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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安徽省来安县半塔镇作为皖东革命老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罗炳辉、张云逸等曾战斗和生

活过的地方，蕴藏着丰富的老区精神资源。随着新媒体快速发展，传承红色文化，讲好红色故事，是许

多革命老区精神发扬面临的重大机遇与挑战。因此借助新媒体等多种传播渠道激活创新半塔老区精神，

焕发老区精神网络传播活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从新媒体视角出发，研究半塔老区精神网络传播现

状，提出可以从运用新媒体技术，打造沉浸式老区精神新体验；挖掘半塔特色产品，丰富老区精神受众

群体。多维度、立体化地推动半塔老区精神的网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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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nta Town in Lai’an County, Anhui Province, as a revolutionary old area in eastern Anhui, is a 
place where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ies such as Liu Shaoqi, Luo Binghui, 
and Zhang Yunyi have fought and lived, and it contains rich spiritual resources of the old area.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inheriting red culture and telling good red stories are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many revolutionary old areas to carry forward their 
spirit. Therefore, the importance of using various communication channels such as new media to 
activate the innovative spirit of the old half tower area and revitalize the vitality of network com-
munication in the old area spirit is self-evident.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media, 
we stud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old half-tower area, 
and propose that we can use new media technology to create a new experience of the immersive 
spirit of the old area; excav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ld half-tower products, and enrich the 
old spirit of the old area of the audience groups. Multi-dimensional and three-dimensional to 
promote the network communic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old half-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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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半塔老区精神红色文化概况 

2021 年 9 月，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老

区精神”作为红色革命精神之一，被纳入其中。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去革命老区考查调

研，总书记指出：“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从哪里走来的，永远都要从革

命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要“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

区加快发展。” 
“老区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也是革命文化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习近平

总书记曾指出，新时代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新媒体的不断发展，给红色

文化传播带来了新的传播机遇，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利用新媒体技术，促进红色文化更好

地发展与传播。 
半塔保卫战旧址位于安徽省来安县半塔镇西北部的塔山。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半塔地区地形险要，

利于作战，成为新四军在津浦路东的重要活动中心。著名的“半塔保卫战”就发生于此，当地政府为纪

念在这场战役和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烈士，修建一座半塔烈士陵园。陵园中建有一座高十余米的烈

士纪念塔，塔顶屹立一尊身背斗笠和大刀、英姿勃发的新四军战士铜像。塔身刻有陈毅题写的“革命烈

士永垂不朽”闪闪发光八个大字，著名书法家张恺帆在塔后也有题词。塔的前方有张云逸撰写的《半塔

烈士纪念碑记》，塔西侧为革命文物陈列馆和半塔革命纪念馆。馆中陈列诸多有关老区精神红色文化资

源，包含珍贵的历史照片 142 幅、烈士碑刻 2 块，以及新四军使用过的战争武器、生活用具、证件和货

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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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塔镇作为皖东革命老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罗炳辉、张云逸等曾战斗和生活过的地

方，蕴藏着丰富的老区精神资源。半塔老区精神，主要体现为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自强不

息、开拓创新的创新精神。但在新媒体视域下新时代的半塔老区精神在网络传播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

同时新媒体环境也对半塔老区精神的网络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新时代推进半塔老区精神传播的

任务任重而道远。 

2. 半塔老区精神网络传播现状 

2.1. 传统媒体居主导地位，新媒体发展动力不足 

半塔保卫战旧址的宣传报道以地方主流媒体报道为主，如电视新闻、网页新闻及微信公众号推文等

形式。来安县融媒体中心(来安县广播电视台)作为半塔唯一的广播电视台，半塔所有新闻报道都由其制作

播出。《滁州日报》是滁州市唯一地方党报，曾发表过《革命老区新貌：弘扬老区精神，建设文明半塔》、

《这里是滁州》等有关宣传半塔保卫战和半塔老区精神的文章，传承半塔老区精神，发扬伟大革命传统。

再比如地方的公众号、微博等媒体在宣传半塔老区精神方面有一定的成效。“美好滁州”微信公众号 2021
年曾发表文章：《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让我们重温滁州这场战役!》，带领群众重温半塔保卫战的记忆，

阅读量达 1.1 万人次，点赞量和评论量较为可观。 
除了当地的新闻媒体，各大权威媒体和其他地方媒体最近几年都对半塔老区精神进行了相应的报道

和宣传，这也是当地以及外地群众了解半塔保卫战以及半塔老区精神的重要媒体渠道。例如，2021 年 1
月 21 日由 CCTV-10 科教频道播出的《〈中国影像方志〉安徽卷·来安篇》亮相央视，刷屏 39 分钟。该

