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旅游与新农村建设 

文/袁纳宇 

  一、红色旅游可成为老区发展经济的突破口 
   红色旅游业可为老区经济发展创造新契机，提供新引擎，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扶贫工程。发展
红色旅游，可调整农业结构、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农产品转化、加工、
增值，扩大畜牧、水产、园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绿色食品的生产。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扩展非农
产业，促进乡镇企业和农村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发展，开拓农民外部增收潜力。可以将革命老区的
历史文化和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依托自身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培育革命老区的优势产业、特
色产业和支柱产业。 
   旅游业是一项就业成本较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中许多工作都必须靠员工手工操作，需要
大量的劳动力，这就缓解了当地的就业压力。另外，旅游业就业层次比较丰富，特别是有些服务工
作并不需要很多技术，可以为文化素质不高的广大农村妇女和刚刚进入社会的男女青年提供就业机
会。 
   旅游业也是一项综合性产业，涉及到食、住、行、游、购、娱等多个方面，这些需求在客观
上要求旅游产品在面向旅游市场时具有较高综合性，它不仅涉及交通业、饭店业、娱乐业等旅游部
门的各行业，还涉及文化、教育、卫生、轻工业、重工业、建筑业、农副业等非旅游行业的各部
门。因此，旅游业发展可以带动旅游目的地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从而成为振兴地方经济的主导产
业。 
   二、红色旅游可加快老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旅游资源开发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是一个综合的主体开发过程。发展红色旅游，可进入
性是关键，交通必须先行，要使旅游地同外界的交通联系以及旅游地内部的交通运输实现便利和畅
通。因此，必须完善各种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各种交通运营的安排。除此之外，还要建设和完善
包括供水、供电、通讯、车站码头以及相应的银行、保险、医院、商店等在内的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和完善包括饭店、餐饮、娱乐场所等在内的旅游服务设施。这些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是旅游
开发中要实现的基本物质条件，它们既满足旅游者的旅居生活需要，同时当地居民也受益。红色旅
游的开展，必然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状况，加大对农村道路、安全饮用水、农村能源、改厨改厕等设
施的投入，完善电力、广播、通讯、电讯等配套设施建设，加强农村环境建设，开展对农村生活垃
圾、沟渠水塘、院落畜圈的整治，危旧房屋更新改造，搞好乡村建设规划，因地制宜地建设具有民
族特色和地域风情的民居民宅，美观实用，节约土地，改善村容村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使老区
农民能够真正享受现代化成果。同时，随着老区行路难、用电难、饮水难等状况的改善，逐步解决
了制约老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促使老区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 
   三、红色旅游可促进老区民众观念更新和素质提高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老区的民众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相对落
后保守，不少人很难接受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缺乏市场、商品、开放等先进观念。红色旅
游景点不同于一般自然景点，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涵，大多数红色旅游接待地地域文
化底蕴丰富，当地民风淳朴，民俗风情各具特色。革命先辈给老区人民留下的不仅是具有特殊意义
的革命历史文化遗址和遗物，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征途中，创造了诸如长征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
精神、西柏坡精神为代表的伟大民族精神、伟大革命精神。这既可以使游客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
同时伴随着各种阶层、职业、年龄的旅游者涌来，把现代文明带进来，打破老区原有的封闭状态，
引起人员、信息、科技、文化、资源、商品的大流动，将大大促进老区与发达地区的交流与互动，
在与外来游客的交流、交往中，可使老区人民接受外来文化的熏陶，解放思想，开阔视野，引导老
区人民增强劳动致富意识、积累意识、商品意识、科技意识，使之产生脱贫致富的内在动机，教育
老区群众克服长期困扰老区经济发展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习惯，树立文明、科学的生活观和生活
习惯。使农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水平、民主法制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从而提升整体素
质，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守法纪、讲文明”的新型农民。 
   四、红色旅游可促进资源开发与保护，落实科学发展观 
   环境是旅游的基础。老区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与保存完好的绿色资源可相得益彰，产生出巨
大的旅游吸引力。不少地方通过发展红色旅游，对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认识到
这些革命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同时也是带
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财富，是一种重要旅游资源。当政府及老区群众尝到了旅游带来的甜头

 



后，会自觉地将资金投入到生态及自然环境建设上去，更加注重老区的生态环境，从而提高其保护
资源的自觉性，并促使政府及有关部门更加重视保护和有效利用红色资源。因此，老区发展红色旅
游，符合“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总之，红色旅游的开拓和发展，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而且还有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对于推
进革命老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综合效益（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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