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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背景下红色旅游助力 

乡村振兴的机制研究 

——以赣南革命老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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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宜春职业技术学院，江西 宜春 336000） 

【摘 要】：在建党百年背景下，对红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机制进行探索与创新，显得尤为重要。为了促进农

村地区产业发展、经济建设和乡风文明建设，赣南等革命老区依托当地红色旅游资源，发展红色旅游助力老区实现

了脱贫。目前，赣南革命老区发展红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仍面临贫困群众参与不够、部分旅游资源尚未整合等制

约发展的问题，需完善与创新红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机制，以红色旅游带动赣南革命老区全方面发展，打造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型农村。 

【关键词】：乡村 振兴 红色旅游 

【中图分类号】F592.7【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红色旅游迎来重大发展机遇。在我国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历史阶段，发展“红色旅游”

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之一。赣南革命老区为原中央苏区所在地，近年来依靠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推动老区

旅游业、制造业、餐饮住宿业等产业的升级和发展，实现了全面精准脱贫的历史任务，进而实现革命老区乡村振兴。以赣南革

命老区为例，研究革命老区发展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及相关机制构建，对当下全国各革命老区开发红色资源、发展

红色旅游和实现乡村振兴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启示。 

1 赣南革命老区以红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客观要求与紧迫性 

赣南革命老区是江西省赣州市的别称，所辖区域为原中央苏区所在地，是享誉全国的“红色故都”和“红色政权建立地”。

由于区域所在地多属山区，交通较为闭塞，原有工业基础较为薄弱，赣州整体特别是农村地区，呈现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基

础条件建设落后、贫困群众人口较多等特点，是全国地理面积较大的困难地区、江西省脱贫攻坚的主要对象。居住在这片红土

地上的建档立卡困难群众人数高达 115万，全市辖有的 18个县(市、区)中，就有贫困县 11个和贫困村 1023个，分别占全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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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40%、46%和 32%。 

为了彻底改变赣南革命老区的贫困状况，2012年 6月 28日，《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以

下简称《若干意见》)出台实施，支持将赣南建设为全国革命老区扶贫攻坚的典型示范区。《若干意见》中提出，赣南革命老区

因战争创伤及自然地理等原因，经济发展滞后，贫困问题尤其突出。目前，仍有许多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用水用电问题得不

到解决，一些红军后代和烈属的生活依旧窘迫。赣南革命老区的经济总量、人民生活、财政实力、产业结构都还是欠发达地区

的显著特征，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市场化水平不高，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十分艰巨繁重。因此，作为革命老区，

增加经济总量、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增强财政实力、提升城镇化率是摆在赣南老区实现乡村振兴面前不容回避的历史课题。 

赣南革命老区作为原中央苏区所在地，红色旅游资源密集、红色文化内涵丰富、红色旅游发展优势凸显，以红色旅游助力

乡村振兴，具有广阔前景。通过“红色+旅游”的方式转变赣南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方式，既是赣南革命老区促进经济发展、消

灭贫困落后、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也是促进区域发展、改善民生的现实需要。 

2 赣南革命老区以红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现实探索 

习近平指出，红色旅游的“指导思想要正确，……要改善人民生活”。在习近平关于红色旅游和精准扶贫重要论述的指导

下，赣南革命老区结合当地红色资源和红色文化的显著优势，将红色旅游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取得了显著成绩。2020年 4月 26

日，赣南革命老区下辖的 11个贫困县和 932个贫困村全面脱贫，取得了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目前，赣南革命老区正继续发展

红色旅游，努力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根据地理位置分布图可得知，赣南革命老区的大多数贫困村都属于原中央

苏区的革命根据地，红色资源丰富。因此，赣南革命老区以红色旅游进行脱贫攻坚的历史事实和现实基础是得天独厚的红色资

源。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中，赣南革命老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29 年 1 月，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带领红四军主力

从井冈山突围，向赣南、闽西进军，为开辟中央苏区拉开了序幕。1931年 11月，在赣南瑞金市叶坪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

中央政府正式成立，中央苏区开始进入全盛时期。1934年 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党和红军主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

开始长征，中央苏区时期由此落下帷幕。从 1929年 1月党和红军离开井冈山，开辟中央苏区，至 1934年 10月，党和红军集结

赣南于都县，进行战略转移结束，中央苏区革命斗争总历时长达 5年零 10个月。红军长征后，陈毅等同志还在赣南开展了三年

艰苦卓绝的南方游击战争，带领人民战胜艰难险阻、化解危局困境。在中央苏区时期，还形成了宝贵的苏区精神，这是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重要精神之一。因此，赣南现在还保存着大量红色旅游资源，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旧居、手稿、领导战

