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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红色旅游产业集群发展路径探析 

邝贤哲
1
 

（中共苏仙区委党校，湖南 郴州 423000） 

【摘 要】：红色旅游的开发对于党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都有巨大益处。郴州具有丰富红色旅游资源，应以“产

业集群发展”为突破口，利用优势，正视劣势，把握发展机遇，探寻具有本市特色的红色旅游产业集群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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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非常重视红色旅游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革命老区考察时指出，革命传统资源是我们党的宝贵精

神财富，每一个红色旅游景点都是一个常学常新的生动课堂。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揭示了红色旅游资政育人的本质和职责，指明了红色旅游的发展方向。结合郴州红色

旅游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郴州红色旅游可以以“产业集群发展”为突破口，构建郴州红色旅游产业集群。 

1 红色旅游、红色旅游产业、产业集群和郴州红色旅游产业集群定义 

1.1红色旅游、红色旅游产业 

红色旅游，主要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进行革命、战争和建设的伟大历程中，建立丰功伟业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

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足迹和革命精神的内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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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旅游具有重要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教育等功能。发展红色旅游对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增强爱国情感、增强

民族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促进革命老区发展都有巨大益处。 

红色旅游产业是指红色旅游业和为红色旅游业提供物质、文化、信息、管理等多种服务的各种行业的总称。 

1.2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是指由集中在一定区域内，有分工与合作关系，有相互关联性的企业和相关机构、组织组成的群体，通过一定的

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新的空间集聚体。产业集群是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产业集群具有地

域性、关联性、特定性等特点。 

1.3郴州红色旅游产业集群定义 

郴州红色旅游产业集群，主要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进行革命斗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建树丰功伟绩，于郴州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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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形成的革命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进行革命传统、爱国主义等教育的主题旅游活动，并由此而产生的关联性的企业、机构

和组织，通过一定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组成一种空间集聚体，形成一种新的产业空间集聚现象。郴州红色旅游产业集群的发

展对提升郴州红色旅游产业的影响力、吸引力、竞争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 郴州红色旅游产业集群发展可行性 

2.1郴州红色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优势 

郴州是一块红色的土地，这里自古就是中原通往华南沿海的“咽喉”，山高林深，林幽峰奇，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以来，这里也成了红色革命的热土，革命斗争的沃土，涌现出了许多革命故事，也留下了许多红色

的遗迹。 

2.1.1红色历史资源多。 

郴州地处湘、赣、粤三省交界之处，坐落于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16-202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

特别标注的湘赣闽红色旅游区内，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革命老区。郴州红色资源丰富，除了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公布

的宜章县湘南暴动指挥部旧址，桂东县第一军规广场，汝城县湘南起义汝城会议旧址三个地方以外，还有湘南起义纪念馆、郴

县苏维埃政府旧址、黄克诚故居等一系列革命旧址，这些革命遗迹承载着湘南起义的历史风云，完整地展现了湘南起义这幅波

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历史画卷。郴州同时是英雄辈出的地方。在大革命前期，郴州就出了以邓中夏、黄静仁等为代表的进步青年，

在建党初期积极投身革命事业。之后，郴州又陆续走出了黄克诚、肖克、曾志等革命家。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也曾在这里战

斗过。 

2.1.2红色故事流传广。 

在 2016 年国家举行的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深情讲述了红色长征“半条被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发

生在湖南郴州汝城县的沙洲村，在红军长征途中，三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

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仅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来半条给老百姓的人。习近平同志强调：“同

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

证。” 

2.1.3资源组合状况佳。 

郴州红色旅游资源丰富，除拥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名录公布的三处革命旧址外，还有许多红色资源和旅游资源，且景致组

合上佳。全市共有各类革命纪念地 30多个，同时还有莽山、东江湖、苏仙岭等高品位的旅游景区。郴州古称林邑，意为林中之

城，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67%，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温泉之城。郴州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而且跟红色资源组合的状况良好。 

(1）市内红色旅游景点与市内知名风光旅游景点距离近、景致组合相得益彰。郴州市内各地方的革命纪念地，正好能够组

成一个环形的“革命故事追寻之旅”。宜章湘南暴动指挥部旧址，距离有第二西双版纳之称莽山国家森林公园，只有一小时车

程；流传着“半床棉被”故事的沙洲村到汝城著名的热水温泉，行程也在百公里以内，景致组合可谓相得益彰。 

(2）本市红色旅游景点与外省著名红色旅游景点相邻并相映成辉。2013 年 1 月，国务院批复《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

攻坚规划（2011-2020年）》，这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扶贫攻坚战略。罗霄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跨江西、湖南

两地，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大部分区域属于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范围。其中湖南有 6 县属于该片区，而郴州占了其



 

 3 

中 4 县，即宜章、桂东、汝城、安仁。根据国务院重要批复意见，该片区将建成全国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宜章县湘南暴动指挥

