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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地区中等城市红色旅游研究——以常州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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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旅游，主要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

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

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1]李长春同志指出，发展红色旅游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政治工

程，是弘扬民族精神、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工程，是促进革命

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经济工程。[2] 

  《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后，各地迅速掀起了发展红色旅游的高潮，收

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09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

“低碳旅游”这一概念，强调继续发展红色旅游，推动旅游产品多样化，红色旅游业面临着新一轮

的发展机遇。此时，选择常州市作为苏南地区中等城市的样本，研究其红色旅游发展的总体情况，

对于同等城市红色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有助于环太湖红色旅游区的构建及区域综合竞争

力的增强。 

  一、常州红色旅游资源实际分布情况 

  一地红色旅游资源的占有情况决定着该地红色旅游的发展规模及路径。红色旅游资源，广义上

是指顺应历史潮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一切革命活动中凝结的人文景观和精神[3]；狭义上指中共

成立后领导广大人民进行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所形成的历史遗迹和精神瑰宝。 

  常州地处苏南地区长三角太湖流域，是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江南文化名城。时至近代，在

革命的风云际会中“常州三杰”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革命先烈董亦湘以及“爱国七君子”李

公朴、史良等一批职业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脱颖而出，成为今天常州发展红色旅游业的原生资源。

据统计，全市红色景区景点共计19处,其中市区七处，分别为：常州市革命烈士陵园(常州三杰纪念

地)、瞿秋白纪念馆、张太雷纪念馆、史良故居、常州市博物馆、常州市档案馆及常州陆军预备役通

信团团史馆；金坛四处，分别为烈士陵园、中共苏皖区一大会址、殷雪梅纪念馆及金坛市博物馆；

溧阳两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及西山烈士陵园；武进五处，李公朴故居、革命烈士陵园、澄

西烈士陵园、董亦湘纪念碑及武进历史档案展览馆；新北为恽代英纪念广场一处。 

  其中，重要红色景区（点）具体发展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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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常州革命烈士陵园（“常州三杰”纪念地）：位于市区兰陵路33号，主要是为纪念我党创

建初期牺牲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烈士而建,又称“常州三杰”纪念馆。陵园始建于

1976年，主体建设完成于80年代中期，由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堂、事迹陈列馆、诗抄碑廊、人生

格言碑廊组成。2002年11月，市委市政府投资2000万元，在陈列馆、纪念堂基础上建设常州革命史

纪念馆和常州革命烈士纪念馆，2003年7月开工，2004年12月正式开馆。革命史纪念馆以史见长，

主要反映了1840-1949年常州人民革命斗争历史；革命烈士纪念馆则分12个部分展出228位烈士事

迹，歌颂了烈士品质。陵园现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累计接待中外参观者近80万人次。 

  2、瞿秋白纪念馆：位于市区延陵西路188号，依秋白故居（1912-1916年居处）建馆。1982年被

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暨瞿秋白英勇就义50周年时正式开放。2008年通过省文物局验收，

免费向社会开放。开馆至今，先后接待了薄一波、乔石、杨尚昆、李瑞环等领导人和16个国家的党

政代表团以及专家学者数十万人次参观，推出了《纪念瞿秋白书画展》等专题陈列，出版了《江南

一燕》和《瞿秋白研究》（丛刊），编印了《瞿秋白研究信息》。该馆已成为纪念、学习、宣传、

研究瞿秋白的重要基地。 

  3、张太雷纪念馆：座落于市区清凉路子和里3号，由太雷故居（1918 -1925 年居处）、生平事

迹陈列室和书画陈列室三部分组成。全馆建筑面积900平米，陈展面积 500 平米。1982 年被评为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对外开放；2000年更名为张太雷纪念馆。近年先后被评为国家2A级旅游景