节目报道了著名的半塔保卫战，使更多人了解到半塔保卫战中的英雄人物和半塔老区人民英勇无畏的斗

争精神。《人民日报》2021 年曾转载《安徽日报》一篇题为《皖东屹立的红色丰碑》的文章，展示了革

命战争年代皖东半塔人民波澜壮阔的光辉历史。地方性报刊《盱眙日报》也曾发表过《半塔保卫战》文

章，对半塔保卫战以及半塔老区精神进行了详细介绍。 
虽然报道半塔老区精神的媒体数量较多，官方网站、报刊、微博号、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一一俱

全，但是仍然以传统媒体为主，缺乏新意。新媒体宣传半塔老区精神发展较为缓慢，线上采用语音影像

导览系统、VR 沉浸式体验系统，线下完善实地导航参观系统，构建智能化导览系统将线上线下有机融合、

打造老区精神文化系列 IP 等新媒体技术有待完善。让红色文化从单向传播变成双向传播，从一维传播变

成多维传播，从直线传播变成裂变传播[1]。半塔保卫战的老区精神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宣传形式需要突破

传统图片、文中、视频三位一体的方式，向全方位立体式宣传转变。 

2.2. 受众群体范围狭窄，新媒体技术应用受阻  

笔者在调研新媒体视域下半塔老区精神网络传播时发放 15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33 份，整理后

数据显示，半塔镇当地居民对于半塔老区的革命历史及老区精神的认知水平处在浅层阶段，具体分析如

下： 
问卷调研显示，仅有 30%的人熟知半塔老区历史，甚至有 42%的人对半塔老区精神这一概念闻所未

闻。这意味着半塔老区精神的传承程度未能与大步向前的网络数字技术发展相贴合，大多数人对半塔老

区精神出现低频的精神共鸣。老年群体虽然距离半塔保卫战的革命年代较为相近，但由于年事已高，很

多老年人并不会使用新媒体技术，他们讲解半塔保卫战和老区精神时仍然采用较为传统的口耳相传的方

式，使得半塔老区精神的网络传播较为困难，宣传效果也大大减弱。对于中青年群体，他们距离半塔保

卫战的革命年代较为久远，没有亲身经历过革命年代的战争生活，很难对半塔老区精神产生强烈的精神

共鸣，对半塔老区精神这一概念的了解是少之甚少，所以在中青年群体中展开运用新媒体技术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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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塔老区精神也面临较大的困境和阻碍。 
关于半塔老区精神的闻说途径，调查显示有 29.32%的人表示是依靠新闻网站的新闻时事消息偶然间

听说的，有 46.62%的人表示自己凭借软件的信息推送以及搜索引擎的热搜推荐了解到老区精神，然而也

有 24.06%的人表示自己从未在任何网站、软件、消息推送中看到过关于老区精神的信息。从这些数据可

以看出，老区精神新媒体技术应用受“信息茧房”效应影响而停滞不前，表明半塔老区精神宣传在打通

受众群体，推广新媒体技术等方面有待加强。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曾经指出人们在信息接受过程中的

一种倾向：个体的“选择性心理”促成“信息茧房”的生成。“选择性心理”指个体并不是不加区别地

看待信息，而是根据自己的喜好、立场、观点选择性地接触信息，即“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

我们的东西的通信领域”[2]。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新媒体信息传播的覆盖

范围较之传统媒体实现了质的飞跃。但由于老区精神自身具有庄严性、肃穆性等特点，使得受众对半塔

老区精神的主动搜索浏览和学习传承的意愿不强，更多的受众群体处于半塔老区精神信息传播的辐射区

域之外，这是造成新媒体技术应用在老区精神传播中受阻的重要原因。 
现如今，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极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效率，半塔老区精神也不例外。根据

