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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县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刍议

王秋慧,范冰川,卢璐璐,孙婉君,李家祥,文晓辉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文化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非常

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浙南革命源头,永嘉县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通过对永嘉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

实地调研,深入分析了永嘉红色文化资源现状,从整合优化红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永嘉精神内涵、创新红色文化宣

传方式、实施专业人才走进来政策等多个角度提出了实施路径,这对加强永嘉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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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是新时期弘扬红色

精神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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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

因”[２].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对于坚定与党

同呼吸共命运的信念、增强正确的思想意识形态和

价值观念、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为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
浙江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永嘉县作为浙南革

命的源头,既是红十三军将士英勇奋战、叱咤风云的

主战场,又是永嘉精神的起源地,并且它开创了农业

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的先河.深入挖掘永嘉县红色

文化资源,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与其他优势资源的整

体开发与整合互补,既是打造永嘉当地红色文化名

片的迫切需要,又是讲好浙江故事、构筑浙江精神的

目标要求;既是对中央顶层设计的强有力回应,又是

对我党我军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培育形成的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现实遵循.
永嘉县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引起了当地

县委、县政府及学术界的重视,并且取得了一系列成

果,主要包括:一是永嘉县党史研究室为推动革命遗

址的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已将被列入全国革命遗

址名录的３４处革命遗址编撰成册,图文并茂地向公

众展示.二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伟大实践———永

嘉包产到户的回顾与反思»、«血染的丰碑红十三军

斗争纪实»等著作成册出版,为当地红色文化的传播

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永嘉县的红色文化资源梳理

工作走在浙江乃至全国前列.永嘉红色文化资源的

保护与开发工作已取得丰硕的实践成果,但对其保护

与开发的对策研究甚少,本文基于永嘉红色文化资源

的实地调研情况,提出针对性的保护与开发路径.

一、永嘉县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现状

近年来,永嘉县委、县政府认真整理、研究红色

文化资源,充分发挥革命遗址“存史、资政、育人”的
重要作用,在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方面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展开实

地调研,力求深入、客观地阐述永嘉县红色文化资源

保护与开发的现状.
(一)永嘉县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主要成果

根据中共党史研究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国革



命遗址普查工作的通知»和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

室的有关部署,永嘉县委、县政府于２０１０年４月启

动全县的革命遗址全面普查工作,摸排全县各地革

命遗址的基本情况及其保存状况,经过严格的筛选

和认定,永嘉已有３４处革命遗址被列入全国革命遗

址名录.２０１０年,永嘉县政府两次修护中国工农红

军第十三军军部旧址,扩大占地面积,扩建纪念广

场,增设红十三军战斗群雕,再现战斗场景.次年,
县政府斥资５００万全面维修、改造、扩建永嘉县革命

历史纪念馆,发挥纪念馆坐落于屿山公园的地理位

置优势,增强其与周围环境的融合性,将永嘉红色精

神渗透于民众日常生活,打造集传承、教育、休闲、娱
乐于一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修缮和保护革命遗址的基础上,永嘉县委、县
政府积极推进当地红色资源开发利用,尤其重视红

色旅游项目开发,成立永嘉发展红色旅游领导小组,
以加快推进永嘉红色旅游的发展为契机,根植拼搏

奋斗的理想信念教育,注入红色文化精髓.近年来,
永嘉县红色旅游年访客量高达数十万人次,红色旅

游产业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在２０１７年公布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以
及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三期

总体建设方案»中,永嘉县红十三军军部旧址均位列

其中,这对传播红十三军英雄事迹,继承发扬坚忍不

拔、百折不挠的红十三军斗争精神起到了促进作用.
此外,永嘉政府相关部门根据国家总体发展规划及

浙江省有关部署,结合当地实际,深入开发红色文化

资源,以图文展示、教育教学、游览体悟等多种形式

传播、发展红色文化,使当地居民将红色精神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
(二)永嘉县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实地调研

为深入了解永嘉县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现

状及当地居民的认知状况,课题组开展实地调研,采
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以问卷调查为主,工作

