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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旅游产业作为国家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之一,高质量发

展成为其发展的迫切需求。旅游产业融合是实现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手段,旅游高质量发展是旅游产业融合的目标。

湘西州红色旅游资源种类多,分布广,结构优,价值高,但开发不完善,产品种类少,市场范围窄,品牌尚未形成。在该

州生态文化旅游旅游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区域品牌效应初现等条件下,寻求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目标实

现,需要强化融合发展理念,明确融合发展领域,建立融合发展机制,出台融合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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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Industry in
Xiangxi Based on High Quality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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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goal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one of the strategic pillar

industrie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ourism industry has become an urgent need for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The integra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is the mean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s the goal of

tourism industry integration.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red tourism resources in Xiangxi Prefecture with wide distribution, excellent

structure and high value.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is less than perfect, the product types are few, the market scope is narrow, and

the brand has not yet formed.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rich cultural and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basic formation of industrial system

and initial emergence of regional brand effec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cept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larify the areas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stablish integr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issu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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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目前处于结构调整、动能转换的关键期,面临增

长总体下行但却充满机会和发展空间的局面。高质

量发展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 是全产业、

全方位、全社会的发展, 包括实现更高质量、更有

效的经济发展、更公平的社会发展环境以及更可持

续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 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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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和宏观政策措施的推动下,中国旅游

产业规模迅速壮大,战略性支柱产业地位日益凸显。

居民在旅游、文化、休闲娱乐方面的消费进一步升

级, 对于高质量的旅游、文化等休闲活动的需求不

断提高,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然而,旅游产业经过

近 40年的快速发展,过度追求速度和规模的现象普

遍存在,发展质量偏低,旅游市场整体状态公众认可

度有待提升。旅游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支柱产业和

绿色产业,实现其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健康持续

发展的现实要求和未来需要,也是为了更好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实际需求。

随着信息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面普及

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产业融合已成为现代产业发

展的现实选择,这是社会生产力进步和产业结构升

级的必然趋势,也是国际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旅游产业是开放性产业,旅游产业的综合性和关联

