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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红色文化旅游中的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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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推进作为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之一。红色文化

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当前，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必须充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大力推进红色文化旅游，落实红色文化旅游在传播历史、发扬传统、教育群众、引导社会、推动发

展等方面的功能，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红色文化旅游中的实现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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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韩禄 (1984—)，男，河南洛阳人，法学博士，中共贵阳市委讲师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激烈、情况复杂、发展态势并不平静，“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有所滋长，思想理论领域里的

噪音杂音时有出现”[1]684。从国际上看，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一直是国际

敌对势力分化、西化的重点。从国内来看，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

化，我国社会思想意识多变、多元、多样的趋势更为明显，西方社会思潮滋长，错误价值观念横行，道德领域问题突出，“一些

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假冒伪劣、欺骗欺诈活动有所蔓延；一些地方封建迷信、邪教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成

为社会公害；一些成年人价值观发生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以权谋私等消极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等等”

[2]791。对此，中央指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然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1]684。 

十六大以来，中央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重大战略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

现”[3]318,“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4]8，“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

织、相互激荡的复杂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重大的实践意义”[1]787。中共十七届六中

全会更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4]8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

目标的新要求，作为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 

红色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红色文化旅游作为精神文

化产品传播的途径，以其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喜闻乐见等独特形式，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开展红色旅游，能使

群众感受传统，了解历史，体验精神，增进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感，坚定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因而，当前，要建设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大力挖掘并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创新红色文化旅游方式方法。 

 

一、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内在统一的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追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社会繁荣中所形成的

伟大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泉，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内在统一

的。 

从形成来看，红色文化的形成过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培育过程是同一过程。红色文化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

物，在其形成过程中，就已内在地暗含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内容，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追求民族独立、国家

富强、社会和谐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理想、体现时代特征、满足现实要求的革命精神、对社会主义崇高道德的向往和追

求。从品质上看，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是与时俱进的，两者一脉相承，都体现着特定时代对特定道德价值的追

求。 

从本质上来看，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属性，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结合实践要求和时代特点所形成的特定产物。从范畴上来说，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范畴，

都涵盖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范围之内。从现实来看，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程度，直接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水平。 

 

二、红色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有效资源载体 

 

（一）红色文化形式多样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资源载体 

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形式多样。就外在形式而言，主要是指领袖故居、伟人旧居、革命遗物、纪念物、会议遗址等革命纪念

地，如“毛泽东故居”、“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遵义会议旧址”、“革命圣地延安”、“西柏坡会议旧址”等；就内在精神

而言，主要是指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红色精神，如在革命时期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太

行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

“焦裕禄精神”，在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九八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等崇高精神。这些革命遗址

和革命精神都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奋斗精神、历史经验、崇高理想和道德追求，其历史内涵突出、教育意义

明显，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资源载体。 

（二）红色文化特征突出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重要途径 

红色文化特征突出：一是资源丰富、形式多样。红色资源遍布全国各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

材。2005年，国家发改委、中宣部、国家旅游局等13个部门联合下发通知，公布了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路线和123个全国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5]。这些红色经典景区、旅游路线正日益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教育基地。二是直观生动、教育作用

明显。红色文化直观、现实、生动，视觉效果明显，富有感染力，容易为广大群众接受。红色文化旅游，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对参

观者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激发群众爱国热情和民族情怀；可以在润物细无声中对群众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社会主义荣

辱观教育，坚定群众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红色文化旅游开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相结合，可谓相得益彰，互惠互利，不仅能传承红色精神，更能使核心价值

教育落到实处。 

 

三、红色文化旅游①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具有特殊地位 

 

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落到实处，“必须强化教育引导，增进社会共识，创新方式方法，健全制度保障，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

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4]8。红色文化旅游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具有特殊地

位。 

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用党的辉煌历程和宝贵经验启示人，用党的辉煌成就和奋斗精神鼓舞人，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统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有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激励人们的奋斗精神；有利于培育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撑；有利于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引领良好社会风尚。 

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有利于增进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认知感；有利于坚定广大人民群众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信心决心；有利于广大党员干部了解党的历史，加强党性锻炼；有利于广大群众学习革命传统、陶冶情操、升华境

界、培养爱国情感，提升公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 

对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11年制定并颁布的《2011-2015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红色旅

游作为政治工程、文化工程，必须突出强调其在加快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教育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

识到，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从而进一步坚定对党的信任、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的信心，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6]。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红色文化旅游中的实现途径 

 

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红色文化旅游中教育群众、引领社会的功能，必须根据红色旅游“十二五”规划的要求，

“深入研究挖掘红色旅游思想文化内涵，改进创新红色旅游宣讲和展陈方式，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大力推动红色

文化精品创作，打造一批适应旅游市场的红色文化舞台艺术作品，增强红色旅游产品的感染力和影响力”[7]，创新建设路径，

创新实现途径。对此，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深入研究挖掘红色旅游思想文化内涵，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 

要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红色文化旅游中的吸引力，必须不断深入挖掘红色旅游思想文化内涵。一是要在挖掘红色文

化旅游资源中保持历史遗址、文物原貌，客观反映历史事实，注重红色历史的真实性，用历史事实教育群众、引导群众。二是要

与党史研究室、文献研究室、政策研究室、革命历史博物馆等专业机构密切合作，加大收集、整理和抢救历史文献、资料的力

度，使红色景点成为红色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中心。三是要加大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力度，实现红色资源与其它形式文化资源的有

机整合，实现红色文化与绿色文化、民俗文化、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海纳百川、兼容并包，提升红色文化资源品味，扩大红色

文化内涵，增进红色文化旅游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四是要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精神的时代价值，结合现实，传承发扬，使其更具时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代吸引力。 

（二）创新红色文化旅游宣传、展陈方式，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感染力 

要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红色旅游中的感染力，一是要积极拓宽红色文化的传播途径，创新红色文化旅游的宣传方

式。一方面，要积极打造红色文化品牌，通过电视、网络、广播、杂志、报纸、电影等传播媒介，运用现代网络技术，组建红色

文化网站，开展网上传播，积极营销红色文化；另一方面，要通过主题教育、免费开放、文化下乡、进基层等方式和途径传播红

色文化，在满足群众文化需要的同时，扩大其感染力。二是要创新红色文化资源展陈方式。静态陈列的参观方式在当前红色文化

旅游中已难以吸引旅客眼光，因而必须创新展陈方式，将“静”的历史“活”化。一方面，要积极学习借鉴国内外战争遗迹和历

史文物展览技术，利用光、声、电等科技手段，使展览形式丰富多彩，增强其感染力；另一方面要对红色旅游地的特色资源进行

设计，创新旅游产品，增强红色文化的亲近性，提高群众参与热情和积极性，扩大其影响力。 

（三）推动红色文化精品创作，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力 

要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红色文化旅游中的影响力，必须不断推进红色文化精品创作。一是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红

色文化精品创作。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红色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加大红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营造有利于创作、有利于

出人才、出精品的环境。二是要建立红色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运用经济、政策、行政等手段，建立红色文化精品创作

激励机制。加大对“群众肯定、游客欢迎”的红色文化精品的奖励力度。三是要推进经营性红色文化事业单位改革、转制，组建

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良好市场竞争能力的红色文化企业集团，加快红色文化产业集群建设，推动红色文化精品创作。 

 

注释： 

①红色文化旅游是指以革命纪念地、纪念物以及所承载的革命精神内涵，以现代旅游为基本形式，组织接待者进行参观游

览，实现学习革命知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振奋精神、放松身心、增加阅历的旅游活动，是红色革命精神和现代旅游的结晶，

是巩固党执政地位的政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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