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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基地搭平台教育基地搭平台 红色文旅放光彩红色文旅放光彩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近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2周年，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多地党组织走进红色教
育基地，通过理论学习、现场教
学、联学共建等多种形式开展

“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同时，
伴随着旅游市场的复苏，近期，
革命圣地西柏坡、嘉兴南湖景
区、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目的地
迎来红色旅游热潮，爱国主义
主题教育活动受到广泛欢迎。

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过程中，该如何更好地发
挥红色旅游的时代价值？

主题党日活动
推动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连日来，在位于河南省商
丘市永城市的淮海战役陈官庄
纪念馆，来自全国多地的党员
干部纷纷前来开展“七一”主题
党日活动，在党旗前重温入党
誓词、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凭
吊追思先烈，重温革命情怀，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

“相较去年‘庆七一’系列
主题活动，今年呈现出活动时
间长、峰值高等特点。”淮海战
役陈官庄纪念馆相关负责人介
绍，自6月中旬开始，缅怀祭奠
革命先烈、开展庆祝活动的团
体不断增多，并于6月下旬进
入高峰，仅7月1日当天入馆团
体就超过130个近3000人。

同时，淮海战役陈官庄纪
念馆也迎来红色研学旅游高
峰。多地学校和研学旅游机构
来到这里，学生们以多种形式
祭奠革命先烈、参与爱国主义
教育活动——在革命历史展
厅，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解，仿
佛回到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
在烈士墓地，为烈士献上一
朵朵白花，鞠躬致敬，寄托哀
思；在纪念碑前，庄严肃立，向
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牺牲的烈
士默哀……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近年来，淮海战役陈官庄纪念
馆持续加强红色研学旅行组织
体系建设，围绕以“小推车”精
神为代表的永城红色文化，打
造红色研学知名品牌，切实发
挥红色研学旅行的教育启发作
用，加深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
识和理解，真正让红色基因融
入其血脉。同时，科学利用馆
内各种静态和动态资讯、工具、
设备，主动与学生保持充分交
流沟通，引领他们全方位、多角
度深入了解永城红色文化和革
命精神内涵，发挥出了红色教
育主阵地作用，为高质量开展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生
动课堂和坚强阵地。

红旗漫卷西风，塞上岁月
峥嵘。日前，在红色圣地陕西
省延安市安塞区，安塞区委宣
传部离退休干部联合党支部
组织老干部赴张思德牺牲纪
念地、中央军委二局旧址等红
色革命教育基地开展主题党日
活动。

此外，安塞区法院党支部
组织党员干警一行先后来到杨
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
馆进行瞻仰学习。在杨家岭革
命旧址，他们依次参观了中共
中央办公厅旧址、中共七大会
址等，听取了微党课，共同感受
革命先烈坚定的革命信念以及
对革命事业的执着和忠诚；在
延安革命纪念馆，全体党员干
警在讲解员的引导下，通过观
看一幅幅珍贵的图片和一段段
朴实无华的文字，深刻感悟到
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
斗的革命历程……大家纷纷表
示，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从中
汲取奋进的智慧和力量，继承
发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
命精神，用实际行动为安塞高
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作出贡献。

发挥红色教育基地优势
构建独具特色研学体系

红色教育基地作为传承红
色基因的重要依托，是广大干
部群众了解党的历史、培育爱
党爱国情怀的重要阵地。为进
一步发挥红色教育基地的重要
作用，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对其
进行完善？

日前，北京市委党校领导
科学教研部副教授、北京领导
科学研究会秘书长江文在接受
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一是深入挖掘红色基因，提升
红色教育的情怀内核；二是坚
持系统观念，打造品牌效应；
三是善于因地制宜，避免“千人
一面”。

在江文看来，红色教育要
入脑入心，就必须全面系统地
还原历史场景、人物和事件，做
到以真情感人，以真事育人，真
正吸引干部群众前来学习接受
教育；红色教育基地不能唱独
角戏，应该结合当地红色旅游
资源进行特色开发，做好红色
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的整合，
形成品牌合力，做到红色教育
与乡村振兴、城市更新等中心
工作相互融合。

