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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红色旅游为依托的绿色经济发展形式研究 

——以浙江省四明山梁弄革命老区为例 

吴欣 姚沛伶 唐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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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效益及政治影响的驱动，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但大部分革命老区名气不高、红色资

源开发不彻底，长效发展面临困境。位于浙东的四明山梁弄革命老区，其经济发展模式以及长效发展机制十分独特。

四明山梁弄革命老区，凭借优良的生态环境，以红色旅游为核心，联动特色小水果、非遗文化、地方餐饮民宿、机

器人等产业，促进了红色文化与绿色经济的融合发展。通过研究当地的绿色发展形式，为其他革命老区以及广大乡

村地区的可持续长效发展提供借鉴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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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转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充

分发展乡镇的历史资源禀赋和地理区位优势，促进乡镇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由之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战略，在农村广泛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为当地

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但这些革命老区大多地处落后偏远地区，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不彻底，未能充分发挥对当地旅游发

展的促进作用。 

《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为浙东四明山红色旅游带来了发展契机。四明山革命老区利用红色旅游资源以及相

关的经济产业政策，发展了绿色经济，实现了乡村振兴。本文通过探索浙江四明山革命老区的发展模式，研究其可持续发展性，

为其他革命老区以及乡村地区的可持续长效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1 研究背景 

1.1背景简介 

四明山革命老区作为全国十九块根据地之一，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有四明山革命烈士纪念碑，正蒙学堂，由浙东区

委旧址、浙东行政公署旧址、浙东抗日军政干校旧址、《新浙东报》社旧址、浙东银行旧址、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军史陈列馆等

组成的浙东抗日根据地遗址群等景点可供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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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四明山革命老区存在交通不便、资源贫瘠、产业薄弱、发展落后等问题。为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当

地政府与人民充分继承优良的红色文化、风俗文化等，并将之与第一、三产业相结合。2003 年习近平主席在四明山革命老区梁

弄镇调研时首次提出了革命老区样板镇理论。十多年来，革命老区大力实施乡村建设。2017 年，梁弄镇全镇总共接待游客 120

万人次，旅游产业带来的总收入 2.01亿元。目前，梁弄镇已经建成 50多家农家乐、60 多个生态观光果园采摘基地、近 100 家

梁弄大糕店及一批特色民宿。2018 年，梁弄镇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1100 亿元，较去年增长 7.7%，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分别为 56950元和 33560元，分别增长 7.5%和 8.2%。其中，距离梁弄镇中心 2km左右的横坎头村凭借优良的生态环境、丰厚

的红色文化资源等优势，联动特色小水果、非遗文化、地方餐饮民宿、机器人等配套产业，成为“浙东红村”。 

1.2我国革命老区红色旅游发展现状概述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曾在《浙江日报》撰文写道，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一个有机整体，解决“三农”问题必须

立足于农业这个基础、农村这个主战场、农民这个核心。习近平同志还指出，要把以发展强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第一要务，用

现代发展理念指导农业，抓住当前科技进步、产业重组、生产要素转移加快的机遇，建立现代生产要素流向农业、现代生产方

式改造农业的有效机制，着力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与工业、农业与服务业的融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关于发展红色旅游系列重要讲话。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

厅联名印发实施《2016—202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以完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体系、凸显红色旅游教育功能、积

极发挥红色旅游在脱贫攻坚上的作用、提升红色旅游规范化水平、开展红色旅游宣传推广活动、推进红色旅游人才队伍建设为

主要任务，弘扬革命精神，发扬其经济社会综合效益，实现红色旅游的内涵式发展。 

但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各地红色旅游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知名度较高的井冈山、延安革命老区等地游客辐射范围广，

而知名度较低的革命老区的影响范围仅限于周边地区。 

大多数革命老区红色旅游发展目前存在许多共性问题，如：过度和不分重点地开发造成环境破坏；红色景区所在地经济基

础薄弱，旅游基础设施欠完善，交通便利性差；红色文化内涵挖掘不充分，游览形式以静态参观为主，枯燥乏味；红色景区经

济来源单一；客源有限且回头率不高，过夜游客较少；宣传力度小等。 

2 红色旅游及相关产业发展模式 

为充分发挥四明山区历史文化禀赋，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梁弄镇横坎头村充分继承与发扬当地红色文化、历史民风民俗，

并将之与旅游产业、农产业相结合，形成以红色旅游资源为依托，各种特色配套产业联动发展的创新红色旅游模式。横坎头村

通过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加快农业结构调整、特色农家乐培育，探索走出一条“红色+绿色+农家”的旅游农业经营发展致富道