部旧址，桂东县第一军规广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颁布旧址），汝城县湘南起义汝城会议旧址这三个已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

名录的红色旅游景区将和江西井冈山红色旅游系列景区、赣州市、吉安市等中央苏区政府根据地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相映成辉。 

2.2郴州红色旅游集群发展的劣势 

2.2.1郴州红色旅游产业集群意识不强。 

近些年来，郴州市按照“一个中心、三个重点景区、四条精品线路、七大旅游板块”的格局和红色、绿色旅游有机结合的

原则，对市内的红色景观进行了合理布局，在吸引游客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在一些从事红色旅游的企业、单位里，集群

发展、集聚发展、集中发展、抱团发展的意识还不强，还在各自为阵、各顾各家，还没有开发整合成为一些完整的旅游产业链

和郴州特有的“红色故事之旅”。红色文化资源虽丰富，但尚未成为真正旅游资源，红色旅游景点虽然较多，但尚未形成影响

力、竞争力很强的红色旅游产业集群。“资源”与“知名度”不匹配，“景区”与集聚度不相称。 

2.2.2红色旅游产业的统筹整合不够。 

红色旅游业是个特殊的产业。从经济发展的视角看，旅游业是近些年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朝阳产业”。红色旅游产业

既要讲究经济效益，更要讲社会效益。从管理现状来看，一些地方的红色旅游存在多头管理、多级管理的现象。从红色旅游本

身来看，也存在“单兵突进”、“单打独斗”、“单色孤景”现象，跨景区、跨区域的统筹整合、整体规划不够。一些红色旅

游景区“孤立存在”、“孤军奋斗”，没有形成红色旅游产业集群发展、合力发展的良好局面，没有产生红色旅游业需要产生

的集聚效应。 

2.2.3红色旅游产业人才不足。 

当前郴州的大多数红色旅游从业人员都来自本地，在这些从业人员中，大多数所学专业与旅游业并不对口，高达 76%的从业

人员没有经过专门的业务培训。既熟悉红色旅游知识，又熟悉产业集群理论（经济学）的复合型人才更少。这些原因导致红色

旅游从业人员的知识参差不齐。有些导游在讲解红色革命故事的时候，只会按图索骥，使相关故事的内涵大打折扣。有些管理

人员、从业人员受限于知识面或旧观念，没有也不会从产业集群的角度考虑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问题。 

2.3郴州红色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机遇 

2.3.1政策机遇。 

党和政府的政策支持是红色旅游产业发展的首要因素。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红色旅游发展

纳入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革命老区并先后对红色旅游发展

作了多次重要讲话。李克强总理特地到瑞金革命旧址和太行山革命老区考察。国务院关于《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

划》的重要批复意见中，要求将该片区建成全国著名的红色旅游目的地。郴州的宜章、桂东、汝城、安仁四个革命老区县已纳

入该片区发展与扶贫规划，这对 4县乃至整个郴州的红色旅游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政策机遇。 

2.3.2市场机遇。 

郴州地处湘、粤、赣三省交界之处的“金三角”地段，素有湖南的“南大门”，粤、港、澳“后花园”之美誉；是与粤、

港、澳对接的前沿阵地，也是红色革命摇篮江西老区的近邻，有 4 个县本身也是革命老区，属国家建设著名红色旅游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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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毗邻的粤、港、澳拥有庞大潜在和现实的游客数量，是郴州红色旅游和其他旅游市场的巨大客源。在全域旅游的大背景下，

郴州要抓住这些市场机遇，把红色旅游产业集群这篇大文章做得更深、更新、更美。 

2.3.3交通机遇。 

郴州交通方便快捷，四通八达。铁路方面既位于中国铁路大动脉京广电气化铁路之间，又处于世界营运里程最长的京广高

铁之中；公路有 107国道、106国道，还有京港澳高速、夏蓉高速、岳汝高速，将郴州的红色景区与沿海地区连接在一起，对整

合郴州革命老区的红色旅游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2016 年，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郴州北湖机场，该机场的建设更

使郴州的便利交通锦上添花。 

3 郴州市红色旅游产业集群发展路径 

推动红色旅游产业集群发展，需要有好思路、好路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理清思路、完

善规划、找准突破口。郴州具有丰富的红色资源，但需要进一步将区域内红色旅游的有关联性的单位整合起来，集聚起来，发

挥共享效应、集聚效应、放大效应和优势效应。我们应该构建一批红色旅游产业集群，将红色旅游与绿色、生态、休闲旅游等

其他旅游方式进行优化组合，相互带动，形成一批配套的规模产业群。 

3.1集群开发——树立集群意识，搞好集群展示 

3.1.1树立集群意识。 

要使郴州红色旅游产业集群发展，首先要树立和强化集群意识。“小、散、弱”是做不到红色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孤