人员访谈为辅.实地访谈主要针对永嘉红色文化保

护的成果、问题、规划等方面展开.课题组在永嘉县

城区域内发放５００份调查问卷,成功回收有效问卷

４５５份.问卷围绕受访者基本情况、居民对当地红

色文化资源的重视了解度、永嘉红色文化资源传播

与宣传途径及当地红色文化发展现状等方面开展调

查,包括单选、多选、填空等多种题型.受访对象基

本情况为:男性(６５％)、女性(３５％);年龄１８岁及以

下(１８％)、１９~３０岁(４１％)、３１~４５岁(１１％)、４６~
６５岁 (１１％)、６５ 岁以上 (９％);学历高中及以下

(３８％)、专科(１７％)、本科(３５％)、研究生及以上

(１０％).
在受访对象中,当地居民对永嘉地区的红色人

物(如谢文锦、胡公冕)及红色基地(如永嘉革命历史

纪念馆、永嘉烈士纪念馆)比较熟悉占比２２％,半数

居民都只是浅薄了解,更有四分之一的受访居民完

全不了解当地的红色文化资源.针对“当地居民对

永嘉地区的革命历史(如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在

永嘉创建)了解程度”,仅一成多居民比较了解当地

革命历史,六成受访居民浅薄了解,高达四分之一受

访居民完全不了解永嘉革命历史,甚至不清楚中国

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在永嘉创建的史实.
调研结果显示,受访居民的年龄越大,对当地红

色历史文化的熟悉程度越高,６５岁以上感受过革命

岁月的高龄群体最熟悉当地的红色历史文化,年轻

群体虽然普遍拥有较高的学历层次,但是对于当地

红色历史文化的了解程度反而不如受教育程度较低

的高龄群体(见图１).这表明永嘉地区红色文化教

育在青少年中的普及、宣传与形成价值引领方面,仍
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图１　永嘉地区不同年龄居民对当地红色历史文化的了解情况

　　在参观红色文化遗址的频率上,４５岁以上群体

参观频率明显增多,而４５岁以下群体中,半数以上

的频率都在一年以上一次(见图２).结合不同年龄

群体参观红色文化遗迹的频率与其对红色文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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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熟悉程度分析发现,鉴于年轻群体对红色历史文

化了解程度的欠缺,其对红色文化遗迹的兴趣不及

了解程度高的高龄群体,较之４５岁以下群体,４５岁

以上群体更愿意花时间前往遗址遗迹圣地感受红色

历史,接受红色熏陶.

图２　永嘉地区不同年龄群体参观红色文化遗迹的频率

　　此外,调查发现,关于“导致当地红色文化发展

滞缓的原因”,１８７位受访者选择“因无人组织、宣传

不到位”,１１８位受访者选择“内容刻板无聊,形式单

一”,１１４位受访者选择“影响不大,距离群众实际生

活远”,３６位受访者表示“本人不感兴趣”.群众普

遍认为,改进红色文化宣传手段、丰富红色文化产品

的展示形式、组织红色文化主题教育活动等手段是

改善当前红色文化发展滞缓的有力措施.这表明永

嘉虽然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但是开发、宣传和

利用的力度仍有待加强,红色文化在当地居民尤其

是青少年群体的日常生活中的融合性、渗透性亟需

增强.

二、永嘉县红色文化资源保护

与开发存在的问题

　　永嘉县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成果显著,
对于增强红色文化在浙江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提供了

丰富的素材,有利于打造浙江红色文化的精神殿堂.
但问题也较突出,结合调研实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红色文化资源的整体规划意识仍需提高

永嘉整体呈北高南低之势,中间是峡谷平原,而
四周群山环抱,革命遗址、遗迹分布广泛、零散.复

杂的地理形势加大了革命遗址保护、维修和开发的

难度,加之缺乏对重要遗址的系统研究,致使革命胜

迹现有纪念设施简陋,内部陈列随意,严重影响参观

教育的视觉效果.
课题组通过采访永嘉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发

现,当地革命旧址产权分散,所有权归国家、村镇集

体、革命烈士后人等所有.分散的产权不利于革命

旧址的开发和整体规划,致使部分革命遗址年久失

修、老化和倒塌殆尽,甚至呈现无人管理的状态.
红色景点零散、“串点成线”的规划意识薄弱以

及革命旧址产权分散等问题,凸显了永嘉县红色旅

游与绿色旅游、古村旅游相结合的开发规划仍不成

熟.从目前来看,永嘉红色旅游仍处于孤军作战的状

态,尽管永嘉县委、县政府提出要借楠溪江的绿色旅

游、古村旅游的盛行带动红色旅游,但尚未对专门线

路做整体规划与开发,距离商业旅游开发尚需时日.
(二)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亟待深入挖掘与

