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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色文化旅游是传承红色基因的有效路径，在新时代语境下社会价值非凡。以呼和浩特为研究地，对红

色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路径进行研究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得益于红色文化

深厚底蕴，呼和浩特市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已经迈向融合发展的大潮。但就目前来讲，呼和浩特红色文化

旅游仍旧存在产品同质化严重、集聚效应低、在地居民参与程度低等问题，严重制约了高质量融合发展。

因此，在未来发展中，呼和浩特应以催生“多色融合”的产业新业态、扩大红色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

辐射效应、推动红色文化与旅游融合的提质升级以及全方位培养旅游人才等路径为重点，推动呼和浩特

红色文化与旅游产业的高质量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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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 cultural tourism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nherit the red gene, which has extraordinary social val-
ue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aking Hohhot as the research si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ath of red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is studied and analyz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anks to the profound heritage of red cul-
ture, Hohhot red culture tourism industry has stepped towards the tide of integrated develop-
ment. However, at present, Hohhot red cultural tourism still has problems such as serious product 
homogenization, low agglomeration effect and low participation degree of local residents, which 
seriously restrict the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erefor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Hohhot should be to create a “multi-color fusion” industry with new forms, expand the develop-
ment of red culture and tourism fusion radiation effect, promote the quality of red culture and tour-
ism integration upgrade and comprehensive training tourism talent path as the key point,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of Hohhot red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fus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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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国家明确提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号召，旨在将崇大、深厚的中华文化

与旅游相结合，推进文化旅游创新发展[1]。红色文化是我党成立以来创造的历史记忆、红色精神等的表

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颜色文化，蕴含着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与深厚的文化内涵，传承价值重大。在新

时代发展潮流下，百家文化竞相争艳，红色文化的主旋律功能由此更为凸显。促进红色文化的有效传承

和弘扬，是新时代的发展要义。而旅游作为一种以流动为基础特色的休闲方式，能够带动文化的有效传

播与流动。将其与红色文化发展相融合，实现“红色文化活化”，必将促进红色基因的有效传承，使红

色文化无声滋养人们的道德心灵。 
将红色文化与旅游发展相融合，既是红色文化传承的必然需要，也是旅游产业升级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人们生活水平日益上升的同时，旅游产业逐渐扩大丰富，多种业态随之出现，如康养旅游、生态旅游、

乡村旅游等。在这种产业扩充趋势下，旅游者更加追求精神上的愉悦与洗礼。而红色文化作为革命精神

的载体，能够满足旅游者更高发展需求，是旅游者崇高神圣的精神之旅。因此，将红色文化与旅游产业

相融合，符合当今时代发展需求。既能够创造社会效益，使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又能带动旅游产业提质

升级，实现经济创收。据此，本项目以呼和浩特市红色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为研究对象，立足于

本市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对红色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现状及路径进行分析。通过对呼和浩特市

现有红色文化旅游景区的研究，分析红色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现状，深度探析主要存在问题。在此

基础上，探索呼和浩特市红色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的发展着力点，提出相关高质量发展路径建议，以推

动呼和浩特红色文化与旅游产业更好的融合发展，让“红色北疆”走向全世界。以期实现传承红色基因、

带动旅游发展的社会、经济双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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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红色”作为政治概念源于国外，主要用来象征革命、左派、无产阶级、共产党、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2]。自 2000 年开始，我国有关红色文化理论的研究开始起步，后红色旅游研究相继出现。国内学者

对红色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红色旅游定义探讨[3]-[7]、红色旅游资源[8] [9] [10]、红色旅游产品[11] 
[12]、红色旅游文化[13] [14]、红色旅游营销策略[15] [16]以及红色旅游开发[17] [18]等几个领域。国外学

者对与红色旅游相似的历史文化旅游、遗产地旅游等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内涵、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旅游文化遗产的功能等方面[19] [20] [21] [22]。总的来看，有关红色旅游的研究覆盖领域广泛，发展也相

对较为成熟。 
近年来，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红色旅游作为一种崇高的精神体验性旅游，所承载的红色文化价