景”存在、“孤军奋斗”也是做不大、做不强、做不精红色旅游产业的。与韶山以核心景区为主“纵向”拓展和延伸的发展方

式不同，郴州的红色旅游产业需要的是集群开发、整体开发，强调的是“连横”和“集聚”，必须确立郴州本身的“红色文化

个性”，突出差异性，以“红色记忆”为主线，通过革命故事的讲述，串联红色景点，通过集聚起来的景区还原整个湘南起义

的历史风貌，激荡人们的心灵，既有利于红色革命历史爱国主义的教育的开展，也有利于推进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郴州可以

构建几个红色旅游产业集群如“湘南起义集群”，将郴州市苏仙区境内的湘南起义纪念馆、苏仙区革命纪念馆、宜章县内的湘

南暴动指挥部旧址、汝城县的湘南起义汝城会议旧址等景区串联在一起，集聚在一起，共享资源，集群发展。 

3.1.2搞好集群展示。 

构建红色旅游产业集群，离不开好的平台展示。近年来郴州市旅游经济发展较快，2016年郴州市 GDP达到 2190.8亿元，其

中旅游业实现总收入 325 亿元，同比增长 15.6%。但红色旅游产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占比不高，不足旅游产业的 1%，社会效益

也有待进一步提高。要真正发展红色旅游，必须搞好集群展示。可依托苏仙区委党校入选首批全国党性教育基地网上展馆契机，

通过信息化手段在全国“共产党员网”上进行集群展示，将其打造成全方位立体式红色故事和红色旅游的宣传平台。 

3.2集中开发——凸显主体形象，集聚配套产业 

3.2.1主体形象要集中。 

红色旅游从来不乏好故事，也不乏好声音，关键是通过什么手段和什么空间组织形式来集中展现其本身蕴含的历史内涵和

革命精神。凸显郴州红色旅游形象，应当以革命传统教育与爱国主义精神为主体形象，在市场营销策略等各个方面优化整合资

源，构建区域内“红色郴州，革命摇篮”为主体的红色旅游形象，并以“林中之城，休闲之都”进行形象补充，给游客塑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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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虽多维立体但主题集中的红色旅游城市形象。 

3.2.2配套产业要集聚。 

就目前而言，郴州一些红色旅游景区还处在产业结构单一、经营单位分散，功能有限的相对原始状态。红色旅游产业要发

展提速，必须抓住机遇迅速转型，一方面要求与红色旅游联动的的配套产业要发展，周边旅游餐饮业、酒店业、观光业等作为

基础配套产业要集聚，同时要采取“红+绿”“红+古”等多种模式来对接更多的产业。另一方面，从发展的角度上来看，要从

过去单一的说教的心态进行转变，要将红色旅游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集聚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与当地的中心工作结

合起来。 

3.2.3配套设施要强化。 

硬件发展方面上必须进行强化配置，目前郴州红色旅游区域之间交通不便，旅游会车都比较困难，道路标准需要提升，同

时景区设施要配套发展，比如公共洗手间、公共停车场等；软件同时也需要提标升级，必须要有互联网，wifi 网络等等要迅速

介入，互联网时代，便利的交通环境及迅速有效的传播方式更有利于红色旅游的品牌传播和推荐。 

3.3统筹开发——制定总体规划，集聚协作开发 

3.3.1规划为先，结构为要。 

郴州境内包括苏仙区境内，全域旅游包括红色旅游在内的旅游资源、旅游单位不少，但也存在各自分散开发、集中度低等

现象，没有形成集聚开发的整体合力。近年来，苏仙区委、区政府认识到，要将苏仙区境内包括红色旅游资源在内的所有旅游

资源的开发建设进行统筹规划，整体布局，重点开发。特别是从去年被列入国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后，苏仙区就着手编制全

域旅游规划，着力将苏仙区打造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和湖南省全域旅游基地建设新样板，重点开发骡马古道历史文化与红

色旅游带 4条精品旅游线路，突出打造郴江路——107国道历史文化与红色旅游带等 6大主题。 

3.3.2跨区协作，抱团发展。 

(1）跨省合作，推进南岭旅游区规划建设。落实国务院部署的《“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湖南省要求郴州跨省合作推

进南岭旅游区规划建设；郴州要加强与广西桂林、贺州、广东清远、韶关、江西赣州和省内永州等城市的区域合作，共同规划

建设南岭森林生态文化旅游区，共同协作努力，实现含红色旅游在内的各色旅游产业的发展。 

(2）跨市合作，共建大湘东红色旅游产业。大湘东红色旅游产业区域，由郴州的桂东、汝城和长沙、株洲等市的浏阳、平

江、醴陵、攸县、茶陵、炎陵组成。这些地方，是全国闻名的革命老区、苏区，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地

方红色旅游资源特别丰富，各色资源互融互补。按照省里的要求，共同参与的各方要跨市合作，共谋发展、抱团发展、集结发

展，共同构建大湘东红色旅游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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