（区）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1987年至今，已接待了来自全

国各地和海外的参观者20多万人次，并先后出版了《张太雷年谱》、《张太雷文集》等十几本研究

专辑，是缅怀、纪念、宣传、研究张太雷同志精神事迹的重要场所。 

  4、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座落于溧阳市水西村。前身为“新四军水西村革命旧址保管

所”，1984年对外开放，1994年用现名。2007年，溧阳市政府斥资2600万元兴建了新展览馆和纪念

园。目前占地达40000平米，展厅面积5500平米，形成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司令部旧址、展览馆、

纪念广场、老战士题书碑廊和毛泽东像章陈列馆5大景点。自开放以来，本馆累计接待了包括叶

飞、彭冲、迟浩田、张震等领导人在内的国内外游客200余万人次；编辑出版了《水西抗日史

话》、《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史料汇编》等书刊；属国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国防教育基地、省级

文保单位及2A级旅游景区，融革命传统教育、红色旅游参观、军事文化博览为一体。 

  5、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苏皖抗战历史陈列馆）：位于金坛市建昌镇蔡甲村，原

为曹江临烈士私宅。1997年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3年按原貌修复会

址，并增修曹江临等抗日五烈士墓及苏皖抗战历史陈列馆。修缮工程先后共投入280余万元，于

2005年10月修竣并正式对外开放。现占地7000多平米，建筑面积500多平米。该馆再现了金坛人民

英勇抗日的光辉历史和动人场景，与溧阳、句容的新四军革命纪念馆构成互补，是另一处了解苏南

地区抗日历史的窗口。 

  参照国家旅游资源标准分类体系，常州市的红色旅游资源涉及遗址遗迹、建筑设施、人文活动

三大主类中的七大亚类，共计11个基本类，占全国15个基本类型的73.3%；考察其分期，大多数形

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映了常州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不畏牺牲、顽强斗争的革命主题；在地

理空间上呈扇形分布。 

  放眼常州周边，苏南地区目前拥有南京市梅园新村纪念馆、雨花台烈士陵园、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渡江胜利纪念馆、镇江句容茅山新四军纪念地以及苏州常熟沙家浜旅游区等6大国家

级红色旅游景区；苏北地区拥有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 南通海安苏中七战七捷纪念馆、淮安市周

恩来纪念馆和故居、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旧址以及新安旅行团革命历史陈列馆等5大国家级红色旅游

景区；外加全国12大“重点红色旅游区”之一的“沪浙红色旅游区”，对区域内其他中等城市红色

旅游发展易于形成集聚和连带效应，带动其中的中小红色景区共同发展。常州红旅资源原生类型较

为丰富，如善加利用周边资源，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均可获得较大提升。 

  二、常州红色旅游发展状况及存在问题 

  常州市红色旅游事业起步较早，目前已拥有10项左右成熟的红色短线游产品，主要由“常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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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纪念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常州革命史纪念馆和常州革命烈士纪念馆等组成。 

  为深入了解常州市红色旅游发展现状，笔者对各红色旅游景区（点）和市民分别进行了普查和

抽样调查，发放调查问卷两类共150份，收回111份。据问卷反馈数据显示，每年春至秋季为旅游旺

季，游客高峰多出现在清明、建党、建军、建国等重要节庆纪念日；客源地集中在江浙沪地区；青

少年、党员、军人等为游客主体。常州的红色旅游景区（点）均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免费向社会