路，并且该村已经成为浙江省全面小康示范村。 

2.1以“红色旅游资源”为依托 

发展红色旅游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也是各级党委、政府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作为全国十九块抗日根

据地和百个红色旅游景区之一，横坎头村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红色旅游成了横坎头村发展的重要契机。 

2003 年开始，横坎头村对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群进行了保护性修缮，对旧址周边环境进行了改造提升，有效保护了红色历

史古迹。2005 年开始，经过改造提升的一系列旧址相继对外开放。通过修缮红色旧址、新建游客中心、建设配套设施、开展红

色主题教育，红色旅游产业进一步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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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横坎头村利用旧址等红色资源，创建了全市首个红色村史馆；组织开展了以“弘扬红村文化”为主题的村落文化艺

术节；村干部曾多次邀请梁弄“红色之光”宣讲团成员来“道德讲堂”演讲。另外，旧址群与浙江省委党校四明山分校、浙江

四明山干部学院、市中小学实践基地等机构实现资源共享，使旧址群成为全省最主要的红色教育基地之一。每年的清明、五一、

八一等期间，众多瞻仰者前来缅怀英雄，接受思想教育和革命历史教育。村委干部告诉调研成员，在 2017年横坎头村接待游客

数量达到了 64万人次。 

2.2大糕制作产业 

梁弄大糕是梁弄镇独有的特色传统美食，原料为大米、豇豆、白糖等，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当地人给亲朋好友的

传统赠礼。2012年，梁弄大糕被列入宁波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梁弄镇阿桥大糕被《舌尖上的中国 2》收录。 

随着时代的发展，梁弄大糕逐渐被商业化、产业化，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目前，全镇已有近百家制作与销

售大糕的店铺，年销售额达 1000余万。当地政府围绕梁弄大糕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产业开发，建成了梁弄大糕一条

街，集聚近百家店面，形成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促进了当地的就业、创业。 

2.3机器人产业 

2016 年，浙江梁弄被设置为中国机器人峰会永久会址。中国机器人峰会作为国内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机器人盛会以及

机器人行业内重要的交流合作平台，为梁弄发展智能经济奠定基础的同时也扩大了其知名度，吸引了更多游客到梁弄参观旅游。 

2.4特色生态观光农业 

四明山区生态环境优美，被誉为“天然氧吧”。受益于地理优势，四明山区从四月至十月都有不同种类的水果供游客采摘。 

近年来，梁弄积极探索现代生态农业建设，发展当地传统水果，引进特色水果，因地制宜种植果桑、余姚杨梅，引种蓝莓

等，并借助现代化的技术，种植特色水果，培育新型品种，开发相关如杨梅酒的农副产品。并将农产品生产与旅游产业相结合，

建设特色小水果采摘基地。 

每年四五月间，四明山区域有关乡镇都会举办四明山红枫樱花节、大岚茶文化节和梁弄樱桃节。这三大旅游节庆活动通过

网上办节、多渠道营销等方式，吸引了长三角城市众多游客和市民，掀起赴四明山“赏樱花、品茗茶、摘樱桃”的热潮。 

2.5酒店、民宿(农家乐)等配套住宿产业 

随着梁弄镇知名度上升，梁弄镇旅游业对住宿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近些年，梁弄镇高中低端酒店都得到一定发展，当地

居民利用自家的土地自发建造的民宿数量也迅速增加。民宿和农家乐已经成为梁弄镇一部分村民群体的重要收入来源。 

横坎头村创办了梁弄镇第一家农家乐——百丈农家，并大力宣传发展“农家乐”经济的意义及前景，提高广大村民开办“农

家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打造出“吃农饭、品农菜、住农家、享农乐”为特色的星级农家乐 2 家，一般农家乐 6 家。通过建

立农家乐协会、举办厨艺培训、创新民宿服务，引导农家乐亮点改造、品牌提升，让游客从“吃一餐”到“住两晚”。 

3 结语 

近现代以来，革命老区以及老区人民，为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牺牲与贡献。党和国家十分重视革命老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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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陆续颁布有关革命老区发展的相关政策。革命老区应当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实现革命老区的转型

升级，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红色旅游是革命老区共同拥有的资源。在开发的过程中，必须践行旅游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整

合旅游资源，创新旅游形式，走一条红色旅游的发展之路。 

革命老区应当扮演好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精神的角色，因地制宜、精准定位找准全面小康的路径，自强不息、与时俱

进形成全面小康的动力。革命老区要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拓展革命老区脱贫致富新空间，并成为

新时代的区域经济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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