问卷调查结果来看，有 71.47%的人认为新媒体平台有利于传播和弘扬半塔老区精神，有利于加强对半塔

老区精神的认识力度。除了利用新媒体技术的新兴传播方式外，有小部分人认为利用纸质书籍和文化馆

等传统宣传方式也是极为重要的，然而也有 8.02%的人表示对半塔老区精神没有了解的意愿，很大程度

上反映出半塔老区资源挖掘、利用、保护尚存在不足之处。而网络传播的实质是传播中起主导作用的主

体和传播过程中被传达的具体对象之间信息双向互动交流的过程。如果信息在传播中只触发了少量的传

播客体的浏览关注，而信息传播的主体没有选择积极的措施推动信息的再度传播就会造成信息传播的搁

浅和凝滞，因此导致传播频次的降低，人们对这一类信息的接触就会大大减少，对其产生的兴趣也就不

言而喻了。由此可以看出，半塔老区精神新媒体技术应用受阻的困境还体现在传播过程的动态性不足。 

3. 半塔老区精神网络传播策略 

3.1. 运用新媒体技术，打造沉浸式老区精神新体验 

半塔当地的主流媒体在网络平台发布的“红色半塔”宣传纪录片主要以 2~5 分钟的短视频为主，整

体制作模式化，千篇一律，缺少新意，很多老区精神资源有待深度挖掘。红色文化从现实世界到虚拟世

界的建构过程至关重要，它决定了红色文化在新媒体领域以什么样的媒介形象出现，能不能促成受众的

“再建构”。红色文化宣传工作者往往习惯了模式化、刻板化的宣传流程，使得红色文化资源作为媒介

内容对社会大众呈现的时候，主要以严肃、庄重的宣传形态或教育形态展现在人们眼前，导致大众对红

色文化产生了固化的类型认知[3]。新时代是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期，新媒体传播是主流，能否讲好老区

人民故事，就要学会善用、巧用新媒体平台，充分挖掘半塔老区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契合，运用网络新技

术、新理念、新载体，将“罗炳辉将军夫人张明秀与半塔保卫战”、“叶飞纵队驰援半塔集违令打郭村

黄桥战役歼灭翁旅”、“张云逸浴血奋战七日保卫半塔不争功名”等诸多可歌可泣的先烈英勇奋战的故

事通过老区精神影音资源以 3D 高清视频模拟、三维模拟动画、VR 技术开展立体传播等方式，实现视觉、

听觉、触觉三方面深度融合，使半塔老区精神的红色文化真正“活起来”，打造沉浸式老区精神新体验，

让人们对半塔老区精神有更深入的了解。 
半塔老区精神除了线上宣传要与新媒体技术相融合，线下也需要借助新媒体技术实现游客沉浸式参

观游览。纪念馆、革命遗址等在多媒体平台上可以模仿“数字故宫”小程序，对于线上数字服务进行整

合，同时融合功能性和知识性以及产品创新和数字化成果等多个内容，用户无需跳转任何其他数字平台，

即可实现在线购票、查询地理位置和游览须知的一体化[4]。另外，还可以在小红书、抖音、快手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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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红色半塔老区精神新体验 vlog”短视频拍摄记录大赛活动，让游客在线下参观时，可以自主调动

摄像摄影设备，自主把握游览路线、选取景点观赏时机，选择合适拍摄对象，即把“走马观花式”被动

参观转变为“有奖征集式”创意体验，一方面有利于发挥大众媒体的力量实现线上种草，流量收割，另

一方面也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半塔以提升客流量，感悟老区文化，传播老区精神。 

3.2. 挖掘半塔特色产品，丰富老区精神受众群体 

如今，特产美食已成为吸引游客打卡地方景点的重要标志，美食已经成为各大旅游景区一张独特的

宣传名片。在类似于半塔这样并不广为人知的红色旅游景区，如何让其增加流量热点，当地的特产美食

无疑是一个传播半塔老区精神不错的卖点。陈毅曾说：“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郭村，才有

黄桥。”二十一世纪后，民风淳厚、生态良好的红色半塔又凭借着美食全羊汤而名声在外。此外，半塔

还是小有名气的烧烤之乡，随着乡村产业和直播带货快速发展，半塔烧烤配料已搭上电商快车，走进全

国各地。通过半塔别具特色的美食吸引外地的游客，使游客在品尝美食中倾听半塔老区人民的声音，感

受老区精神的魅力。 
除了美食，当代年轻人更加追求精神上的刺激与愉悦。他们对于文化有着更高质量的要求，他们更

加注重接收信息过程中的体验感，在此体验与趣味兼具的游戏似乎更能调动起他们的兴趣[5]。在新媒体

时代，游戏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价值，将半塔老区精神文化传播贯穿到游戏设计过程中，妥善地进行

任务引导，对部分半塔保卫战中的战斗情景再复原，让游客身临其境参与到半塔保卫战中，受众则会在

游戏的过程中轻松地学习到半塔老区精神红色文化，并且深入地理解老区精神。例如线上热议、线下火

爆的密室逃脱、剧本杀等游戏已成为当代年轻人新型的社交场所，如果将宣传半塔老区精神与这些线上

线下游戏相结合，从游戏任务体验中去调动群众了解老区精神的积极性，那么将极大扩展半塔老区精神

的受众面，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老区精神宣传中去。 

4. 总结 

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是“共和国的摇篮”。新时代要借助多媒体网络等大众传媒不断赋

予半塔革命老区精神新的时代内涵，构建具有半塔区域特色的老区精神网络传播体系，并重塑老区精神

在新时代的新价值和新内涵，解决新媒体视域下半塔老区精神传播存在的问题，以寻求半塔老区精神网

络传播的创新路径，扩大半塔老区精神的传播辐射范围，让老区精神焕发更持久的生命力，增强大众对

老区精神的社会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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