性与消费需求的多样性,使得产业融合发展成为其

转型升级、寻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学界对旅

游高质量发展与产业融合关系的研究有所触及,如

宋子千 [1] 指出旅游业的关联带动作用和融合功能

可以促进发达地区的产业转型和欠发达地区的产业

突破;吴国琴 [2] 也认为旅游产业融合可以有效推动

旅游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现有研究大多将高质量

发展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但对于旅游产业融合与高

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尚不深入,对如何通过产业融

合实现旅游产业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有限。本文试

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湘西州)如何通过产业融合寻求红色旅游高质量发

展展开探讨,以期启发研究、助益实践。

1 旅游产业融合与旅游高质量发展

1.1 旅游产业融合

产业融合最早出现在高新技术领域,历经技术

融合、产品融合及市场融合 3个发展阶段, 日本著

名产业经济学家植草益 [3] 认为,产业融合是指技术

进步和管制放松导致的两个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发

生改变。厉无畏等 [4]则认为产业融合是指在高新技

术的作用下,同一产业内的不同行业或不同产业间

相互交叉与渗透,最后融为一体,从而产生 1+1 > 2

的经济效应和生产效应,最终产生一个新产业的动

态变化过程。学界关于产业融合的概念并没有形成

一致,但综合来看,学者认为产业融合的关键在于技

术进步、行业交叉、创新发展。旅游产业融合是旅

游业同其他产业或旅游产业内不同行业间相互渗

透交叉, 逐步融为一体, 形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

程 [5],是以旅游者的需求变化为导向的,其根本动力

是旅游需求变化 [6]。旅游产业融合最早出现在文化

领域,进而开始与农业和工业等一、二产业相互融

合,石培华 [7] 认为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融合的重点是

农林水牧渔业、工业、服务业。学界关于旅游产业

融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上, 一部分是 “旅

游 +”产业融合发展研究,如李在军 [8] 构建了冰雪

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动力机制模型,并对融合

路径机制进行了探讨; 一部分是针对某一形态旅游

产业融合发展问题研究,如徐福英等 [9] 从价值论视

角,通过解构乡村旅游价值链,认为要实现乡村旅游

产品创新必须要通过产业融合,并重构产业融合视

域下乡村旅游价值链及创新路径; 少有学者对旅游

产业融合内部普适性理论规律进行探讨,如高凌江

等 [10] 根据产业融合的一般原理并结合旅游产业本

身的特点,构建了旅游产业融合动力机制模型,总结

出 “模块嵌入式” “横向拓展式” “纵向延伸式” “交叉

渗透式” 4种融合路径;何建民 [11] 则对产业融合发

展的形式、动因、路径、障碍及机制进行了讨论。通

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学界普遍认为通过旅游产业

融合可以对旅游市场结构进行调整,提高旅游产品

供给质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进一步激

发旅游市场,并为其他产业带来新的活力,实现产业

链延伸及各产业市场交叉融合,扩大消费市场,优化

消费结构,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1.2 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以来,学术界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研

究开始呈现爆发式增长,更多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

概念界定、评价指标及测度方法 3个方面进行研究。

裴长洪 [12] 指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现实基础,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是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叶初升等 [13] 认为,经济增长本身只是一

种量变,增长过程中所蕴含的提高生活质量、提高

人们构建自身未来能力的发展才是质变,才是真正

称得上经济增长质量的东西。目前, 学术界关于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并未达成完全一致的认识,但

是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由

“量”向 “质”的转变,由快速粗放式资源型增长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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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高效技术型增长, 其关键在于提高经济效率。旅

游高质量发展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旅游经济发展质

量。魏婕等 [14] 认为,旅游经济发展质量是指旅游产

业投入效率提高, 在增长过程中保持稳定、协调和

可持续,更重要的是在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作出贡

献的同时,也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旅游

需求, 以及提高游客的满意度。学界对于旅游经济

发展质量的概念界定及辨析并不充分,而关于旅游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内涵相关讨论较少, 张洪

