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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红色旅游资源开发规划研究

高亚芳，何喜刚
（西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甘肃省独特而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为发展“红色旅游”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利用

良好的外部条件，抓住“红色旅游”发展的良机，合理开发，充分利用和切实保护好“红色旅游” 资源，不仅有利于

带动甘肃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有利于培育甘肃旅游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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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开发研究的背景与资源赋存状况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统一印发了国家发改委、中宣部和国家旅游局等

６部委共同研究制订的《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全国红色旅

游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就发展红

色旅游的总体思路、总体布局和主要措施做出明确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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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要求围绕

８方面内容发展红色旅游，培育１２个“重点红色

旅游区”，组织规划３０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重点建设百（１１６）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这表

明，国家将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产业．红色旅游作为

一种新型主题性旅游形式，近年来在神州大地逐渐

兴起．积极发展红色旅游，既是不断提高建设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树立落实科学

发展观、改进创新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具体

体现．红色旅游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是具有政

治、文化、经济多重意义的一项带有鲜明中国特色

的新创造．

甘肃省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省份，红色

旅游资源赋存丰富．这里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二万

五千里长征胜利的结束地，还是中国西部最早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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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政权的诞生地，也是红军西路军悲怆历史的见

证地．无数革命先辈曾在甘肃这片土地上浴血奋

战，给甘肃省遗留下了众多宝贵的革命遗迹：有作

为红军实现大会师、长征胜利和中国革命重心战略

大转移的标志地而载入中国革命史册的会宁；有打

开红军通往陕甘革命根据地胜利之门的迭部天险腊

子口战役遗址；有确定红军长征目的地的宕昌哈达

铺会议遗址；有抗日战争期间，为营救被俘流落红

军西路军将士，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巨大贡

献的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有陕甘宁边区最早的红色

革命政权———华池南梁苏维埃政权遗址．除此之

外，还有在中国红色革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岷

县三十里铺“岷州会议”遗址、迭部“俄界会议”

遗址、通渭县“榜罗镇会议”遗址等众多红色旅游

资源．

因此，《纲要》中确立了甘肃的红军长征会师

地等８处红色景区作为国家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

的重点景区（表１）．甘肃省要以《纲要》的颁布实

施为契机，按照《纲要》的部署和要求，依托丰富

的红色旅游资源，以饱满的热情和扎实的态度推动

红色旅游持续健康发展，使红色旅游成为开展爱国

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载体，成为丰富广大人

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成为带动红色旅

游资源所在区域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协调发展

的龙头产业和富民产业．同时，红色旅游开发丰富

和完善了甘肃旅游产品体系，能够成为甘肃省旅游

业发展新的增长点．

表１　甘肃省列入国家红色旅游发展纲要景区一览表

序号 类型 景区名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纪

念

地

白银市会宁县红军长征会师地

兰州市城关区八路军兰州办事处

陇南市宕昌县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

定西市通渭县榜罗镇革命遗址

定西市岷县“岷州会议”纪念馆

庆阳市华池县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７ 战斗遗址 甘南州迭部县腊子口战役遗址

８ 烈士陵园 张掖市高台县高台烈士陵园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其他未列
入“纲要”
的红色旅
游资源　

静宁县界石铺长征胜利纪念馆；
甘南州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俄界会议遗址；
庆阳市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遗址；
庆阳市环县河连湾村河连湾陕甘宁省政府旧址；
华池县林镇乡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旧址；
泾川县红二十五军四坡战役遗址；
河西走廊红西路军革命遗址、纪念地：① 景泰县红西路军索桥渡口战役遗址；② 靖远县红西
路军虎豹口渡口战役遗址；③ 临泽县红西路军倪家营战斗遗址；④ 肃南县 “红窝山会议” 遗
址；⑤ 安西县红西路军纪念碑（蘑菇台）等．
兰州市烈士陵园

　　注：资料来源：根据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旅游局《关于推进发展甘肃“红色旅游”工作意见的报告》［２］整理．

２　开发现状分析

近年来，随着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的

不断深入，甘肃省加大了红色旅游的开发建设和宣

传推广，已初步形成以会宁为主体的红军长征胜利

会师旅游线，以庆阳为核心的革命老区旅游线和以

高台战役遗址为主的红西路军历史纪念旅游线等

３条“红色旅游”主题线路．红色旅游已成为甘肃

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广大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

