，“资政育
人”作用相应显现，丰富了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旅游的开展，也拉
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吉林省红色旅游资源保护设计训练的意义
也可以说是通过发展红色旅游，宣扬红色文化，传承民族精神。 

为了更好地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在“十二五”规
划期间，中央决定将红色旅游内容进行拓展，将 1840 年以来 170
多年之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时期，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充
分显示伟大民族精神的重大事件、重大活动和重要人物事迹的历
史文化遗存，有选择地纳入红色旅游范围。2016 年全国两会期
间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洪袁舒曾提交建议，呼吁
消除“八年抗战”的提法，把“十四年抗战”写入教材，让孩子
铭记历史，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支持。可以说，全面落实“十四
年抗战”概念是大势所趋，同时也到了水到渠成的阶段。红色旅
游在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快速发展的阶段，正以其独特的优势，
在民主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 

目前，在党中央号召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吉林省红色旅游
资源的开发与建设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以革命遗址、革命纪念馆、
革命博物馆和烈士陵园为主要参观旅游学习基地，并且这些红色
文化遗址主要集中在今天的四平、长春、通化、吉林、延边等地
区。截至目前，吉林省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经达到了 87 个，
吉林省至今保存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历史时期的
红色旅游资源 875 处，其中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联文化尤为
突出。 

随着吉林省红色旅游资源的逐步发展，现阶段也存在很多问
题。红色资源保护意识薄弱，人们对红色资源的认识还不够深入。
目前,在学术界,对于红色资源的概念还没有明确统一的界定， 关
于红色资源保护的研究资料也不多见。这种概念与范围上的模糊
不清,学术研究上的滞后就直接导致了红色资源保护具体实践上
的迷茫。这也就是说，人们在思维习惯上还没有形成红色资源保
护的清晰印象。其次地方各级政府对于红色资源保护的理论宣传
也远远不够，使得人们缺乏对红色资源保护知识的了解，缺乏红
色资源保护的责任感。 

红色资源在具体的开发与利用的过程中遭到不同程度的破
坏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何让这种破坏程度始终处于一个可控制

的状态中是要我们加以重视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包括城镇化建设、工农业生产等因为缺乏整体规划，加上一些地
方政府在发展经济时受到利益的驱动,把红色资源这些宝贵的资
源财富当作发展的包袱，导致红色资源保护进程困难重重，处于
非常不利的局面。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革命遗址、旧址因城市发展
而在拆迁改造的过程中被改变容貌，甚至因拆除而造成损毁。所
以我们要利用好专业知识，增加相关人才，提供理论知识，加大
对吉林省红色旅游资源的整体规划力度。 

通过对吉林省红色旅游资源保护设计训练的研究，结合现阶
段存在问题，对于学界开展红色旅游资源保护提出以下建议，一
是通过做好红色资源的发掘、保护和利用，抗联遗址具有文物价
值的稀缺性特征，要采取合理开发，不进行大规模的遗址破坏活
动，建立起相应的保护机制，及时将遗址申报为文物保护单位，
并能公布相关的旅游资源的基本概况；二是建立起有效的媒体传
播平台，使公众更多的了解红色旅游资源及文化，进而能更清晰
认识到东北抗联在全国抗战中的作用及历史贡献，烘托出抗联精
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也就能拓展红色旅游资源保护的研究
内容和深度。 

吉林省红色旅游资源设计训练研究能够满足当代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所需要的新内容、新模式与新方法，在研究过程中了
解大学生创新创业内容及意义，从而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结合红色旅游资源背景及现状，对资源保护与利用形成可实施可
操作的系统策略，并呼吁更多的人将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落实
到生活中。要立足于吉林省丰富的红色旅游文化资源，赋予革命
传统新的时代特色，使爱国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实现历史与现实
的结合。当代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吉林省红色精神的熏陶，
从而丰富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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