值尤其凸显，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转向红色文化与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研究。国外学者对红色文化

与旅游相融合的研究热点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对红色文化教育功能的研究。Ceren Karadeniz (2010)
以土耳其博物馆为例，认为博物馆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是教育的一种创新方式[23]。Erik H. Cohen (2011)
以大屠杀纪念博物馆为例，对黑色旅游的教育功能进行了研究分析，认为真实遗址所在地所发生过的事

件和蕴含的文化是更重要的[24]。另一个方面是文化旅游融合经济功能的探讨。Rodrigo de Azeredo Grü
newald (2002)提出文化旅游既是旅游的需求，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认为旅游文化可以借助一定的

物质载体对国家、社会、个人发挥着作用，稳定社会秩序，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25]。我国学者对红色文

化与旅游相融合的研究更多关注于二者关系研究以及对红色旅游文化价值、红色文化旅游营销策略的探

讨。尚紫娟(2021)探讨了乡村红色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26]。游涛(2017)以荔波县为例，对该红色

文化与旅游的开发进行了研究[27]。左兴俊，张永胜(2009)对临沂创新红色文化，提升沂蒙红色旅游品牌，

提高临沂红色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做了探讨[28]。郑华伟(2016)在过对红色旅游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的

基础上，分析游客对红色旅游景区的游后体验，深度探究了红色旅游中文化、价值观的内化过程[29]。由

此可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红色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对社会、国家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本文立足于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对本市红色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现状及问题进行深度探讨，以期

探索出适宜呼和浩特市发展的红色文旅之路。 

3. 呼和浩特红色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现状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依托自身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红色旅游逐渐成为重要旅游形式之一，并取得

较为可喜成绩，成为我国北疆红色文化发展、宣扬的重要力量。其中，在国家重点打造的红色旅游景区

中，呼和浩特市乌兰夫故居、乌兰夫纪念馆、武川县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旧址等地均入选，成为红色旅游

发展的示范基地，具有较大发展潜力。 

3.1. 红色文化底蕴深厚，产业融合发展具有深厚根基 

呼和浩特红色文化与旅游产业的高质量融合发展，首先取决于该地区红色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呼

和浩特作为内蒙古首府，曾为革命历史地区，是早期革命实践与探索的见证地，可以说红色文化资源是

极为丰富的。据统计，呼和浩特现共有红色旅游资源景区景点高达 30 处左右(图 1)。其中红色旅游景区 7
个，国家抗战设施遗址展馆 6 处，以及名人故居、纪念馆、陵园等高达 20 多处。如乌兰夫纪念馆、乌兰

夫故居红色文化旅游区、内蒙古博物院、老牛坡红色文化旅游区、贾力更烈士纪念馆红色旅游区、和林

绥南革命根据地遗址、绥蒙抗日救国会旧址纪念馆展馆、大青山英雄纪念碑等景区。可以了解到，呼和

浩特红色文化资源类型齐全，文化底蕴、内涵极为深厚，这为旅游开发融合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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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胡丽媛，2019 年。 

Figure 1. Layout of red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Hohhot 
图 1. 呼和浩特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布局 

3.2. 红色文化保护举措与旅游开发并行 

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等相关部门立足地区实际，充分认识到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之于呼和浩特

发展的重要性，在推动红色旅游发展方面持续发力，如编制《自治区“十四五”红色旅游发展规划》、

联合其他省市推出“亮丽北疆”主题精品红色旅游线路 10 条等举措。将打造“北疆红色”旅游品牌作为

红色文化旅游发展的突破点，着重突出北疆地域特色与红色文化特征。此外，相关政府部门积极与其他

省市实现区域联动，共同组织开展“自治区红色讲解员讲百年党史”、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等活动，鼓

励红色文化旅游产品在立足区位特色的基础上多角度呈现，其中包括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以及红色

旅游文创产品等。系列举措的实行不仅有效推动了红色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还积极传承了红色文化，