争的旧址等，现有瑞金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旧址、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中华苏维埃纪念园、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

发地、宁都起义旧址、宁都反围剿纪念馆、兴国县苏区干部好作风陈列馆等众多红色旅游景区。 

2012 年，党中央下发的《若干意见》明确将赣南打造为红色旅游目的地。同时在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论述的重要指示下，

赣南革命老区依托红色旅游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住宿业、餐饮业、娱乐业、农业和中小型工业。赣南革命老区的瑞金、

兴国、于都、宁都、寻乌等县充分运用本地区的红色资源，发展红色旅游，为红色旅游资源所在的村落及周边的农村地区，创

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和自主创业机会，成为老区人民脱贫的重要方式。以红色旅游资源较为集中的瑞金市为例，该地区下辖的九

堡镇、沙洲坝镇、叶坪乡、大柏地乡、云石山乡、泽覃乡等地，红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取得的成效显著。据统计，在 2021年五

一小长假期间，瑞金市仅前两天的红色旅游接待就达到 39.4 万人次，收入约 2 亿元，同比增长 579.3%和 622.9%。游客们白天

前往瑞金叶坪乡的叶坪革命旧址群和沙洲坝乡的红井等地参观红色遗址，夜晚前往大柏地乡观看《浴血瑞京》实景演出。同时，

瑞金还引进了裸眼 3D、VR/AR畅游、“声光电”等实景演出，炫目的现代科技和红色旅游跨界融合，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生机。

红色旅游正带动乡村振兴，让越来越多的群众从产业增值中获益。如叶坪乡的村民沈某在接受当地政府的就业创业培训后，将

自家房子改造为农家乐，同时发展民宿，在旅游旺季时每月收入过万元。在叶坪乡，还有 50多户村民像沈某一样，通过红色旅

游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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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虑到赣州原有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全国经济增速从高速向中高速换档的背景，赣南农村在“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

成就的取得非常不易，同时也充分说明，赣南农村通过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经济建设保持了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快速

提升。历史与现实、基础与成就表明，在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中，赣南乡村加快红色旅游发展，做乡村振兴示范先行区的

排头兵，是新时代和老区群众赋予的神圣使命。 

3 赣南革命老区以红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在赣南革命老区，拥有红色资源的村庄通过发展红色旅游，培育了贫困地区的餐饮业、住宿业、农特产品加工业、旅游服

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产业，实现了产业机构全新调整。但是，赣南革命老区在运用红色资源进行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也还存在

贫困群众参与度不高、本土人才流失较为严重、部分旅游资源待整合等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 

3.1贫困群众参与不够 

只有凝聚经营者、当地政府和当地居民的共同合力，让村民广泛参与红色旅游管理和制度决策，才能更好促进当地红色旅

游的发展。在赣南革命老区，仍存在老区群众参与红色旅游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够、参与技能待培养、缺乏相应的参与渠道等

问题，这些都成为影响红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主要因素。 

3.2本土人才流失较为严重 

经济滞后发展的赣南革命老区，人才流失较为严重，缺少专业的研究者对区域内红色旅游进行资源价值地评估、调研及提

出开发建议，也缺少优秀的景区经营管理者开发新型红色旅游路线，加大景区宣传，完善发展策略。部分贫困户家中的大学生

毕业后返乡比例较低，本土人才易向离赣南较近的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流失，出现旅游服务人才短缺现象。 

3.3部分旅游资源尚未整合 

近年来，赣南大力推进安远三百山、罗汉岩、小武当山、大余丫山等绿色旅游景点的开发，创建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和生

态旅游示范乡镇。阳明山、通天寨、赣州古城墙、福寿沟等古色旅游资源也被逐步发掘。但目前部分红色旅游资源与其他旅游

资源整合度不高，导致红色旅游的发展，并未在乡村振兴的科学理论指导下完成产业升级和转型。 

4 赣南革命老区以红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机制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多次强调，要将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这为党史学习教育确立了标准，也为

新时期革命老区的红色旅游发展指明了方向。尽管红色旅游已经助力赣南革命老区完成了脱贫攻坚的重大历史任务，但在新的

历史阶段，实现赣南革命老区的乡村振兴，激发其经济稳步发展的内生动力，则需要建立红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科学机制，

