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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贵州历史悠久，积淀着浓厚的红色文化资源，文化优势突出，为文旅的融合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极具品牌建设价值。赤水市因神秘美丽的赤水河贯穿全境而得名，因红军“四渡赤水”而名扬天下，素有“丹霞之

冠、千瀑之市、竹子之乡、桫椤王国、革命圣地”的美誉。赤水市有着发展红色旅游文化无可比拟的历史和地理优

势，相比较遵义这一比较有名的红色文化旅游城市，赤水市的红色旅游产业风格更为含蓄，更能给人以探寻和遐想

的余地，同时，不够成熟的产业形态也给赤水市的红色文化发展留下了充足的空间。基于此，我们采用了调查问卷

和实地走访的形式，调研了赤水市红色产业的发展形势，了解了赤水红色旅游产业的消费者态度，综合调研结果，

对赤水市的红色旅游产业融合进行了优劣势分析，为赤水红色旅游业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能助力赤水文

旅产业融合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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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国家及政府导向色彩重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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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传承红色文化，红色旅游

也随之兴起，红色旅游作为革命文化传承的有效载体，在现实生活中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2018 年 7 月文化和旅游部政策法规

司司长饶权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目前，红色旅游已经成为我国整个旅游业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让游客通过参加红色旅游

活动真正感受革命历史文化，领略革命历史精神，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实施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 年)的意见》,明确提出打造红色旅游品牌，推出一批研学旅行和体验旅游精品线路，促进革命

老区振兴发展。饶司长特别指出，要提高红色旅游发展的质量，依托革命文物资源，推出更多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研学旅行、

体验旅游、休闲旅游项目，丰富红色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提升红色旅游的服务质量。 

1.2市场需求快速增长 

随着近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业迎来了持续的快速发展。红色旅游一经推出便受到普遍欢迎，市场发展势头强劲，

红色旅游已经成为我国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旅游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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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显示，2015-2017 年，中国红色旅游综合收入达 9295 亿元。预测 2019 年中国红色旅游综合收入将达到 5845亿元，未

来五年(2019-2023)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14.04%,在 2023 年中国红色旅游综合收入将达到 9886 亿元。根据《贵州省红色旅游发

展实施方案》的规划，到 2020年，贵州省红色旅游接待人数力争达到 7300万人次，红色旅游综合收入达 620亿元。 

2 赤水市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赤水市境内拥有元厚红军渡、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黄陂洞战斗遗址、复兴场战斗遗址、箭滩战斗遗址、丙安红军渡、

红一军团陈列馆、耿飚将军纪念馆等一大批红军长征遗址遗迹和景区景点，是全国 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以及全国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之一。其中元厚红军渡和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组成了元厚红军遗址这个景点，复兴场战斗遗址和箭滩战斗遗址都聚集在

黄陂洞战斗遗址的周围，因为体量较小属于一体化的观赏范畴。因受限于体量和发展空间，赤水市的红色旅游项目主要是元厚

战斗遗址、黄陂洞战斗遗址和丙安古镇。 

其中，已经投入超一亿元在建的丙安古镇是发展最好的红色旅游景点，也是盈利空间最大的景点，目前已经被评为 4A级景

区，是赤水市极具代表性的红色旅游景点。目前对外开放的有丙安红军渡、红一军团陈列馆、耿飚将军纪念馆，门票费用是现

有主要收益。丙安古镇尚未建成的还有后期的体验项目和讲习所，包括精神文明讲课和红军食堂等，建成后可以产生后续的收

益。 

旅游产业的宣传推广，赤水市的旅游产业宣传推广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网宣传；另一部分是文化旅游局在成都到自贡

的高速路泸州段设立的两块梯形牌用于宣传。文化旅游局开设的宣传推广信息部门负责赤水市旅游产业主要的宣传推广业务，

另外，归属在遵义市的旅发公司也会自行开展宣传推广和合作项目。在红色旅游上，红色旅游对外的合作仅限于旅发公司和教

育局接头开展的研学旅行。 

发展规划，赤水市的红色旅游产业发展主要在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还在建的丙安古镇，在 4A级景区的基础上会打造更多的

游客观光和体验项目；另一部分是由遵义牵头计划打造的国家长征文化公园国家级项目。打造长征公园，紧紧围绕中央提出打

造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契机，积极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结合本地红色旅游资源，提出打造“一馆、一院、