开放，人员工资、房屋修缮及基本办公费用均由政府拨给，经费来源单一，在更新陈列、引进展

览、培养人才、专业研究等方面普遍存在资金困难，已对景区的软硬件建设及配套设施建设形成制

约。调查获悉，瞿秋白纪念馆现有编制3个，张太雷纪念馆现有编制2个，人手紧张；张太雷纪念馆

周边环境较混乱，停车困难，亟待整治；而李公朴、史良等故居仍被束之高阁，尚待开发。常州红

色旅游的市场满意度不高，逾1/3的游客认为景区服务水平相对滞后，旅游产品形式单一、内容枯

燥。在宣传途径方面，主要利用《龙城自驾二日游》、《常州导游图》及《旅游时尚》等载体开展

专题宣传，辅以全市导游大赛、常州旅游知识竞赛的形式向大众普及。民众对红色旅游景区（点）

的知悉度较低，知道3个以上红色景区（点）的人仅占14%。按2009年《常州年鉴》公布的数据测

算，2008年度全市主要红色旅游景区（点）共接待游客31.55万人次，营业收入19.85万元，分别占

全市旅游业总额的8 . 6 3 ‰和0 . 2 5 ‰，表明无论在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上都还存在较大上升空间。 

  综合上述情况，目前常州红色旅游的发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红色旅游的重要性认识不

足，管理体制不完善，地区、部门和企业之间配合欠协调，影响了红色旅游整体水平的提升；二是

旅游资源与周边城市具有同质性，缺乏总体规划，导致整体形象不够鲜明，未能形成品牌效应，市

场竞争力有待增强；三是资金投入不足，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力度不大，各个景区（点）发展水平参

差不齐，各自为战；四是现有旅游产品内容形式单一，旅游线路短且缺乏精品支撑，景区（点）知

名度较低，拳头旅游产品较少；五是促销意识不强，宣传方式亟待创新，客源市场面临挑战；六是

旅游开发组织化程度有待提高；七是旅游专业高级人才相对匮乏，从业人员专业水平亟待提升。 

  三、推动常州红色旅游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一）组建领导小组，形成领导合力，理顺经营管理体制。 

  实践证明，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发展红色旅游的重要保证。仿效中央，成立全市红色

旅游工作协调小组，整合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工委、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市文广新

局、市旅游局和市物价局等各部门力量，形成领导合力。下设红色旅游发展办公室，承担具体事务

及日常工作。理顺景区（点）管理机制，成立管委会以实现统一管理，避免多头管理，有效提升资

源保护、开发建设和经济运作水平。 

  （二）因地制宜，科学制定发展规划，塑造整体品牌。 

  以《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为指导，按照市旅游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推动红色旅游持续健康发展》等文件要求，联系实际、统筹规划，量身打造适合本地区红色旅游发

展的近中远期规划，突出刚性规划与弹性规划相结合，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有步骤有重点

地推开。在制定本地发展规划时，要考虑本市红色旅游资源的分布特点，突出名人故居及遗址遗迹

的保护开发；从弘扬地方文化的高度，突出主题、强化特色，努力打造地区品牌。 

  （三）加大投入，深入发掘现有红色资源，创新红色旅游产品形式与内涵。 

  一是在保护革命文物的基础上，加快红色旅游景区（点）建设，夯实红色旅游良性发展的基

础。在硬件设施方面，抢救发掘历史资料、历史文物；加强对景区内的道路、停车场、供电、供

水、通讯、消防、环卫、环保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重点完善游客服务中心、旅游标识系统、医疗救

助和紧急救援系统；加强对旅游区内饭店、宾馆的分类指导，提升餐饮住宿的接待能力；征得规

划、公交部门协助，开发红色旅游公交专线，方便市内外散客自助游。在软件设施方面，通过提高

从业人员素质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加大对红色旅游高层次管理人才的引进力度，做到制度留人、待

遇留人；输血造血并重，发挥常州高等职业教育优势，培养一批擅长红色旅游规划、开发建设、经

营管理、导游讲解的专门人才，形成人才梯队；对现有从业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服务规范、历史知

识及旅游知识的专业化培训，特别是抓紧导游、讲解员、服务员、出租车驾驶员等窗口岗位的常态



化培训，力求浓厚景区内外的“红色”文化氛围，用“红色”充实“食住行游购娱”，增强常州红

色旅游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二是利用区位优势，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开发旅游线路。常州先天红色旅游资源有限，但地处

江浙沪旅游区，是环太湖旅游带与沿江旅游带的交汇点，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紧邻南京、镇江，