昌 [15] 提出旅游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追求提质增效

的经济行为,关键要通过动能转换来提升发展品质,

认为旅游治理是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保

障;何建民 [16] 基于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对 “旅游质

量” 的定义, 认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系统是旅游活

动利益相关者以及其所追求的各自利益与资源、社

会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之间相和谐的合法合理的诸

要素相互作用的综合体。唐任伍 [17] 提出发展高质

量旅游业要开拓旅游市场新主体、注入旅游产业发

展新元素、集聚乡村旅游发展新业态、塑造旅游产

品新品牌、创新旅游开发治理新模式。目前关于旅

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领域集中在乡村旅游 [18]、

全域旅游 [19]、文化旅游 [20] 方面,主要从宏观角度

对如何实现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讨论。

通过对以上概念辨析,本文认为旅游产业高质

量发展是在保持旅游经济数量增长的同时,提高产

业的效率、优化结构、改善稳定性、增强带动性、提

升创新能力, 从而使游客满意、产业长期发展并对

整个国民经济做出持续贡献。

1.3 旅游产业融合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辩证关系

旅游产业融合是实现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手段,

旅游高质量发展是旅游产业融合的目标。旅游高质

量发展要求提高产业效率,完善产业结构,增强旅游

产业创新能力,带动区域经济共同发展,并提升服务

质量,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旅游产业融

合能够促进旅游产业供给侧改革,有效增强旅游产

品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提高对游客需求变化的适应

性和灵活性,同时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促进其他相关产业和地域经济的进一步开

发,引导产业集聚,实现资源共享,优化资源配置,提

高整体经济社会发展质量。

克服旅游产业长期粗放发展的积弊,实现高质

量发展,在于创新、转型与协调。旅游产业融合则是

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意,高质量发展须以

产业融合为动能,不断提高生产率与竞争力,构建产

业共融的现代经济体系,推动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

经济增长。

2 湘西州红色旅游发展概况

2.1 湘西州红色旅游发展的核心基础

湘西州是一片红色的革命热土,从 1840年至今

发生在湘西州的众多充分显示伟大民族精神的重

大事件、活动和重要人物事迹的历史文化遗存, 使

得湘西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据不完全统计,

湘西州有 110多个红色旅游资源单体,其中革命遗

址 70个,其他遗址 6个,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个。

湘西州红色旅游资源时空分布广且资源结构

优。湘西州的近现代史是一部生动、悲壮的文化史、

革命史和发展史,留存有涵盖 1840年以来的多个历

史时期的红色文化资源,在该州 8个县市均有分布

与留存。该州红色旅游资源既有历史人物、革命遗

迹、文物单体与群落、纪念性设施,也有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先锋区域等多种类型, 呈现出小集中、大

分散的空间格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源主要集

中在凤凰、吉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源主要集

中在永顺、龙山,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源主要集中

在吉首、花垣、凤凰,而其他县域均有红色旅游资源

分布。

湘西州红色旅游资源价值较高。湘鄂川黔革命

根据地是中央红军长征后江南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地区的战斗有力策应和掩护了

中央红军的转移, 为长征胜利作出重要贡献。花垣

十八洞村是习近平总书记 “精准扶贫”战略思想的

发布地, 该村扶贫成效显著, 形成在全国颇具影响

的 “十八洞模式”。这些都是湘西州红色旅游资源

的价值亮点,有利于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旅游产

品品牌。

2.2 湘西州红色旅游发展现状

目前,湘西州红色旅游开发主要集中在永顺塔

卧、龙山茨岩塘、花垣十八洞。塔卧、茨岩塘镇作

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展红色旅游较早,景区景

点建设以旧址保护与修缮为主,永顺县政府共投入

约 2亿元,改造和完善了塔卧镇的基础性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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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研发了 10余种专利红色旅游文化产品,原创连

环画脚本、红色主题歌曲,再版红军马忆湘著作《朝

阳花》;龙山县政府主要对革命旧址进行集中修缮,

重点挖掘红军历史资料,并修建烈士陵园及英雄纪

念广场。十八洞村作为 “精准扶贫” 战略思想的发

布地,是中国乃至世界扶贫史上的里程碑,十八洞将

红色旅游与生态、民俗相结合,以劳务经济、特色种

植、特色养殖、苗绣及旅游 5大产业形成产业融合

发展,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成了扶贫展览馆。塔

卧、茨岩塘及十八洞村的旅游产品及项目均以游览

观光为主,参观革命遗址、纪念馆、展览馆,祭奠革

命烈士是主要旅游项目。

其他县市红色旅游发展相对较弱。保靖县及古

丈县的红色旅游资源几乎处于原生状态。吉首市红

色旅游景点集中在乾州古城内,有多处名人故居和

乾州抗日救亡展览馆; 凤凰县拥有位于凤凰古城的

熊希龄故居、南华山陈渠珍墓等红色旅游景点; 泸

溪县则开发了以浦市古镇吉家祠堂为核心,包括贺

龙元帅早年在此存留的将军井、将军柳等红色景

点。三地通过借助生态文化旅游景区 (点) 建设带动

红色旅游景点,红色文化特色并不突出。

2.3 湘西州红色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州内大多数的红色文化遗存仍停留在未开发状