提升了呼和浩特红色文化旅游知名度，吸引众多游客前往。呼和浩特政府还尤为注重红色文化资源在政

治育人等方面的作用，在红色文化旅游发展过程中，打造有地域特色、高文化水平的党性教育基地。寓

教于游，寓教于乐，以旅游方式带动红色教育发展，以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呼和浩特故事。 

3.3. “红色文化旅游+”多产业融合发展驱动 

近年来，呼和浩特政府依托地域资源，推动“红色文化旅游+”，增强产业融合发展新动能。着力打

造以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生态旅游等的复合型旅游产品。以红色旅游为主，其他旅游产业为辅，逐步

形成了一种新型复合旅游业态。同时，呼和浩特立足于本地实际，将红色旅游、草原风情与大漠文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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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融合，形成所产业联动机制，齐头并进，融合发展。使红色文化在不同旅游形式中得以传承发展，促

进红色旅游产业链不断延伸。各类型旅游景区依据地域发展实际，将不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在红色文

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更多层次的产业融合发展。在发展红色文化旅游产业的同时，联动其

他旅游业共同发展，带动餐饮、住宿、购物等行业共同获益。在这种多产业类型的融合驱动下，呼和浩

特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得到良好发展，逐渐走向成熟。 

4. 呼和浩特红色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问题 

尽管呼和浩特市红色文化底蕴深厚，与旅游融合发展形势向好，但就当下而言，红色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与其他红色旅游热点地区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 

4.1. 红色文化旅游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产品形式单一 

在国家红色旅游发展热潮下，呼和浩特红色文化旅游也逐渐受到旅游者关注与青睐。与此同时，呼

和浩特红色文化旅游发展问题也日渐凸显，如基础接待设施水平较低、讲解方式单一、内容不生动、产

品呈现体验感低等问题均不同程度制约红色旅游发展。由此，就当下发展而言，呼和浩特市红色文化旅

游差异化、特色化不够鲜明，同质化现象也尤为严重，缺乏核心竞争力。旅游产品不能很好的展现地域

风情，在外观设计、内涵体现等方面均有进一步提升的必要性。且产品与其他红色旅游景区产品差异不

大，同质化现象频繁出现，在核心创意等方面工作不到位。另外，目前呼和浩特红色文化旅游表现形式

仍然是以观光为主，红色文化旅游产品形式多呈现为故居、纪念馆、遗址地等旧址，与其相关的附属产

品开发不够，不能吸引旅游者驻足观赏。且产品以静态展示为主，其他类型产品较为少见，如体验型、

表演型等。产品开发形式单一，内涵深挖不足，对于呼和浩特红色底蕴与地域特色的展现度不够，导致

游客体验感低，不能留下深刻印象。 

4.2. 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布局分散，集聚联动效应差 

呼和浩特市地域辽阔，红色景点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区、县、村内，难以形成集聚带动效应。红色旅

游产品多以旧址呈现，因此分布在不同区域内，造成旅游产品联动困难问题。就当下发展而言，红色旅

游并未形成各区域联动效应，产品核心竞争力不够强，对外宣传和推广的力度薄弱。再加上交通条件的

滞后，使得游客在各个旅游景点间浪费过多时间与精力，旅游体验的满意度较低，尤其对省外及其较远

地区的游客缺乏吸引力。另外，呼和浩特红色文化旅游的发展与其他邻近省市的合作程度也较为低下，

如乌兰察布、包头以及山西等地。并没有形成具有影响力的红色旅游区域与片区，各地之间缺乏集聚联

动，导致各个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独立发展且知名度低下，影响力不够，吸引力不强等问题。新建的红

色旅游景区对于地缘方面的考虑也较低，分散分布于不同地点，联动可能性低。最后，红色文化旅游产

业与其他旅游产业联动程度也较低。在红色旅游日益发展下，呼和浩特已经开始打造“红色文化旅游+”
类型产品，但就当前发展现状来看，融合联动情况仍旧不乐观。呼和浩特当下旅游发展以草原为主，民