拥有接受赣、浙、沪等周边红色旅游大省资源辐射的天然优势。建议本市红色旅游景区（点）主动

与影响较大的红色旅游区由近及远展开联系，积极参与跨区域旅游路线的开发，真正实现“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客源分享”，推动环太湖红色旅游区域的形成。 

  三是整合资源，融合发展，创新旅游产品的形式与内涵。要吸引游客，必须面向市场需求开发

旅游产品。目前，常州红色旅游亟待从低层次的“展板模式”突围而出，更新产品开发理念，丰富

产品的形式与内涵。在创新产品形式时，必须改变以往“固定菜单，来了跟我看”的服务模式，效

法井冈山、瑞金等著名红色旅游景区纷纷将“原生态的历史”搬入景区的成功做法（游客们可以舂

米、打铁；可以身着农衫挑着稻谷重走毛、朱挑粮小道；可以撑着竹筏，重温“小小竹排江中

游”），设计更多受游客欢迎的体验式、互动性强的产品。在丰富产品内涵时，要注意将红色旅游

和本土人文旅游、自然旅游、休闲旅游熔于一炉，使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文物景点与非文物景点

交相辉映，真正实现“红古结合”、“红绿结合”。以天目湖为代表的绿色资源、以天宁寺为代表

的宗教文化资源、江南水乡的民俗文化资源、古建筑古园林资源、恐龙园及动漫节等娱乐资源都存

在与红色旅游资源融合开发的可能性。 

  四是打文化牌，凝练品牌，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深入发掘革命精神，以文艺表演的形式

再现革命历史、英雄事迹，与旅游活动有机结合，搭建“红色舞台”，已成为红色旅游的新业态。

如江西省的“中国红歌会”、延安市的“延安颂”、井冈山市的大型实景演出“井冈山”、临沂市

的“蒙山沂水”等都受到游客的普遍欢迎和社会的广泛好评。常州市借鉴成功经验，试以“常州三

杰”为素材，以地方戏曲、影视及动漫等多种表现方式，生动再现其人其事，既可增强吸引力，又

可扩大经济效益。 

  （四）把握时需，加强宣传促销力度，积极拓展客源市场。 

  凭借特殊的区位优势，常州可接收省内及周边省市的客源辐射，但完全依赖外援，并不能使本

市的红色旅游业得到充分发展。要吸引游客，开拓属于自己的市场，关键还在宣传促销。一要运用

现代营销理念，科学细分市场，增强市场宣传的针对性。二要努力构建红色旅游宣传促销体系，切

实加强与主流媒体、大型旅行社的深度合作，定期为其提供红色旅游的最新动态，吸纳旅行社参与

红色旅游组织。当地媒体更应大力配合，为本市的红色主题活动、景点宣传提供便利。三要重视新

技术、新媒体的宣传效果，迅速占据互联网、手机短信、影视、动漫等营销高地。利用好现有的常

州爱国主义教育网（ag.cz001.com.cn）、常州党建网（www.czdj.gov.cn）、化龙巷

(www.hualongxiang.com)等平台，各红色旅游景区（点）建设和管理好各自的门户网站，及时更新

内容，沟通信息。四要把握有利时机，配合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活动，策划开展红色旅游节庆纪念

主题活动。五要加强与红色旅游发达地区的交流合作，积极参与或承办各级各类旅游推介会、展示

会、学术研讨会，扩大自身在业内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打响品牌。 

  对照《纲要》的相关标准，反观常州红色旅游的发展实际，任重而道远。随着上海都市圈的延

伸和苏锡常都市圈的建立和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常州旅游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今后一个时

期，常州应当抢抓机遇，迎接挑战，正确处理好红色旅游发展过程中保护与开发、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努力推动红色旅游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红芳.论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管理—以河南省红色旅游开发为例[D].开封:河南大

学,2007:8. 

  [2]全国红色旅游工作协调小组.中国红色旅游发展报告2007[C].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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