弘扬

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凝结着革命先辈优良

的传统、心理品格、精神风貌,对于激发后人活动的

积极性、鼓舞斗志、坚定理想信念具有重要的推动作

用.永嘉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的策源地,红
色精神历经沉淀,传播条件可谓得天独厚.但是各

种主客观因素制约当地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尤其

是对红色文化精神缺乏深层次的挖掘和传承.实地

调研数据显示当地居民对永嘉红色文化了解程度普

遍较低,究其根源,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由于受历史较短等多种因素影响,红十三

军永嘉斗争史的了解和记载少,这支队伍的功绩一

直鲜为人知[３],党史、军史对这支英雄部队事迹的

记录鲜少.加之红十三军主要领导人大多牺牲在

战争年代,存活下来的老革命前辈少,进而对当时

所发生的真实事件不得而知,也无从考究.直到

１９８３年,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以及温州市委党史

资料征集办公室本着对历史负责、对革命先辈负

责的精神,广泛征集相关史料信息,对红十三军创

建始末开始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与研究.研究资

料少、起步晚、时间短等因素制约永嘉红色文化精

神的系统深入挖掘,影响受众接受程度,难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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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认知、思想共鸣.
其二,永嘉地区的纪念馆、陈列室及重要的革命

遗址展示内容、形式过于单一,主要以橱窗展览、静
态观光、单调讲解为主,未有效利用现代新媒体手

段,缺乏话语双向互动,传统的展馆宣传方式制约永

嘉红色精神的广泛传播和大力弘扬,对青年一代的

影响尤为显著.调研显示,不管是对当地红色文化

的了解程度,还是在红色文化遗址的参观频率上,３０
岁以下的年轻群体都明显低于６５岁以上的高龄群

体.这表明永嘉红色文化资源未对年轻人形成有效

吸引,资源的开发要适应时代发展以及年轻人的行

为方式和思维特点,精神内涵的挖掘亟待增强.
(三)红色文化的宣传方式单一且缺乏吸引力

红色文化宣传工作的实效性以受众者的接受程

度为基础,破除“说教式”的宣传桎梏及“话语裂谷”,
注重平等和谐的交流模式,以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

形式增强吸引力.当前,永嘉革命历史纪念馆主要

面向三类群体:一是青少年群体,采取协议签订的方

式,由学校定期带领学生参观学习.二是机关单位

人员,永嘉县委、县政府以发文形式,自上而下,组织

党性教育活动.三是社会人士自发参观,此类群体

人数较前两类相比少.基于硬性指标要求参观学

习,难以真正实现由教育知识向情感、态度、行为转

化.调研数据显示,“因无人组织、宣传不到位”、“内
容刻板无聊、形式单一”等原因是制约当地红色文化

发展的重要因素,红色文化宣传工作存在一定的问

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对内,仍停留在报纸等传统媒体宣传,尚未切实

运用微信、微博等“微媒体”,实现“指尖上的宣传”.
宣传渠道、方式的单一是导致永嘉县境内难以形成

浓郁红色氛围的关键因素,红色精神的渗透性不足

是导致当地居民对红色文化一知半解、青少年对红

色文化陌生的直接原因,从而产生永嘉红色文化传

承断层现象.
对外,当地政府对永嘉红色文化资源整体规划

缺乏顶层设计,资源的整合、整体形象的研究及策划

未能与“永嘉精神”有效融合,阻碍具有独特吸引力

的红色文化品牌的打造和发展进程.主要体现在无

法将“永嘉精神”的内涵注入地域红色文化整体发展

中,红色文化产业缺乏创意,音像制品、玩具、图形知

识产权等衍生产品的研发生产缺乏本土红色元素的

融入,有待进一步具体化与个性化[４].
(四)红色文化相关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不健全

人才资源作为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过程

中的能动因素,是实现永嘉红色文化资源发展的基

础和动力,有利于促进地区间信息交换互动,补充外

来新生力量.课题组通过采访永嘉红色文化工作人

员发现,当地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主要缺乏两种人

才.一是红色文化研究人才.现有工作人员出身专

业与红色文化专业的非一致性限制了对红色文化认

识的广度、深度,制约当地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入挖

掘.二是导游讲解人才.永嘉各个革命旅游景点的

导游讲解队伍主要分为三种:a)编制讲解队伍,即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统一考试进入机关单位,成为专门

