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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源是淬炼广大党员干部初心使命

最好的“营养剂”。站在“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要充分挖掘红色资

源的内在价值、时代意义，让其释放更大的

感召力和凝聚力。

坚持原真性。挖掘红色资源，必须尊

重其独特性、保护其原真性。要坚持真实

性、完整性、最小干预原则，尽力保持其

原貌，再现历史“原味”。对红色遗迹和

纪念馆内外的商业性经营应适度，防止过

度商业化，损害红色资源的原真性。要抓

好红色资源的展示，不断丰富红色资源体

量，把建筑遗址、档案资料等实物资源和

人物事迹、宣传口号、经典故事等精神资

源相结合，打造精品展陈，坚持政治性、

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用史实说话，增

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展示红

色资源的独特魅力。

增强感染力。要立足实际，用好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革命先烈的事迹等，打造现

场教学基地，增强感染力。要创新形式，把

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文艺创作中，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宣传红色资源的精神内涵，以

微党课、情景党课、电影党课、红色流动讲

堂、红色故事汇等方式开展情景教学，打造

复原场景及互动体验项目，给观众沉浸式、

互动式的观展体验。要充分利用现代技术

手段，持续创新教育方式，拉近历史与现

实、理论与实践的距离，让红色资源“活”

起来。

提升珍贵价值。红色资源的珍贵价值，

不仅在于蕴藏了一段光辉历史，还在于能够

给人提供精神滋养、激发信仰信念。当前，

全党上下正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用好红

色资源，让党员干部在革命遗址、红色故

事、革命先烈的熏陶下，感受到信念的深

邃、真理的伟力、为民的崇高，领悟敢为人

先、英勇奋斗、锐意进取、舍己为公的精神

品 质 ， 从 而 不 忘 初 心 、 牢 记 使 命 ， 不 懈

奋斗。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红色文化的向往

和追求，各地都在不断挖掘自身潜力，把红色文

化景区、革命遗址遗迹、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有

机结合，赋予红色旅游新的时代意义。用活红色

资源、推动红色旅游发展意义重大。

统筹兼顾，相得益彰。习近平总书记在河

北省阜平县考察时指出：“关于发展红色旅游，

指导思想要正确，旅游设施建设要同红色纪念设

施相得益彰，要接红色纪念的地气，不能搞成一

个大游乐场。”跟其他项目相比，红色旅游有其

严肃性、特殊性、独特性，在兼顾经济效益的同

时，必须考虑尊重党史事实、正面开展宣传引

导、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等问题。有些地区

为了提升收入，让不专业的营销人员为游客讲解

红色故事，甚至出现用英雄人物制造笑点、提取

卖点的现象，应坚决打击。

挖掘内涵，突出特色。打造在群众心里有凝

聚力、在市场上有影响力的红色旅游精品项目，

关键在于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内涵，找准项目开发

的契合点。云南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须找

准方向，因地制宜，不断提升红色旅游项目开发

专业化水平，使之符合文化消费需求、顺应产业

发展趋势。如昆明“一二·一”运动烈士墓、纪

念馆，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故居等项目，可重

点提升党史细节演绎及多元传播能力；昆明市禄

劝县金沙江皎平渡、昆明市寻甸县柯渡、丽江市

玉龙县石鼓渡口等项目，可重点融合周边配套设

施，优化提升红色景区服务能力；国立西南联合

大学旧址、腾冲市和顺艾思奇故居、昭通威信扎

西等项目，可重点突出理论渊源研究、党史学习

教育培训等优势。

三产融合，三链提升。随着体验经济逐步成

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的第四

个人类经济生活发展模式，以增强体验为主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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