俗、历史等为辅，对于红色文化旅游的带动程度是较低的。不同类型旅游产业之间联合效应差，红色文

化旅游产业更是处于旅游产业发展的中下层，吸引力薄弱。 

4.3. 红色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深刻，在地居民参与程度低 

呼和浩特红色文化旅游发展迅猛，但景观文化内涵挖掘程度低，使得文化景观及内涵遭到破坏。在

文旅融合发展年代，文化内涵的缺失是旅游发展的极大阻碍，明显制约呼和浩特市红色文化旅游的发展。

首先，旅游产品设计研发方面薄弱，多模仿、借鉴其他地区红色旅游产品，较少融入本地红色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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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导致红色文化旅游产品内涵的缺失，核心特色度低下。红色文化旅游讲解是获得神圣体验不可缺失的

重要内容。而就呼和浩特发展而言，红色文化旅游景区讲解并未达到神圣体验的高度，讲解方式多为单

一，情感等丰沛度有待于进一步提升。气息，一些村镇在开发过程中过度注重商业发展，最终导致红色

文化旅游自身特色的丢失。部分地区依托于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积极发展旅游业以脱贫致富。但在这个

过程中，出现了过度商业化的问题。红色文化旅游以弘扬爱国主义的教育功能于社会价值凸显，过度商

业化会导致红色文化内涵的变化，甚至于缺失。最后，当地文化旅游产品供给的非本地化困境较为严峻。

呼和浩特红色文化旅游发展以外来投资商为主，在地居民参与度低。外来投资商对本地红色文化底蕴了

解薄弱，并不能很好的对红色文化旅游进行开发与设计。在地居民参与程度低也直接导致了红色文化旅

游发展不长久、不平衡的关键问题出现。总的而言，呼和浩特红色文旅游发展中，“旅游飞地”现象突

出，极大限制了呼和浩特红色文化旅游的融合与发展。 

5. 推进呼和浩特红色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路径 

5.1. 催生“多色融合”的产业新业态 

首先，积极推进红色文化旅游与绿色旅游、古色旅游等的“多色融合”。呼和浩特应在国家政策指

引下，将红色文化概念泛化，将生态文化、农耕文化等哪如红色文化发展视野，推动多业态文化旅游发

展。推动红色文化旅游与乡村旅游、古村落旅游以及古遗址等历史文化旅游融合开发，促进红色旅游与

草原旅游、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等新业态融合发展，致力于打造“多彩呼和、红色故里”的综合旅游品

牌。譬如，塔布赛村以乌兰夫纪念馆为中心，原生态乡村生活与生态采摘园、薰衣草庄园、农田等绿色

生态景观交相辉映，形成多种类型发展的红色旅游观光地。在未来发展中，呼和浩特应更多展现丰富的

地域文化资源优势，优化整合红色文化、绿色文化、乡土文化等，将红色文化概念扩大，实现多类型红

色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其次，应建设优质红色文化旅游示范景点。呼和浩特应当坚持以红色文化内

涵为核心，开发多样化的红色文化旅游景区。建设知名示范景点，以形成带动辐射效应，促进呼和浩特

红色文化旅游景区更好的融合发展。另外还应当注重红色景区的整体建构。以文化为内核，促进产品新

形式发展，如旅游演艺、旅游文创产品等。最后，推进区域间的互联互通。红色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

必须推进各地区的联动合作，加强呼和浩特区域、景点内的互联互通，凝聚成为呼和浩特红色文化旅游

合力。如呼和浩特未来发展，可以联合鄂尔多斯、包头、乌兰察布等邻近省市，整合红色文化资源，以

旅游为主线带动呼和浩特市红色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 

5.2. 扩大红色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辐射效应 

首先，利用现代科技，实现“线上 + 线下”双轮驱动，让呼和浩特红色文化焕发持续生命力。线下

消费主要注重红色文化形式创新，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更好的满足旅游者需求。创新运用 5G、VR 等现

代技术，动态化展现红色历史文化，多渠道提升知名度，扩大和增强红色文化旅游效应。利用当代流行

的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以及公众号、小程序等传播渠道，带动红色文化旅游的大规模发展。将呼和浩特红