的讲解人员.虽接受过岗前特定培训,但鉴于对红

色文化认知浅显,故而对永嘉红色文化的理解缺乏

全面性、准确性、深刻性和系统性.b)义务讲解队

伍,即了解永嘉革命历史,致力于保护永嘉红色文化

资源的志愿者.此类讲解人员仅对自己感兴趣的某

部分红色知识熟悉,缺乏系统而全面的红色文化知

识储备.c)民间自发组织的讲解队伍,即熟知永嘉

革命历史的当地居民,如退休教师等,自发组织向游

客讲述永嘉革命事迹.该队伍与编制讲解队伍、义
务讲解队伍相比,更具感染力与说服力,宣传效果更

佳,但人数有限.红色文化相关人才的缺乏直接影

响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力度和效度,制约红色文化育

人功能的有效发挥.红色文化资源是新时期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最具说服力的教育素材,红色文化

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专业型人

才[５].因此,培养、引进一批具有红色文化研究专业

知识背景的工作人员,锻造一支具有专业素养的导

游讲解队伍,对于进一步深入开发永嘉红色文化资

源,真正使永嘉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三、永嘉县红色文化资源保护

与开发的路径探索

　　２０１６年永嘉县政府制定了«永嘉县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其中提到要加强

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促进红色旅游产业与其他

产业的融合发展,这为今后永嘉红色文化资源的保

护和开发提供了宏观定位和方向.结合永嘉红色文

化资源保护与开发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应

充分发挥当地丰富的资源优势,在实现红色文化资

源保护的同时做好开发工作,扩大永嘉红色文化品

牌的影响力,增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助推永嘉红

色文化永续发展、永嘉精神走出浙江,形成广泛的影

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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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合优化红色文化资源,实现资源整体开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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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