重要内容．据纳入“红色旅游”统计范围的１５处

革命遗址遗迹的接待数据显示，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共

接待游客９２５万人次，直接收入１０４３万元，实

现综合效益６０１万元，直接就业人员１２７人，间接

就业人员２２７人．甘肃省“红色旅游”开发已具备

雏形，红色旅游产业初现端倪．“红色旅游”的发

展，使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和生

动的同时，所带来的信息流和资金流，也使革命老

区和革命纪念地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脱贫致富

的路子，有利于促进甘肃省城乡和区域统筹发展，

为全面建设和谐社会注入了生机活力．

但是，从总体上讲，甘肃省“红色旅游”仍基

本属于待开发状态，且存在较多问题，主要表现

在：

１）由于缺乏自觉的保护，一些景区已失去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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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历史”氛围．

２）整合力度不够，旅游产品开发力度不大，

开发水平较低，进出交通不畅．尤其综合配套设施

严重不足，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公共设施落后，

进入性和可游性差．

３）经营粗放，模式雷同，缺少震撼力和影响

力．

４）没有把“红色旅游”当作一种旅游产品来

进行系统开发，还是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以纪念

地、纪念馆接待为主，等客上门的局面．大多数仅

有体量极小的纪念碑和陈列馆，革命文物数量有

限，且展示手段陈旧．橱窗式陈列展示，没有游客

视角，缺乏新奇感受，对和平时期的人们无吸引

力．

５）自发的点状开发，没有置于全国、全省

“红色旅游”大背景之中统一规划、统一运作．

６）景点、景区多在甘肃省的老少边穷地区，

红色资源开发利用人才严重匮乏，资源的产品转化

率低，资源配置水平差．

为此，需要全面整合甘肃省“红色旅游” 资

源，大力构建甘肃省“红色旅游”体系，不断推出

“红色旅游”精品旅游产品．在关于发展红色旅游

的总体思路中，按照《纲要》的要求，坚持把社会

效益放在首位，坚持因地制宜、统筹协调、多方参

与的基本原则，通过建设红色旅游精品体系、红色

旅游配套交通体系、红色旅游资源保护体系、红色

旅游宣传推广体系、红色旅游产业运作体系等举

措，实现红色旅游产业化［３］，使其成为带动革命

老区甚至甘肃省旅游产业发展的优势产业．

３　开发、规划构想———以高台烈士陵园为

例

《纲要》确定了甘肃省红色旅游的８个重点建

设景区．每个景区一定要严格按照《纲要》规定的

发展目标和方向，根据甘肃红色之旅的线路特点和

景区区位条件及主题特征进行先期概念性策划．就

一个景区的旅游发展而言，旅游发展的目标与战

略，是由旅游资源与市场共同决定的，而资源与市

场的结合点是产品，特别是产品的定位与成型，产

品的调整与改造［４］．与定位相对应的，是创意过

程．定位不仅仅需要整合各种要素，从中挖掘出对

应市场的最大吸引力因素；定位更需要创造，为产

品注入新的内涵，包括主题、形象、游憩方式、商

业模式等不同的方面．所以，为了能够对每处重点

红色旅游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寻找独特性卖点，必

须对资源进行先期概念性规划与策划，即在一种理

想状态下，用消费者、多学科专家、政府官员、投

资者和社区居民的眼光对资源进行评价认识，就开

发目标、主题、项目、市场等提出指导性意见．设

计出本景区旅游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具有独特性卖

点的龙头项目，以实现景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

优势［５］．现以高台烈士陵园为例进行红色旅游资

源的开发规划设计，探索甘肃省红色旅游资源开发

的思路．

３１　景点（区）选择的理由

高台烈士陵园是为了纪念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２日在

高台战役壮烈牺牲的３８００余名西路军将士，于

１９５７年建成的．这是红西路军烈士陵园中规模较

大的一座，也是红五军、红三十军在全国惟一的国

家级烈士陵园，它是集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和红色旅游景点为一体的重点烈士陵园．自建园

以来，累计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中外各界人士、

各地游客和青少年学生５００多万人次．１９８９年被

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１９９５年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民政部命名为全