“还可以进行红色文化纪
念品和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
扩大红色文化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
媒与舆情研究所所长、北京市
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员郭万超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途牛旅游
网发布的《2023年上半年度红
色旅游消费报告》显示，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年轻客群、亲子
家庭主动参与到红色旅游中
来。在2023年上半年参与红
色旅游的用户中，年龄在26—
35岁的中青年用户出游人次
占比最高，达到了30%，其次是
18—25岁的用户，出游人次占
比为20%。

在多位专家看来，目前，我
国的红色旅游，尤其是红色研
学游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体
系和思路。为进一步推动其高
质量发展，有专家建议，应形成
红色旅游的指导标准，高质量
编写研学教育相关指导意见，
根据相关群体具体的年龄确定

研学目标和研学深度，由浅入
深、分层分类、整体规划，编制
特点鲜明的爱国主义教育可视
化读本，让研学教育有章可循，
提升青年群体参与红色研学游
的兴趣。

江文表示，还需要不断增
强红色旅游的专业性，要根据
不同年龄段的需求，联合高等
院校、党史专家、思政专家共同
探讨制定适合目标人群的红色
研学教育实践线路、基地、课程
和项目，并借鉴井冈山、延安
等代表性红色圣地研学线路
和教培中心的建设经验，抓住
关键点、突出体验性、增强感
染力、规范操作程序，推出具有
地方特色的红色研学游培育机
制和运行体系，让研学人员得
到权威专业的指导，从而提升
获得感。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红色研学游作为一个新兴行
业，存在着专业人才短缺的问
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行业
发展。

对此，有专家指出，要针对
课程安排，有计划地从专业化
文旅人才队伍中选取打造讲政
治、有情怀、精业务的研学人才
队伍；培育掌握教育规律，同时
又熟知革命历史的红色讲解
员，讲好红色故事，引导青年一
代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
情感，不断增强其永远跟党走
的信仰、信念和信心。

坚持价值引领
让青少年爱上红色游

面对象征着国家未来的青
少年群体，如何充分释放红色
资源的教育价值、文化价值和

时代价值？
“全国各地的红色教育基

地是非常宝贵的资源，也是对
青少年进行思想教育的鲜活教
材。要根据青少年的年龄和
心理特点，对基地的红色资源
进行挖掘，以新颖且具有吸引
力的形式进行呈现。”郭万超
谈道。

江文认为，一方面应坚持
价值引领，激发青少年情感共
鸣，使其产生获得感。价值引
领是红色旅游及红色研学游的
根本宗旨，要让青少年通过红
色研学游汲取丰富的红色养分
和强大的精神能量，接受革命
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
观。比如，可以通过“红色旅
游+生活体验”的形式，培养青
少年群体吃苦耐劳、坚韧朴实、
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品质，实
现“游中学、学中游”。

另一方面，应做好调查研
究，精准把握青少年群体需
求。红色旅游的策划和设计要
充分尊重和理解青少年群体的
价值观变化，做到科学谋划、巧
妙构思、精心设计，用最贴近青
少年群体需求的形式讲好“四
个故事”，即党的故事、革命的
故事、斗争的故事、英雄人物的
故事，避免让青少年群体产生
审美疲劳和受教育的压力，做
到“润物细无声”。

此外，江文还建议，为满足
青少年对红色旅游及红色研学
游的期待，应运用设计思维，提
升项目吸引力。“还要增强创意
设计，打造红色IP，开发年轻人
喜闻乐见的深度体验项目，从
而提升红色文化的吸引力。”江
文说。

湖南怀化通道县：
峡谷激浪 漂享清凉

盛夏时节，有着“南国第一

漂”的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

治县龙底景区漂流项目受到游客

青睐。近年来，当地依托良好的

生态环境和丰富的山水资源，深

入挖掘“清凉经济”，推出峡谷观

光、漂流体验、休闲避暑等旅游路

线，带动当地旅游产业发展。图

为游客在龙底景区漂流。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
通讯员 李尚引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