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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区建设，看浙江怎么做

多方参与 共同发展

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浙江的红色旅游建

设始终把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目标，关注生态保

护和文化传承的双重责任。

在开发红色旅游项目时，浙江通过科学规划，

采取绿色低碳的建设方式。一部分景区主动选用

太阳能照明、雨水收集系统和生态厕所等环保设

施，既节约了资源，也以减轻了对自然环境的影

响，确保了旅游业的绿色发展。也有一部分红色

旅游区还实施了垃圾分类和资源循环利用项目，

有效维护了革命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一直以来，我省始终致力于将红色文化教育

与生态教育相结合，通过举办一系列以生态环保

为主题的教育活动，让游客在深入体验红色文化

的同时，不仅能够领略革命历史的深厚底蕴，也能

提升自身的环保意识。这样的结合不仅丰富了红

色旅游的内涵，也促进了文化与生态的和谐共生，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了力量。

此外，浙江还鼓励当地居民参与红色旅游的

开发与管理，通过提供培训和就业机会，帮助他们

从红色旅游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这种直接

的经济激励机制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居民保护红色

历史遗迹和自然环境的积极性。居民参与的模

式，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还增强了社会的

凝聚力，为红色旅游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

会基础。

今年3月，浙江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浙江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这是该领域首

部基础性、综合性的地方性法规，旨在提供法律保

障和支持。通过教育和引导，提高游客的环保和

文化尊重意识，鼓励文明旅游，这为红色旅游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近日，经文化和旅游部批准，《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区等级划分》（LB/T 089-2024）旅游行业标准正式发布。标准确认，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区将划分为

国家级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区和省级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区两个等级。标准要求，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区应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科学有序规划建设，维

护原有历史氛围和红色底色，打造品牌化和有全国影响力的红色旅游产品，运用现代智能科技增强产品服务的互动体验和情景体验，开展面向各学生

群体的特色教育实践活动。在标准的指导下，浙江作为红色旅游重要基地，已采取多项创新举措，不仅提升了红色旅游的吸引力，也为其他地区红色旅

游融合发展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拥抱数字时代

我省红色资源丰富且分布广泛。目前，浙

江已形成 10 个国家级和 8 个省级红色旅游经

典景区，建立了 14 个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推出了 10 条“寻访红色足迹、传承红

色基因”主题精品旅游线路，并设有 52 处红色

文化打卡地和 70 个省级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资

源点。

数字化资源库的建立是浙江推进红色旅

游数字化进程的核心环节。通过高精度扫描

革命旧址和纪念场馆，珍贵的文物、文献资料

就能被转换成数字化形式。眼下，浙江正全力

打造全省范围的红色旅游电子地图，以及红色

旅游数据库，旨在推动“一部手机红色游”的便

捷体验。

为全面整合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确保红色

遗产的永久保存和广泛传播，我省对红色资源

进行了数字化建档，将相关图片、文字、音频、视

频等信息，一并汇入红色基因数据库。据悉，浙

江正着力打造的“红色地图”将配备电子标签，

游客在红色场馆内通过扫描即可浏览或下载相

关信息。数字化资源库的建立不仅有助于维护

和传扬红色文化遗产，还能让游客接触到更加

多样化的红色文化内容。同时，红色旅游信息

的检索也变得轻而易举，无论是通过电脑还是

智能手机，游客都能随时随地获取有关红色历

史、故事与精神的详细信息。

此外，数字化资源库的建立，使得红色文

化和历史资源能够通过互联网向更广泛的公

众开放，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极大地提高

了红色旅游景点的可达性和吸引力，有效地带

动了红色旅游经济的发展，为地区的经济增长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去年 3 月，革命遗址数

字智治应用“红立方”于在浙里办、浙政钉正式

上线。该平台不仅丰富了红色资源的展示方

式，还让更多人能够轻松地接触到这些宝贵的

革命历史资源。去年 6 月，丽水市民以远程参

与的方式，见证了浙西南首个党组织诞生地的

升旗仪式，并在线聆听了党史专家的讲述与授

课。

数字技术的融入，不仅让浙江红色旅游体

验更加丰富、多样，动态的体验方式也取代了传

统的静态展示方式，游客不再是单纯的观察者，

而是成为历史的参与者。与此同时，数字技术

的运用也有助于旅游市场的规范化，通过数据

分析优化资源配置，减少资源浪费，提高了整体

的经济效率。

构建多元体验

在新媒体时代，浙江多地通过创新方式，

开展了品牌红色主题融媒体活动，传播红色文

化。比如，“红色乡音”项目以短视频等形式，

传播老党员们的事迹，首日点击量超 16 万次；

“闪耀的名字——共产党员”网络展播展现温

州优秀党员贡献，总阅读量达 670 万人次；湖州

利用网红主播传播红色记忆，引导年轻人了解

党史；绍兴精选党史事件，进行现代化演绎；

“会飞的好声音”和“漫说党史”活动分别通过

视频和漫画形式，传播党的理论和党史故事，

使红色文化深入人心。这些创新方式显著提

升了红色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特别是在年

轻人中。

在义乌分水塘村的望道展示馆里，5G智能

机器人可为前来的游客介绍相关红色故事，而

在衢州，浙西革命斗争纪念馆里的 VR 交互一

体机也能让游客现场体验紧张的模拟战斗。

通过这种沉浸式体验，游客仿佛穿越时空，亲

历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此外，纪念馆还利

用大数据分析游客的兴趣偏好，提供个性化的

参观路线推荐，确保每位游客都能获得满意的

参观体验。

这些数字化的运用，不仅增强了红色旅游

的吸引力，也使得红色文化的传承更加生动和

有效。据了解，在我省多个红色旅游景点，互

动触摸屏和全息投影互动等技术已得到广泛

应用。
▲VR眼睛的佩戴为游客增加了互动体验 图源：开化旅游

▲浙西革命斗争纪念馆里的VR交互一体机
图源：开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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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分水塘村望道展示馆里的5G智能机器人
图源：望道展示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