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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红色旅游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河北作为红色旅游资源大省 , 如何加快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显得尤为重要。以河
北为研究对象 , 分析了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的优劣势所在 , 在此基础上 , 提出了河北红色旅游开发的战略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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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 Tourismis a newgrowth point tha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t has been a focus of the tourismin our country .As a
big province of Red Tourismresource ,it is especially i mportant for Hebei howto quicken the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resource .Inthe article the ad-
vantage and weakness of Red Tourism developmen in Hebei were analyzed .Onthe bases ,the strategy conception of Red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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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红色旅游 , 是指以革命圣地和纪念地为主要旅游吸

引物的旅游活动。它是伴随着有组织的革命传统教育活动

的开展而产生并衍化而成的, 并随着革命传统教育活动的不

断推进而加速发展[ 1] 。红色旅游是拓展社会经济发展空间

新的增长点。河北是红色旅游资源大省, 如何加快河北红色

旅游的发展, 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笔者将针对

河北发展红色旅游的优劣势进行分析, 并提出河北发展红色

旅游的战略构想, 以期为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一些建议, 从

而推动河北红色旅游的发展。

1  河北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的优势分析

1 .1 大环境优越 首先, 红色旅游的兴起是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必然, 是时代发展的要求。2004 年2 月中

共中央、国务院提出, 把红色旅游作为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

道德主题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2004 年10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

见》。此后 , 各级党团工会组织都纷纷将组织红色旅游活动

作为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形式。红色旅游已逐渐成为

旅游市场的热门产品, 这必将为河北红色旅游的发展带来巨

大的市场机遇。

其次, 从中央到地方对发展红色旅游都给予了高度重视

和大力支持。国家准备用50 亿元资金打造“红色旅游”品

牌, 并提出要重点打造12 个“重点红色旅游区”、30 条“红色

旅游精品线路”和100 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 推动红色旅游全面发展[ 2] 。这将为河北红色旅游提

供空前的发展机遇。

1 .2 红色旅游资源优势突出 首先, 红色旅游资源数量多 ,

种类齐全。按照传统分类, 在全省130 处红色旅游资源中 ,

除长征外 , 其他7 处均有分布, 如建党建军类2 处, 土地革命

类2 处 , 抗日战争类38 处 , 解放战争类19 处, 统一战争类3

处, 革命家类9 处, 革命烈士类57 处。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

为河北发展红色旅游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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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 红色旅游资源的知名度较高 , 拥有多处国家级红

色旅游资源。据统计, 河北拥有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11 处 , 省级38 处; 在全国100 个经典红色旅游景区中, 河

北有8 处14 个景区; 在全国30 条精品路线中, 有4 条分布在

河北; 有中国12 大红色旅游景区之一———太行山红色旅游

区[ 3] 。这些为河北红色旅游的优先发展提供了可能。

再次, 红色旅游资源与绿色旅游资源、历史文化旅游资

源和民俗风情旅游资源组合较为合理, 因而具有良好的开发

条件和较高的开发价值。河北许多红色旅游景点处于风景

优美之地, 前来旅游的人不仅能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而且能

够观赏到秀丽的山水风景, 并可以体验到独特的民风民俗。

如白洋淀美丽的风景与雁翎队的英雄事迹交相辉映; 西柏坡

位于岗南水库边, 又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天桂山、驼梁、温

塘相距不远。

1 .3 区位优势明显, 外部交通便捷  河北与多个省市相邻 ,

尤其是内环经济发达的京津两市 , 这一优越的地理区位条

件, 为河北红色旅游提供了广阔的客源市场。

同时, 便捷的外部交通增加了河北的可进入性, 在此外

部交通是指游客进入河北的交通体系, 而并非指进入景区的

交通体系。目前, 河北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海陆空立体式交

通网络, 这为外省市游客进入河北提供了有力的交通保证 ,

为河北红色旅游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外部交通条件。

1 .4  有力的政策保障 河北省旅游局提出了加快河北旅游

业发展的具体措施, 提出要加大旅游扶持力度和旅游宣传促

销力度, 力创“红色”、“绿色”、“古色”3 个品牌, 并组织宣传好

精品旅游线路, 拓展好境外、省外和省内客源市场, 建好金旅

工程。这些措施为河北的红色旅游资源开发提供了可靠的

政策保证。

2  河北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的劣势分析

2 .1 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缺乏深度和广度  首先, 河北红色

旅游资源开发缺乏深度, 内涵挖掘不够 , 对革命文物收集、整

理、加工不够, 内容非常贫乏。长期以来 , 红色旅游资源开发

主要以革命遗址为主, 旅游以参观、游览为主 , 参与性项目开

发极少。其次 , 河北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缺乏广度, 例如对于

红色旅游区内的自然风光, 多数只进行了一些粗放的、低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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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开发, 深层次的旅游开发很少; 再如对红色旅游区内的