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２００２年再次被中

宣部命名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２００４

年被《纲要》确定为甘肃省红色旅游的８个重点建

设景区之一，也因此成为甘肃省发展红色旅游的核

心景区．

３２　区位优势和主题特征

作为红色旅游资源，高台烈士陵园具备品位

高、学习性、故事性、政治品牌性强的资源价值；

景区所处高台县在著名的丝绸之路上，隶属中国历

史文化名城张掖市，西连中国著名的航天城酒泉，

距离３１２新国道仅１２０４犽犿，新亚欧大陆桥———

兰新铁路（省线）从境内穿过．“丝绸之路”已是中

外著名的品牌旅游产品，并正在逐步形成“大敦

煌”概念下的“丝绸之路”旅游经济宽带，高台借

助这一红色资源加入经济带的建设，补充和丰富

“大敦煌”概念，使河西走廊这一古今征战地的内

涵更加丰富．所以，景区的区位条件较为良好，旅

游开发优势较为明显．

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２日，红军西路军第五军团

３８００余名指战员在高台遭到国民党军马步芳、马

步青调集２００００多兵力的围攻，经过八天八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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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战，红军除个别人突围外，终因寡不敌众，均壮

烈牺牲．高台烈士陵园是承载西路军这一悲壮历程

的纪念地．它反映了红军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大

无畏革命精神，其主题形象应该是“碧血染祁连，

浩气昭日月．”

通过对景区资源特点和功能的充分分析，高台

烈士陵园景区应该属于纪念、缅怀、凭吊、学习革

命先烈为主题特征的红色旅游景区．

３３　景区定位和发展目标

３３１　景区定位　本景区开发要以前沿、先进的

规划、开发理念为指导，通过充分整合景区红色旅

游资源，深度挖掘革命战争文化、军事文化的独特

内涵，重点突出“碧血染祁连，浩气昭日月”西路

军主题形象，创新开发“红色情结”系列旅游商

品，使用现代科技手段综合配置各类红色旅游吸引

要素．将景区构建成为注重与“大敦煌”、“丝绸之

路”旅游经济宽带的整合，保持红色基调，具备适

应市场渐变色特征［６］的“观光体验型”红色精品

旅游景区．

３３２　发展目标　分两步走，争取在第一阶段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以规划设计的基础设施及其他

相关设施建设和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挖掘、整理、保

护、展示和宣讲等为重点，加快发展，使之成为爱

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的重要阵地．第二阶段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进一步巩固提高基础设施配套

水平，使其成为主题鲜明、交通便利、服务配套、

吸引力强，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３犃级红色旅游

目的地．

３４　概念性规划和创意

３４１　开发模式　红色旅游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决定了产品开发离不开传统的观光讲解方式，以讲