用机制厘清红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多元参与主体，明确帮扶对象和存在问题，兼顾乡村振兴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效

益等要素。 

4.1构建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打造“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型”乡村 

在实现乡村振兴的历史背景下，政府和企业是参与红色旅游的主体。部分困难群众由于观念、参与机制和利益分配等问题，

缺乏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游客、志愿者、红色旅游领域内专家的力量，也常常被忽略。因此，赣南当地政府必须扮演调适、

疏通者的角色，为企业、当地居民和旅游者搭建平台，平衡各主体的利益关系，实现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共同受

益，更有效地发挥红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效能。作为红色旅游发展中的核心成员，老区群众大多数是烈属，与当地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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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最为密切。政府和经营者应从各个层面为贫困群众提供就业创业机会，提供就业能力培训。当地政府要起到主导作用，

注重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注重培育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基本技能。例如可对当地农民和自由

职业者定期开展就业创业指导，吸纳其参与红色旅游的土特产加工销售、讲解、饭店服务、清洁服务等。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

当地年轻居民，则应该破除人才流失的体制机制弊端，用更多好政策吸引优秀人才留乡、返乡就业，运用“内培+外引”旅游人

才，推动红色旅游发展。 

4.2构建融合发展机制，打造“生态宜居型”乡村 

目前，赣南革命老区的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结合较有成效。开发较成熟的有赣南虔城古色文化+瑞金红色文化旅

游；于都红色文化+罗汉岩生态旅游，更有赣南片区的苏区红色文化+客家民俗文化+绿色生态旅游，成功树立了旅游品牌形象，

整合了旅游资源，提升了旅游产品的品位。但如何进一步融合红色旅游业与农业、工业，打造全面发展平台，成为当今必须解

决的壁垒。因此，必须打造“红色+N”模式，整合各色旅游资源。例如：可组织游客在进行红色旅游景点参观后，参与革命老

区的农业生产劳动过程、农产品制作过程，切身感受农村自然风貌和农民劳动场景。让游客熟悉农业、农村和农民，引导其自

觉保护生态。同时，与生态游、乡村游、探险游等结合后的红色旅游，对赣南革命老区的生态环境要求将更高。在促进红色旅

游发展的同时，当地政府和群众，将更加重视环境保护，这对建设生态宜居型的新型乡村，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4.3构建多元教育机制，打造“乡风文明型”乡村 

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背景下，以红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历史命题，它涉及到乡村的产业振兴、文化振兴、

社会治理振兴和生态振兴。赣南革命老区在发展红色旅游时，可以强化红色教育属性，创新旅游产品形式。通过邀请党史专家

开展各类党史专题讲座，开发红色文化视频，引进大数据、VR 技术等，让游客和当地群众均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同时，可以

聘请或动员贫困群众和农民党员参与《浴血瑞京》等红色经典实景演出，参与到苏区红色故事宣讲、红色歌曲传唱、红色文物

讲解分享等活动中。这种举措既创新红色旅游形式，引起广大参观游客的共鸣，也可以使红色文化和苏区精神在新时代赣南革

命老区的各乡村传承，用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困难群众接受苏区精神的熏陶，运用红色资源助力赣南老区的乡风文明建设。 

4.4构建多元合作机制，打造“治理有效型”乡村 

赣南革命老区以红色旅游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由政府、企业、贫困户和社会群众等多方参与，各方均希望实现自

身利益诉求。因此在发展红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注意参与方的利益分配，激发各参与方的积极性。赣南红色旅游

资源从全局上看较为集中，但具体到各个乡镇和村落，又较为分散。以红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需要赣南革命老区各地区的通

力合作与配合，同时也要平衡资源分布较少的村庄和红色资源密集的村庄的利益。因此，构建统一、分级管理、覆盖全面的治

理体系，可以避免各监管部门职能交叉、重复牵制、有责不担、有利齐抢，避免出现制度漏洞、条例朝令夕改，将责任落实到

位。成立跨地区的固定组织或者是临时性的管理平台、成立红色旅游发展村民代表大会、建立利益分配制度等，都可以保障多

元主体参与红色旅游扶贫中获得公正合理的利益，最终实现赣南革命老区可持续脱贫。 

5 结语 

在建党百年的背景下，红色旅游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赣南革命老区一样，各革命老区只有坚持科学机制构建与推进，

科学、合理地开发红色旅游资源，融合老区的地域特色文化和绿色生态资源，兼顾乡村振兴进程中各方的现实利益，才能推动

老区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真正通过发展红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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