养.”[６]以红色旅游资源为基础,围绕红十三军军部

旧址,以其他红色旅游景点为补充,打造“红色＋绿

色”、“红色＋古色”、“红色＋今色”主题线路,实现旅

游资源“串点成线”,合理规划永嘉红色旅游空间布

局.以红色旅游为突破口,整合优化资源,实现资源

整体开发.
整合旅游资源,提升永嘉红色旅游的市场竞争

力,离不开旅游景点别出心裁的陈列设计与非同一

般的旅游体验.以红十三军军部旧址为例,其展馆

陈列设施较为简陋、随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观教

育的效果.展馆可对军长胡公冕卧室进行修葺,运
用文字、图片、纪录片视频等多种方式介绍其生平事

迹,展现军长温情的一面.红十三军战史纪念馆的

陈列多以图片和文字为主,可对其进行修葺,建立多

媒体影视系统,完善文字解说系统,运用高科技手段

将纪念馆改造成集声、光、电一体化的现代红军纪念

馆[７]３２,增强视觉整体效果.
早在２０１１年,永嘉县便打造了“红绿结合”的旅

游线路,将永嘉红色景区的规划建设纳入“楠溪江景

区流域旅游开发专项规划”,致力于与楠溪江流域旅

游开发项目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发挥红绿旅游的综

合效益.但该旅游专线未得到普及推广,搜索相关

旅游 App发现,该线路旅游专线较少.究其根源,
还在于红色旅游景点的设置吸引力不强,缺乏必要

的趣味性和互动性.因此,实现红色文化资源话语

模式从“主体—客体”结构向“主体—主体”结构转

换,增强红色文化资源话语主体和话语受众的互动

性[８]就显得尤为重要,可通过建立学农基地、游戏基

地等红色素质拓展场所实现.
可将红十三军军部旧址周围的农田开辟为青少

年和党政部门实践基地,种植具有永嘉地方特色的

农作物,在适当位置设置茅草屋,展示战时的干粮、
红军服等物资,使游客在掌握学农知识的同时,进一

步对红军的艰苦奋斗精神有所感触.也可在军部旧

址附近设置一个小型红色素质游戏基地,设射击、打
靶等军事项目,开展信任背摔、逃生墙、过梅花桩等

活动[７]３３,在娱乐的同时增强游客的体魄,培养他们

的团队合作能力以及艰苦奋斗的精神.基地可逐渐

发展成青少年重温革命历史、进行体能训练、弘扬红

十三军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大课堂.还可以

将红十三军军部旧址打造为红色旅游中心,结合村

落民风特色,实施点面结合的规划布局[７]３２,将永嘉

红色旅游资源连接周边所拥有丰富的自然、人文旅

游资源,打造成具有较强吸引力的“浙南(永嘉)红十

三军红色旅游景区”.
(二)深入挖掘永嘉精神内涵,推动永嘉精神走

出去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

中,永嘉人抓住机遇,克服顽固的守旧观念,冲破旧

框框,充分发扬革命时期的吃苦耐劳、勤劳拼搏精

神,脚踏实地、创新创业,永嘉学派的“经世致用”思
想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延伸为当代社会价值观在浙

东南具体化的“永嘉精神”[９],又创造了一批新时代

的承载着艰辛创业历史的红色文化资源.在新时

代,要进一步挖掘永嘉精神的实质性内涵,使其成为

永嘉人民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
首先,要把好精神之脉,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

源.对于红十三军的斗争史,强调对其丰功伟绩、革
命精神及历史地位的研究,借以告慰革命先烈英魂

的同时,弘扬革命精神,激励广大群众将艰苦奋斗、
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其次,要
积极拓展永嘉精神的时代内涵.一方面,继承发展

“永嘉学派”核心思想,将永嘉的人文符号植入本土,
内化为人文灵魂的基因.另一方面,在时代发展中

不断赋予永嘉精神新的内涵.长期以来,“义利并

举,敢为人先”成为永嘉精神的精髓所在.从红十三

军在永嘉的诞生到包产到户开创全国先河,从创建

全国第一个农村专业市场———桥头纽扣市场到“商
行天下,义行天下”,永嘉精神不断赋予时代内涵,形
成价值认同.最后,通过不断增强红色文化资源话

语主体和话语受众的互动性,提升话语积极性,强化

话语权利,在永嘉当地居民与外来游客的获得感中,
真正推动永嘉精神走出去.

(三)创新红色文化宣传方式,充分利用新兴媒体

红色文化资源本身是静态的、单调的,只有借助

外部媒介才能使其“言说”,发挥作用.没有合适的

宣传方式和宣传手段,红色文化不可避免会处于“被
边缘化的处境”[１０].因此,采用多种方式创新红色

文化宣传成为形势所趋.
第一,营造文化氛围,打造红色品牌.通过调

研发现,六成以上的永嘉当地居民都希望县委、县
政府能够增加开展红色文化主题教育活动的频

率,丰富红色文化产品的展示形式,研发生产红色

文化玩具、音像制品等衍生产品,形成红色文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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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具体化、个性化,从而促进红色文化知识的传

播及红色精神的弘扬.增强互动性,丰富红色旅

游体验,将红色元素融入“吃、住、行、游、购、娱”等
方方面面,突出红色主题.[１１]比如,在街道墙体上

绘制能够彰显永嘉革命精神的红色文化图案,打
造一批具有永嘉地方特色的红色宾馆,组建地方

红色文化艺术团并举办红色文艺演出.总之,要
在全县范围内营造红色文化氛围,唤醒当地人民

的红色文化自豪感,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留下来

的红色文化精神财富.
第二,拓宽宣传渠道,丰富宣传方式.将红色文

化相关知识点编入地方教材,纳入中考知识范畴,增
强青少年对永嘉红色文化的了解与认同;突出红色

革命遗址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吸引学校、机关、企
业及社会团体前来学习、参观;响应广大居民呼吁,
开展与永嘉红色文化有关的革命纪念活动,如开展

重走红军路活动,举办先烈纪念仪式.以丰富的宣

传方式增强红色文化的渗透性,强化红色文化德育

功能.
第三,利用新兴媒体,加大宣传力度.除了依托

当地报社、电视台等影响力大的传统主流媒体开展

宣传工作外,还可利用新兴媒体,打造微博、微信平

台,在展馆放置平台二维码,方便群众扫码入馆,提
高群众对网络平台的关注度.定期推送永嘉红色文

化的相关文章,牢牢抓住人们的碎片化时间,突破时

间、空间限制,实现红色文化传播“永远在线”.依

托节庆活动及名人效应等方式进行宣传,借助红

色文化网络工程的建设,加强网络宣传,在网络上

策划实施一系列大型红色文化宣传活动,构建属

于永嘉的红色品牌,提高永嘉县红色文化资源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
(四)加强高校合作,实施专业人才走进来政策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中共永嘉县委和浙江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成立了“浙南红色文化研究中