民俗文化的开发还处于摸索阶段, 没有形成系统的旅游产

品。这使得旅游者在游览这类景区时 , 均以参观为主, 缺少

参与性的活动, 在景点的停留时间不长。

2 .2  红色旅游资源的展示方法单一  红色旅游资源的展示

方法单一, 很多革命遗址、旧址和纪念馆常常展示内容雷同、

展示方式单一, 表现手段落后, 多为文字加图片的平面介绍 ,

枯燥乏味, 科技含量低, 不适合现代审美观念和旅游者的消

费取向 , 很难对游客产生震撼力和穿透力。

2 .3 红色旅游景区的市场化运作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旅

游资源整合困难 目前 , 红色旅游景区多数为事业性体制 ,

总体上说市场意识、宣传意识、促销意识不强 , 大多数红色旅

游景区是等客上门。总之, 大多数红色旅游景区还没有按旅

游产业的发展规律, 把旅游作为一项产业来对待[ 4] 。此外 ,

由于管理体制不顺, 常常是旅游、文博、民政等部门分别对一

些红色旅游景点拥有管理权, 造成了人为的条块分割状况 ,

互相扯皮严重, 致使资源整合困难, 管理程序混乱。

2 .4  红色旅游景区旅游设施落后, 可进入性差  景区( 点)

开发和配套旅游设施建设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 而红色旅游

区大多是革命老区, 经济基础薄弱, 能投入到旅游业中的资

金非常有限。由于资金匮乏, 大多数红色旅游景区的旅游设

施建设相当落后, 例如饭店级别较低, 餐饮娱乐设施匮乏, 缺

少必要的停车场, 给排水系统、通讯设施、环卫设施均相当落

后。落后的旅游设施将会阻碍河北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

就交通方面而言, 红色旅游景区的可进入性差。通往红

色旅游景区以陆路交通中的公路为主。通往红色旅游景区

的公路等级不高, 以县乡公路为主, 省级以上公路比重较少 ,

甚至有些景区还未通公路, 这将限制游客进入。

2 .5 从业人员素质较低, 服务质量较差  在大多数红色旅

游景区, 旅游从业人员素质较低 , 管理水平较低, 服务质量较

差。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尽快解决, 从长远来看, 将会阻碍

河北红色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

3  河北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的战略构想

3 .1  采取合理的红色旅游资源开发战略模式  在开发中注

重高精品质、完善配套、便捷通达、适度整合, 在传统文化的

基础上体现出相宜的风格, 使红色资源优势不断转化为经济

优势, 让游客在吃住行、游购娱、体学悟的过程中, 获得全程

的独特感受[ 3] 。具体可采用以下开发战略模式:

3 .1 .1 立足于资源 , 实施重点开发战略和纵向深度开发战

略。首先, 要立足资源密集的地方进行开发 , 即实施重点开

发战略。河北红色旅游应以太行山红色旅游区为核心进行 ,

将重点放在11 个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4 个经典

红色旅游景区、4 条精品路线。

其次, 在产品的开发上要有深度和新意, 即实施纵向深

度开发战略。如果仅停留在旧遗址参观、简单的图片和物品

展示上, 就不能满足游客全方位体验要求。要增强红色旅游

的吸引力, 就必须在保证思想性的前提下, 努力提高观赏性、

趣味性和参与性。在产品的开发上一定要围绕核心, 开发一

些具有体验模式的产品, 如西柏坡在展陈手段上采用现代科

技, 增强了震撼力、感染力。邯郸涉县在129 师司令部旧址 ,

策划了“当一天八路军”系列活动, 很受欢迎。很多地方都可

借鉴这种做法, 设计一些有意义的体验性活动。如在保定冉

庄地道战遗址 , 参观者可以通过地道进入自己所居住的民

居, 甚至还可以模拟“红”、“蓝”两军做对抗游戏 , 将会大大增

强吸引力。总之, 要深入挖掘红色旅游产品的内涵, 为游客

创造重回革命年代的亲身体验, 使之具备核心竞争力。

3 .1 .2  有机整合相关旅游资源 , 实施横向广度开发战略。

由于红色旅游带有显著的政治色彩, 游客中有相当一部分来

自于有组织的革命传统教育, 客源在时间上受革命纪念日和

政治活动影响明显, 也就是消费群体和时间都受到一定的局

限。所以, 发展红色旅游要实施横向广度开发战略, 即: 以

“红色”为主要吸引物, 带动本区域“绿色”( 自然生态) 、“古

色”( 历史文化) 、“蓝色”( 海洋) 和“彩色”( 民俗) 联动发展, 使

红色旅游与绿色旅游、古色旅游和民俗旅游有机结合, 形成

优势互补, 打造综合性产品, 产生叠加吸引力。只有这样才

能增强红色旅游产品的生命力, 才有利于维持充足的客源 ,

增加游客消费, 使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举。比如保定的白

洋淀可以开发红色、古色、民俗、绿色和蓝色旅游, 西柏坡可

以与临近的温泉度假、天桂山、抱犊寨等一批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结合开发,129 师部可以与当地的女娲宫相结合开发建

设。

3 .1 .3 加强区域合作, 共谋发展, 实施区域合作开发战略。

红色旅游资源以其特殊性和跨区域性, 决定了红色旅游资源

开发必须走区域合作的道路, 即实施区域合作开发战略。实

行资源共享、区域合作、线路对接、市场互动、客源互送、效益

共赢、共谋发展。河北的红色旅游必须同北京、天津、山西等

外省部分景区实行区域合作, 丰富客源 , 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

如河北与山西抗战题材的产品结合。此外, 省内不同红色旅

游区也应加强合作, 如保定、石家庄、邯郸等地可以联合打造

红色旅游“黄金走廊”。

3 .1 .4  注入文化, 丰富内涵, 实施文化开发战略。旅游文化

是旅游发展的灵魂之所在。因此, 河北红色旅游的开发要注

重文化建设, 丰富其内涵, 实施文化开发战略。例如, 可以围

绕《小兵张嘎》和《地道战》等影视文学作品 , 并由此拓展开

去, 将红色文化、绿色文化、农耕文化、水乡文化、渔家风情以

及其他文化相互融入, 有机结合, 增强红色旅游区的文化内

涵和底蕴, 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充分感悟、认识红色旅游区

悠久的历史、辉煌的历程和灿烂的文化。

3 .2 通过多种形式拓展旅游市场  首先按照市场规律 , 对

红色旅游产品进行精心包装、精心策划 , 充分挖掘河北红色

旅游资源与红色精神内涵, 全力打造西柏坡“红色圣地”、“新

中国从这里走来”这一品牌形象, 提高河北红色旅游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

其次, 在旅游促销上 , 采取整体促销与重点促销、专项促

销与一般促销相结合的方法。红色旅游区对外宣传促销既

要服从整体形象的需要, 又要根据目标市场的不同需求与周

边不同类型的产品组合起来, 共同进行宣传促销, 以形成跨

区域的联合宣传促销网络。

第三, 要通过宣传品、节庆活动、传媒等, 搞好宣传促销 ,

扩大红色旅游品牌知名度, 提升其市场竞争力。例如编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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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图文并茂的宣传册、光盘 , 利用多种媒体特别是互联网扩