一园、一线、多点”的红色旅游建设思路，规划项目 33 个、总投资近 60 亿元。项目中四渡赤水纪念广场、重走长征路体验步

道、丙安长征小镇三个建设项目都在赤水境内，项目初步设计了三条在赤水境内的红军徒步线路，第一条路线是从元厚渡口经

过翻山到丙安；第二条路线是从元厚到黄陂东；第三条路线是从元厚河谷公路到丙安；目前，四渡赤水纪念广场、重走长征路

体验步道、丙安长征小镇等建设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3 赤水市红色旅游产业发展的优劣势分析 

3.1优势 

3.1.1赤水市具有发展红色旅游产业的历史优势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

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四渡赤水的战役作为中央红军反围剿战役中重要一环，为中央红军的转危为安

提供了机敏的战略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重要的历史节点。赤水市作为红军四渡赤水的主战场，得有赤水河贯穿

全境，红军的行进路线在赤水市地域有部分重叠，黄陂洞战役、复兴场战斗和箭滩战斗都发生在赤水境内，这些历史印记为赤

水市的红色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历史依据和自然地理依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教育意义。 

3.1.2景点距离短，可以形成旅游产业的集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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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市内的景点较多，四洞沟、竹海、桫椤、望云峰和戈千崖等，较为出名的还有丹霞旅游区，它主要由大瀑布、佛光岩

和燕子岩三个景点组成，目前待审批为 5A级景区。它们都为赤水市的旅游业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赤水市内有大同古镇、元厚红

军渡、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黄陂洞战斗遗址、复兴场战斗遗址、箭滩战斗遗址、丙安红军渡、红一军团陈列馆、耿飚将军

纪念馆等一大批红军长征遗址遗迹和景区景点，赤水市临近的遵义、黎平、仁怀和泸州等地区也都有红色文化遗址，这些红色

旅游景点相互引流，共享基础设施和推广资源，一定程度上可以形成集聚效应，集聚效应也将为赤水市的红色旅游产业发展带

来更低的成本和更好的宣传盈利效果。 

3.1.3已经有了区域政府间的合作项目和平台 

2018 年，经国家旅游局审批同意，遵义市赤水河谷旅游度假区成为贵州省内首个入选“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度假区旅

游项目，串起了西部仁怀、习水、赤水三县(市)旅游资源，赤水河谷旅游公路早在 2016年 5月就已经正式开放运营。赤水河谷

旅游度假区既是项目又是平台，项目的成功给我们以旅游资源融合开发的先例，平台的搭建也铸就了地区间产业发展再次合作

的基础。且由遵义市牵头计划建设的国家长征主题文化公园的项目正在推进中，为赤水市的区域发展项目提供了模板。 

3.2劣势 

3.2.1受制于自然环境，赤水的开发条件有限 

2015 年，赤水市被列为国家级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至此以来，赤水市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上一直在努力，市内

的项目建设必须考虑到对环境的综合影响。一方面，受制于赤水市的地理条件，赤水河旁边的开发空间有限，也没有大面积的

土地可以供开发。另一方面，程度较深的项目开发有可能会污染水质，也有可能会造成赤水旁的地势坍塌，不利于生态环境的

保护。以上种种都显示出赤水市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可能会对地区内旅游开发项目产生的制约的影响。 

3.2.2地域划分，分割了一部分红色文化遗址遗迹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一些辖区的管辖范围进行了再划分。曾经，习水是赤水市内的一部分，后来被单独分割出去。

而地域划分势必伴随着资源的分割。赤水河流域有一部分已经划分到习水，四渡赤水纪念馆和土城现也已归属习水市，一方面，

管辖范围的再划分减少了赤水市内的红色旅游资源，导致赤水市内可供挖掘的发展资料较少，另一方面，相比较隶属于同一地

区的旅游资源，跨市的旅游资源会给旅游资源的整合带来更大的难度。 

3.2.3赤水市红色旅游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开发建设资金匮乏 

赤水市的交通设施相对落后，主要的交通方式还是客车，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定程度上限制红色旅游景区作为“增长极”

拉动景区周边经济增长的能力。此外，红色旅游属于观光旅游，强调景区人文精神的传递与继承，所以很难像度假旅游那样以

长时间留住游客来增加收入，复购率低，且其特有的公益性决定了红色景点的微利性。赤水市旅游产业盈利主要靠丹霞旅游区

拉动，在疫情影响下政府的财政支出紧缩，红色旅游产业能够得到的资金支持大幅收紧，开发建设进程延后。 

4 建议 

4.1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的推进 

2019 年 7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12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件，计划 2023年底基本完成建设任务。遵义也在积极推进投资近 150亿元的长征国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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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公园建设。这个项目中四渡赤水纪念广场、重走长征路体验步道、丙安长征小镇三个建设项目都在赤水境内，项目初步设计