色文化“走出去”，从而引进旅游者。其次，做好红色文化旅游宣传和营销。根据呼和浩特红色旅游文

化特点，制定科学可行的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规划。线上、线下提供双重服务，与其他类型文化旅游

融合营销，形成上下联动、左右联通的品牌宣传态势。在宣传过程中，建设景区类型完善、语种丰富、

信息充实的智慧导览服务平台，整合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积点成线、由线成面，做好红色文化旅游的宣

传工作。最后，在呼和浩特红色文化旅游的景观呈现、内容解说乃至线路设计中赋予更多红色文化内涵，

推出系列附属红色旅游产品，发挥联动效应，延伸红色文化旅游产业链，实现社会、经济双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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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推动红色文化与旅游融合的提质升级 

首先，加大对红色文化旅游线路的提质改造。对呼和浩特而言，应持续美化红色文化旅游品牌的线

路。将传统的“食、住、行、游、购、娱”等文化旅游要素融合进红色文化旅游线路设计。在此基础上，

融合乡村旅游、生态旅游、民俗旅游、草原旅游等旅游业态，拓宽了旅游娱乐方式，为红色文化旅游资

源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促进呼和浩特多方旅游形式融合发展。其次，对红色文化地进行修复保护。贯彻

落实国家对于红色革命旧址的保护指示，呼和浩特应按照“定期修缮”“保护原貌”的原则，将革命旧

址、故居遗迹以及红色纪念馆相结合保护，对革命旧址、故居遗迹进行定期修缮与保护，旨在保护原生

态面貌。重点是将红色文化地的文化内涵保护、传承、发扬好，以旅游的形式，将文化融合发展，促进

红色基因代代传承。最后，呼和浩特应重视红色文化旅游管理的制度创新，这有利于激发呼和浩特红色

文化的创造力，形塑整个城市的红色精神内核。颁布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鼓励、优惠政策，提高红色文

化旅游市场的竞争力，为红色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保驾护航。 

5.4. 全方位培养旅游人才 

旅游人才是各个旅游行业发展的关键，因此应采取全方位培养方式。首先，健全人才管理体制，提

高行业准入门槛。与高校、企业对接，吸纳旅游人才，提高整个行业的人才质量。设立一定的激励措施

与激励机制，如薪酬奖励、荣誉激励等，以这种方式激励员工工作热情与活跃度，以更好服务与红色文

化旅游产业发展。其次，设立培训班，开设红色文化历史、讲解技巧等课程内容，针对不同服务人群，

进行专项培训。使服务人员对红色文化历史、内涵、精神有深刻了解，掌握服务技巧，拥有健康的服务

心态，为红色文化旅游发展提供根本的服务保障。最后，扩大建设系列党性教育基地。将党性教育基地

与旅游景区很好的融合，已经去为依托，实现红色教育目的。开设红色研学、红色讲堂等旅游形式，以

娱乐的形式将红色文化传播至每一位旅游者心中。 

5.5. 建立融合发展保障机制 

从政策、资金、土地等多个方面对红色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提供保障。政府应强化红色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机制，促进各部门之间的联合协作，加强对区、县、地区等地的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保护，

设立系列措施，激发红色文化与产业融合的积极性、主动性。首先，政府应制定系列保障措施，在资金、

运行等方面给予红色文化旅游发展基本保障。确立红色文化的领头地位，支持各大红色文化与旅游产业

改革创新。支持多方主体参与红旅发展融合，如民营资本、国家资本等。其次，可以在红色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奖励机制上进行部署。设置系列奖惩措施，规范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同时激发产业经营者热

情，开拓红色文化旅游产业范围。在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等方面进行官方宣传，借力媒体、网络提升

呼和浩特红色文化旅游知名度，进一步拓展客源市场。最后，相关部门还可以优化红色文化旅游发展用

地政策，合理规划旅游地、旅游景区的用地以及布局。扩充财政资金扶持，出台相关人才培养新政策。

鼓励红色文化旅游与高科技、智能化相结合，共同助力红色文化与旅游的高质量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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