心(永嘉)”,高校红色文化专家为永嘉红色文化资源

的保护与开发提供专业理论指导、出谋划策,推动永

嘉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永嘉革命历史纪念馆、革
命遗址遗迹亦为高校提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基地,
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融合,为培养红色文化专业

性人才奠定基础.实践证明,永嘉地区与高校加强

合作,是互利共赢的战略性安排.
第一,借助高校专业人才扎实的理论基础,为永

嘉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建言献策,凝练“永嘉

精神”的核心,弘扬红色精神,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促进红色文化资源的文化价值

转变为经济价值,助力永嘉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

繁荣.第二,以政府为主导,选派工作人员进入高校

系统学习红色文化理论知识,培养红色文化研究、党
史研究专业人才,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吸引一批专业

人才走进永嘉,为永嘉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提供更加专业的指导意见和应对措施.第三,建立

一支高素质的专业讲解队伍.导游对革命历史生动

形象的讲解对红色文化的宣传至关重要,通过与高

校合作,培养和引进专业的导游团队,对永嘉的革命

遗址进行专业的、权威的、形象的、生动的、真实的讲

解,真正将永嘉的革命精神内化于每个游客的内心,
外化于每个游客的行为.

四、结　语

永嘉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成果显著,但
存在的问题也较突出并且有一定的针对性.复杂的

地理形势和分散的革命旧址产权制约当地红色文化

资源的整体规划开发,鲜少的红十三军史实记录和

单一的宣传方式阻碍红色精神的深入人心,不健全

的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影响专业导游讲解队伍的锻

造.实地调研虽然不能全面反映永嘉红色文化资源

保护与开发的整体现状,但在此过程中发现的一些

问题启发我们深入思考:永嘉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

开发中遇到的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其路径探索是

否具有普及性和可借鉴、可复制性,这是未来需要进

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贯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N]．人民日报,２０１４Ｇ１２Ｇ１６(１)．
[２]习近平．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N]．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Ｇ０７Ｇ２２(１)．
[３]吴东峰．鲜为人知的红十三军[J]．瞭望周刊,１９８７(２４):

２０Ｇ２１．
[４]渠长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语境下的红色文化

研究[M]．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２０１２:３６６．
[５]渠长根．红色文化概论[M]．北京:红旗出版社,２０１７:

２５４．
[６]习近平: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为

实现“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证[N]．人民日

报,２０１１Ｇ０３Ｇ２４(１)．
[７]蒋年成．永嘉县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研究[D]．桂林:广西

师范大学,２０１５:３２Ｇ４７．
[８]杨帆．红色文化资源话语功能探析[J]．理论月刊,２０１８

３５６第６期 王秋慧等:永嘉县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刍议



(２):３５Ｇ３８．
[９]陈遵江．永嘉精神的人文解读[J]．商业时代,２０１２(２):

１３８Ｇ１４１．
[１０]阮晓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红色文化

资源开发利用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２０１７(６):

１４５Ｇ１４９．
[１１]县党史研究室课题组．弘扬永嘉“红色文化”创新发展

红色旅游的思考[N]．今日永嘉,２０１６Ｇ０５Ｇ２５(４)．

Humbleopinionontheprotectionand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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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animportantcontentofsocialisticcultur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redcultureplays
animportantroleinpropagatingnationalspiritandenhancingnationalcohesion．Asthesourceof
revolutioninsouthernZhejiang,Yongjiahasabundantredculturalresources．Basedonfieldresearchof
theprotectionanddevelopmentofredculturalresourcesinYongjia,weanalyzedthepresentsituationof
redcultureresourcesinYongjia,andputforwardtheimplementationpathfrom multipleperspectives,

suchasintegrating and optimizing thered culturalresources,excavating the connotation ofthe
revolutionaryspiritofYongjia,innovatingpublicitymethodsofredcultural,andimplementingthepolicy
ofintroducing professionaltalents．Itis ofgreatimportanceforstrengtheningthe protection and
exploitationoftheredculturalresourcesinYong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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