大宣传, 可结合重大政治活动和革命纪念活动集中搞好宣

传, 利用巡回展、文艺演出等多种方式深入宣传。

第四, 在开拓旅游市场过程中, 要突破以本地或周边地

区客源为主的格局, 树立大市场、大旅游的理念, 应与周围省

市携手打造“红色旅游”, 共同促进红色旅游的持续发展。可

通过旅行社 , 将省内外的旅游资源组合成各种旅游产品, 以

满足不同层次旅游者的需要。

3 .3  多渠道筹集资金 红色旅游区一般都是贫困的革命老

区。当地政府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用于旅游建设, 省市的财

政也很难负担得起大量的资金投入。因而 , 要拓宽资金来

源,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多渠道筹集旅游资金。首先, 各级

财政每年应安排一定数额的红色旅游行政事业费和宣传促

销费。其次, 动员和鼓励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群

众个人积极参与红色旅游资源开发 , 以合作、合资、独资、股

份制等多种形式对新建项目和现有景点进行改造和建设。

3 .4  实施政府主导战略  在河北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

中, 应实施以政府为主导的战略, 政府出面协调相关的各个

部门, 理顺方方面面的关系, 集中各县( 市) 的力量, 迎接红色

旅游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3 .5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红色旅游区要长远发展, 基础设

施建设状况起着关键性作用, 尤其是交通状况 , 因此 , 要以交

通道路建设为重点, 改善红色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 形成便

捷的旅游交通网、完善的服务设施体系。

3 .6 加强导游等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  相对山水风光游 ,

红色旅游对导游的要求更高, 导游是开展红色旅游的灵魂。

他们不仅要具有端庄大方的仪容仪表、清晰伶俐的讲解技

巧, 更要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他们不仅需要通晓当地的革

命史, 还要了解整个区域乃至全国的革命发展脉络。所以 ,

旅游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编好红色旅游解说词并切实搞好

培训。这样导游才能把一幕幕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艰苦卓绝

的斗争史、可歌可泣的光荣史生动地“回放”于片刻之间[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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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北京高碑店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

的污水水质没有必要一定要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要

求。因为有机污染物进入土壤后, 由于土壤微生物的作用,

可转化为无害的二氧化碳、水和氮的无机物 , 使污水得到净

化, 同时 , 有机物可以增进土壤肥力 , 达到除害兴利的目的。

所以污水处理厂的工艺设计可以采用两段处理法, 在农灌

季节启动第一段的一级强化处理工艺 , 仅满足农田灌溉水

质要求, 节省运行费用 ; 在非农灌季节同时启动两段处理工

艺, 出水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要求, 其污水处理流程见

图3 。

图3 城市污水两段处理工艺流程

  我国不少学者提出利用生态工程处理污水 , 实现污水

资源化。污水生态处理系统包括稳定塘系统和土地处理系

统。我国的环境保护技术政策也指出: 城市污水处理 , 应推

行污水处理厂与氧化塘、土地处理系统相结合的政策。污

水生态处理能有效地控制我国水体污染的进一步恶化, 并

能把净化后的城市污水开辟为第二水源, 而且该处理方法

低投资、低能耗、低成本、设备简单、易于管理, 尤其适合于

中小城镇的污水处理。王宝贞[ 3] 提出利用生态农业系统处

理废水 , 基本处理流程为: 一级处理—兼性塘—农业灌溉。

颜京松[ 4] 、杨景辉[ 5] 也提出了相似污水生态处理系统。污

水经过该系统处理后 , 出水水质达到甚至高于二级生物处

理水平。污水土地处理[ 6] 是实现污水资源化的另一个生态

处理方法。该方法是通过土壤—植物的过滤、吸收、吸附、

生物净化作用去除污水中的有害物质 , 其出水水质也可达

到常规二级生物处理水平。城市污水生态处理系统除具有

占地面积大的缺点外, 还会影响周围的环境卫生 , 因此, 处

理地点应选择在城市郊区还有一定距离的下风向一侧, 并

且要防止塘底漏水 , 污染地下水。

3  结束语

城市污水资源化利用是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中的一

项重要任务 , 其最佳的利用途径是回用于农田灌溉。城市

污水经适当处理后回用于农田灌溉 , 可取得以下效益 : ①为

农业提供新的水源 , 节省大量的淡水资源, 缓解水资源短缺

的矛盾。②由于污水中存在氮、磷、钾肥分和有机质 , 可使

农业增产 , 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 增加农民收入。③若仅为

满足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 污水处理工艺可适当简化, 如采用

一级强化工艺, 可降低污水处理设施的工程投资和运营费

用。④污水不排向各水体 , 利用土壤的自净能力, 最大限度

地消除水污染 , 避免了污水直接排入河流、湖泊等对水体造

成直接污染。但污水灌溉必须因地制宜 , 严格控制污水水

质并进行有效地处理, 绝不能盲目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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