故事形式将红色内涵讲授给游客，通过参观使游客

重温革命光辉历史，是红色旅游开发的根本之所

在．但是，进入体验经济时代的今天，严肃生硬的

铺陈方式不仅没有吸引力，反而还会削弱景区应有

的魅力．因此，必须利用声、光、电等高科技手

段，配合射击、攀爬、野战等体验型项目增加景区

吸引力，延长游客逗留时间．所以，该景区建设必

须突破烈士陵园类目的地参观型传统范式，选择既

具传统观光项目，更注重参与性旅游项目开发的混

合模式．

３４２　概念性规划和创意　对选择出的开发对象

按照项目运作的要求进行深度挖掘、创意与整合．

高台烈士陵园红色旅游景区建设应根据下列原则、

概念进行打造．

１）要以正在走向繁荣富强的共和国的大气概

和高品位、高起点对景区进行规划、建设，突出爱

国主义教育和拉动高台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两大

基本功能．

２）景区目前占地面积仅４３４犺犿２，体量和承

载量皆严重不足，且展示手段单一、呆板、陈旧，

缺乏陵园应有的开展缅怀纪念的场所．因此，需要

扩大景区面积，使之达到１３３４犺犿２左右．规划开

发时，要把硬件设施规划、展示方式和手段规划，

红西路军征战历程及高台烈士陵园景区导游词编

制、景区导游培训等置于同期、同等重要地位，同

时进行．

３）寓缅怀于互动性学习之中，用歌唱和微笑

的理念和形式进行凭吊、纪念．景区应有约

２０００犿２ 的多功能厅和一个小型广场，供学校、

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团工会组织举办爱国主义教

育系列活动，如举办纪念性文艺演出，播放红色题

材影片，举办纪念日大规模凭吊、纪念仪式，举行

敬献花环、升旗、鸣放礼炮等．

４）传统陵园区和参与性旅游项目、休憩型活

动空间应有一定分割．陵园区要保持庄严、肃穆的

氛围，使游人保持“忆往事，想当年”的崇敬、瞻

仰、凭吊情怀；参与性旅游项目活动区则可以是

“枪林弹雨”、“冲锋陷阵”，激情演绎红色战事，过

足战地生活；休憩型活动空间宜建成县城园林式公

园．

５）尽量让陵园区展示西路军征战河西、浴血

祁连悲壮里程的系列雕塑动起来，如虎豹口渡口战

役、一条山大捷等可以考虑用科技手段进行“情景

再现”，每天定时或在游客规模达到一定数量时启

动．

６）景区革命文物陈列馆可规划为中外近代著

名战争史、国防教育陈列馆，辟西路军征战历程专

题展，使景区成为既是怀念、回味革命岁月的良好

载体，又是年轻一代探秘包括西路军征战史在内的

中外近代战争史，满足猎奇心理需要的场所．陈列

馆一面为传统革命史展览，另一面为互动式有奖竟

答，增加展品的趣味性和互动性．

４　开发要点

高台烈士陵园规划创意的过程和旅游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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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表明，甘肃省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在投资、开

发、经营管理和收益主体关系明晰的基础上，重点

应关注以下６个方面：

４１　加大收集革命历史文献和资料的力度，提升

景区专业化水平

开发红色旅游资源，要加大收集相关革命历史

文献和资料的力度，充分调查本省的红色旅游资

源，使重点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保

护、展示和宣讲等方面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凡列入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７］，

在规划期内要普遍得到修缮，深化红色之旅的专项

主题品牌内涵和专业化水平．

４２　政府主导加强规划

甘肃省红色旅游资源必须保证可持续利用，为

此，规划应先行．鉴于甘肃省红色旅游资源的分散

性和权属多元性，规划需要政府主导．总体上，甘

肃红色旅游发展规划应以《纲要》确定的８个景区

为核心和支撑，以其他关联性红色旅游景区为配

套，完善甘肃省红色旅游产品．在开发利用前要对

遗存“红色历史”氛围加强保护，尽量避免经营模

式雷同、经营粗放等破坏景区品质的行为发生．

４３　注重配套设施的建设，增强景区的进入性和

可游性

甘肃省红色旅游资源多在距离中心城市的偏远

地区，交通网络不健全，公共设施的配置性差．只

有这些问题得到了较有效的解决，才能使景区具备

较好的进入性和可游性，才能因此产生经济利润链

条，实现资源开发的预期效益．

４４　加大科技含量，注重展示手段的多元化

红色旅游景区的打造，同样是要把增加旅游吸

引力作为核心．必须改变过去红色资源的平面化、

静止型展陈手段，应加大科技含量，利用现代数字

技术，使展示手段尽可能多元化．把硬件设施规

划、展示方式和手段的规划、“红色之旅”线路规

划和各景区导游词编制、宣讲，导游培训等置于同

期、同等重要地位，同时进行开发，使景区一建成

就是品质高、引力大的精品景区．

４５　多种资源整合开发

红色旅游景区开发一定要将生态、度假、体验

旅游等纳入综合规划，整合开发，避免产品单调，

丰富红色之旅内容．尤其要充分发掘红色资源地的

自然、民俗、节庆、饮食等绿色、古色资源，与红

色资源整合起来策划留住客人的大型参与性、体验

性活动［８］，如在景区举办《长征》、《东方红》等

影视情节表演体验活动；红色影片有奖展播、观看

活动；开展“吃一顿红军饭，走一段红军路，找一

句红军口号（标语），唱一首红军歌，听一堂红军

课，扫一次红军墓”活动等等．

４６　注重合作开发

开发甘肃省红色旅游景区，要跳出甘肃看甘肃

省红色之旅，站在更高的起点，用更宽广的视角，

将甘肃省红色之旅置于全国“红色旅游”发展和甘

肃省旅游业发展的大背景之中，按照区域联动、资

源共享、信息共享、优势互补、客源互动、教育培

训互利互惠的原则统一规划、统一运作．这样，甘

肃省红色旅游就找到了进入全省和全国旅游网络体

系的节点，就有了后续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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