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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打造红色旅游升级版 

甘肃是红色资源大省，有着丰厚的革命历史，“十三五”时期，甘肃省

红色旅游发展取得可喜成果。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记者了解到，

今年，甘肃省将进一步加强红色旅游品牌建设，依托省内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推动全省红色旅游主题教育、红色研学发展，打造一批红色研学和主

题教育基地，推出一批具有参与性、体验性的红色旅游创新融合产品线

路，全力提升红色景区讲解服务和智慧化水平。

深挖红色旅游资源 

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内有一页“红军党员登记表”，现为国家

一级革命文物，登记表为手工绘制，共 13 行表格，记载了一位名为李道

存的红军战士的相关信息。1996 年这件珍贵的文物被从民间发现，在那

个烽火岁月，这份“红军党员登记表”体现了党的坚强领导和党员的坚定信

仰。“像这样的文物，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还保持着很多，一件件

文物就是一个个故事，也是一段段历史。我们要深入挖掘这段历史，赋予

新的时代内涵。”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管委会宣教科科长陈建欣说

道。 



把《红色故事会》演出作为弘扬红色文化的主要抓手是会宁红军会师

旧址传播红色文化的一个特色。近年来，会宁红军会师旧址创排红色文化

类、民俗文化类、综合艺术类节目 8 个，以歌舞、朗诵、快板、小品、情

景剧等喜闻乐见的形式演绎红色革命故事，在当地社区、乡村等地举办了

数十场红色文化演出，《红色故事会》已成为党员干部团队来会宁红军会

师旧址接受红色教育及会宁干部学院现场教学的固定课程，实现了红色文

化传播与红色精神传承相融合。 

“在挖掘红色文化传承、红色旅游文化及革命传统教育方面，中国工

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综合运用声音、图像、动画、数字互动等科技手段还

原革命生活和历史场景，使红色旅游由静止向动态转型，从而更具吸引力

和感染力。同时利用网络平台和 VR 全景纪念馆在更广范围讲述红西路军

故事，宣传红西路军精神，让参观的游客近距离了解红色历史。”中国工

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宣传研究教育科科长王丽霞说。 

日前，“铭记历史·薪火相传”——甘肃众程国际旅行社组织的一场公益

研学游，带领近百名当地学子走进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缅怀先烈、寻访革

命足迹、领悟革命真谛、接受红色精神洗礼、汲取红色信仰的力量……面

对一张张老照片、一段段沉重往事，孩子们拿着笔记本记录，在铭记历史

中传承红色基因。 

甘肃众程国际旅行社研学课程负责人宗欣表示，在甘肃丰厚悠久的历

史文化中，红色基因、自然生态、丝绸之路等类型的研学活动都被视为研

学游重要资源，我们将这些资源细分为红色文化、民俗文化、考古探寻、

非遗体验等十二个类别，针对小学四年级到高中二年级，设定系列活动课

程，强化学生的道德素质、身体素质和价值观、人生观，将增强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作为产品核心。 

通过整合甘肃省内红色旅游资源、校方沟通、因材施教、因地制宜，

对学生课本进行深度挖掘，众程国际旅行社推出以“会师精神·薪火相传”

“‘兴’火燎原·‘隆’原壮志”“永不消失的电波”等主题的红色文化研学营，让学

生在感触红色文化和红色体验中，增添一份社会责任和爱国情怀。



培育红色讲解队伍 

“西路军纪念馆是高台县的一张红色名片，我们肩负着弘扬红西路军

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责任，要将西路军的革命故事用最好的方式讲给大

家听。”参加完前不久举办的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建设行动成果展示

暨讲解员培训班后，来自张掖市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纪念馆的讲解员李菲菲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自参加工作之日起，李菲菲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讲解工作中，根据每

一次讲解的游客不同，她都会及时调整讲解思路和方式。一次她接待了几

位专程从新疆来的游客，儿子推着坐着轮椅的老父亲，不时在老人耳旁低

声讲述、在一幅幅红色战役照片前沉思驻足。通过了解得知，这位老父亲

已有九十多岁高龄，是一名老红军战士，曾参加过兰州战役，对红西路军

革命历史有很深的情感。李菲菲感受到了他们内心的情感和激动的心情，

平时仅 3 个小时的讲解那次用了 7 个多小时，老人听得热泪盈眶，儿子也

在一旁默默流泪。再回忆起这次特殊的讲解经历，李菲菲仍然满眼泪光，

她说，每次讲解就像答一份试卷，唯有不断学习才能做到最好。 

“人才储备方面，我们通过不断强化岗位练兵，提升讲解员综合能力

和素质，培养了一批业务素养高、工作能力强的讲解员队伍。目前馆内 13

个讲解员，除每天固定时段学习红色教育课程外，还积极交流心得，提升

讲解方法，并通过流动展览的形式深入基层，走进军营、学校、社区和乡

镇开展讲解活动。去年，纪念馆组织开展了 120 多场次流动展览和宣讲活

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办公室主任霍明说。 



去年 10 月，在甘肃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女子讲解队被中

宣部表彰为“全国基层理论宣讲集体”。长期以来，红军会宁会师旧址以“走

出去请进来相结合”，注重馆际交流，通过展览、学术探讨、线上社交、

接待讲解等方式，开展讲解员岗位大练兵活动，通过强化培训、踊跃参

赛、多渠道讲解等形式促进讲解服务水平提升。

打造红色旅游品牌 

2020 年，甘肃省积极联合相关省区推出的“三区三州”红色旅游线路，

充分发挥跨省区联动、跨产业融合、带动消费、助推脱贫的作用，为甘肃

红色旅游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据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规划与乡村旅游处副处长廖永清介绍，去

年甘肃省内 14 个市（州）结合实际，出台了各自红色旅游发展的目标任

务和工作举措，形成全省上下推动红色旅游发展的强大合力，打造了南与

四川相连的红色丰碑旅游线、北与银川相连的长征胜利旅游线、东与延安

呼应的红色沃土旅游线、西与新疆相通的英雄史诗旅游线 4 条红色旅游精

品线路。 

同时，借助去年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的全国性“环西部火车游”推

介活动，甘肃省红色景区、产品线路得到了进一步宣传和推广，打响了

“南梁红色精神记忆之旅”“长征会师胜利之旅”“西路军红色征程之旅”三大

红色旅游区品牌。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丝绸之路研究所副研究员谢羽认为，红色旅游逐渐

成为脱贫的有效途径之一，甘肃要注重红色文化资源的特殊性，积极打造



红色旅游品牌，做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设计，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借助信息技术等手段，来提升甘肃红色旅游品质，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甘肃

红色旅游品牌，助推产业富民、乡村振兴，将红色旅游作为甘肃省华夏文

明传承创新区“红色文化弘扬板块”和“文旅融合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让

“红色文化制高点，初心教育打卡地”成为甘肃旅游的靓丽名片。 

为进一步推动甘肃红色旅游发展，做强红色旅游品牌，谢羽建议，甘

肃需以政府为主体，科学制定省域红色文化资源总体规划，积极打造红色

文化旅游品牌，做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设计；促文旅融合，培育甘

肃红色文化旅游市场新业态；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为红色旅游建设提供智

力支撑；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数字再现，改善设施做好配套工程，提高红

色旅游市场消费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