了三条在赤水境内的红军徒步线路，第一条路线是从元厚渡口经过翻山到丙安(翻山);第二条路线是从元厚到黄陂东；第三条路

线是从元厚河谷公路到丙安。赤水助推项目进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下手：首先，持续推进四渡赤水纪念广场项目建设，争取

在由遵义牵头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活动中增添更多的红色旅游资源和项目，推动红军博物馆项目的成型，以项目为凭借，

加快赤水内旅游资源的整合发展；其次，加快三条路线中的活动方案的设计开发，丰富路线中提供的产品类型，延长路线中的

产业链，为游客提供更多的体验项目，提高复购率；最后，借助长征国家公园建设活动，打造赤水的红色旅游品牌，提高赤水

红色旅游的知名度，以此提升用户获取率。 

4.2项目开发方案组可以公开招募合作伙伴 

赤水市的旅游项目开发由赤水市文化旅游局带头，项目所属公司基本为国有公司，项目的开发由国有公司内的项目开发方

案组构思。例如，在建的丙安古镇这一红色旅游项目所属的公司就是遵义市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赤水的游客服务中心隶属

于遵义市交旅投资集团。遵义旅发公司可以外聘项目方案设计团队，专攻丙安古镇的活动体验项目开发，进而和丙安古镇计划

建设的讲习所、精神文明讲课和红军食堂项目交汇融合，提高方案设计效率，推动方案落地实施，打造丙安古镇的一体化沉浸

式体验活动链。 

4.3打造“四渡赤水”的红色旅游品牌 

赤水市对游客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于红军四渡赤水的故事，如何讲好这个故事，将故事打造成品牌，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事情。

首先，各个红色旅游景点的所属公司不一样，为了加强各个景点之间的连接，增强引流效果，所有的景点可以打造一个宣传平

台，线上线下项目联动宣传，将品牌故事融入旅游路线中的每一环。其次，赤水市内的交通体系尚未成熟，景点之间较为常见

的交通方式是客车，对用户体验来说，观感体验和市场耗费都不尽人意。赤水市的游客体验形式较为单一，品牌价值没有后延。

赤水市应该推进“文化+旅游”的品牌定位打造，推出更多系列性体验式活动项目，活动可以如战争理论教学、模拟阵地战、战

术自定和战争理论复盘局形成一个系列的沉浸式体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穿插长征路上的生活片段，比如喝糙米粥、编

草鞋、缝军装和重走长征路等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引导参与者感受长征路上的战争生活，了解长征路上革命前驱的不易。 

4.4深化区域间红色旅游资源整合，发展合作项目 

国内的红色旅游产业发展逐步步入成熟阶段，打造了一系列富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合作项目，如湖南伟人故里“红三角”、

晋冀豫“太行抗日烽火”、赣南、闽西“红色根据地”和中山、湘潭、广安三市二十世纪三大伟人故里红色旅游联盟等红色旅

游区域联合体蓬勃兴起。而赤水市也以及有了和其他县市合作打造旅游项目的先例了，贵州省首个入选“国家级”的旅游度假

区——遵义市赤水河谷旅游度假区就是仁怀、习水和赤水三县(市)相互合作，串联旅游资源打造的项目品牌，而赤水河谷旅游

度假区既是项目又是平台，无论是旅游资源融合开发的成功经验，还是平台的搭建都为赤水市对区域合作开发项目奠定了基础。

通过实施行政区划内或跨区域的联合协作，可以实现“资源互享、优势互补、游客互送”,有利于增强红色旅游宣传促销力度和

产品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5 结论 

红色文化旅游是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响应习近平主席对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的希望提出的贵州省旅游发展方向的重点工作

之一。贵州省因为历史原因拥有很多的红色资源，为贵州的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源优势，政府支持、需求大和产业及

活动形式的不足也为这一项目的研究主体提供了足够的竞争优势。但是贵州省在红色旅游的形式创新上仍有不足，红色旅游资

源整合尚未成熟，特色性的品牌缺乏打造，在疫情之下，如何转变赤水市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打造诸如平遥古城情景剧这样

特色的红色旅游体验活动，提高品牌知名度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赤水市必须聚焦红色文化，从“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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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出发，讲好红色文化故事，参与国家长征主题文化公园打造，落实《贵州省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统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和

红色旅游开发，推出一批承载革命文化内涵、群众喜闻乐见的红色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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