态, 进入市场的产品数量十分有限。相对较为成熟

的红色旅游景区塔卧、茨岩塘、十八洞,知名度普遍

不高, 除本地区的学校、党政机关在各纪念日组织

参观学习之外,没有定期的主题性延续性活动,散客

极少,客源规模较小,市场并不稳固。以红色文化为

主题的旅游宣传营销较少, 即便有凤凰古城、乾州

古城等旅游品牌的辐射,红色旅游景点游客人次呈

上升趋势,但游客对该州红色旅游品牌形象感知普

遍模糊,红色旅游市场空间尚未完全打开。

市场依附度高,游客花费少,停留时间短。游客

对湘西州红色旅游的了解程度及游览意愿偏低,大

多为顺道游览行为,缺乏红色旅游活动开展的专门

性。红色旅游市场基本处在对该州古城古镇旅游、

生态旅游、民俗风情旅游等专项品牌产品的依附状

态,如红色旅游和其他旅游资源同样丰富的永顺县,

2016年以来红色旅游人次仅占旅游总人次的 6.7%

左右, 红色旅游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 1.1%, 该县红

色旅游产业体量小且综合配套服务设施极不完善,

接待能力有限,同时由于产品项目同质化严重,缺少

成熟及独特的红色旅游线路和特色红色文化商品,

游客在景区点停留时间短暂,购买欲望不强,旅游花

费有限。

开发基础较弱。湘西州红色旅游资源在全国范

围知名度不高,与周边区域存在同质性,因历史原因

大多数资源单体遭损毁、史料遗失也较为严重, 加

之该州交通不便、社会经济发展基础薄弱, 资源开

发具有一定难度。

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不突出。该州

红色旅游景区 (点) 的文化商品生产销售及文化、

信息、商业、运输等资源没有激活, 没有形成完整

的红色旅游产业链, 无法形成以红色旅游为中心

的产业聚集,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没有起到明显的带

动作用。

湘西州红色旅游虽然资源禀赋较高,发展起步

早,但是发展极不完善,整体质量低,产业规模小且

分布零散,结构单一,没有形成好的产品和项目,没

有形成产业聚集,产出效益极低,对湘西州旅游产业

及整体经济发展没有起到促进和带动作用。

2.4 湘西州红色旅游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

对红色旅游发展重视不足。湘西州红色遗产遗

址,除塔卧、茨岩塘外,均没有进行良好的保护和修

缮, 任其被自然损毁或消失。对红色文化的挖掘不

够深入, 停留在红二、六军团的历史梳理和文物保

护层面, 没有对红色文化与湘西州地域、民俗文化

的相关性进行挖掘与梳理,未能提炼湘西州红色文

化品质与红色旅游产品特色。在整体旅游发展战略

布局中红色文化价值被严重低估,红色旅游地位被

严重忽视。

红色旅游发展理念落后。塔卧、茨岩塘、十八

洞作为红色旅游资源,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旅游开发

仅停留在观光阶段, 故居、纪念馆、塑像 “老三样”

是主体,项目同质化现象严重,产品类型单一,附加

值低,市场整体评价不高,没有发挥湘西州整体红色

旅游资源赋存丰富、组合良好的优势, 实现红色旅

游创新发展。

红色旅游发展思路不当。一方面, 塔卧与茨岩

塘是不同时期革命根据地政府所在地,地域相邻,文

化遗存属性一致,精神内涵一脉相承,资源相似性很

高,但开发过程中互相之间缺少协调,基本处于各自

发展状态,没有形成有机的融合发展;与周边其他县

市红色旅游资源也没有形成文化关联和区域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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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尽管湘西州红色旅游资源整体价值不低,

但资源单体普遍禀赋不高,分布小而散,市场吸引力

有限,产品竞争力不足,且未能融入湘西州已具雏形

的旅游产业发展体系,没有实现协调、融合发展。

3 湘西州红色旅游融合发展条件

3.1 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的其他旅游资源条件

湘西州位于武陵山区生物多样性及水土保持生

态功能区,保留着大量的濒危珍稀动植物和典型代

表性生态系统,全州境内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

地公园、地质公园面积占总面积 23.4%,森林覆盖率

达 70.24%,有 15个国家重点生态景区,众多山水生

态品牌,自然生态环境优越,优势明显; 湘西州是土

家族、苗族、汉族聚居地区,民俗风情浓厚,拥有世

界文化遗产 1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3个,中

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 1个,以及众多民风民俗、

民族歌舞、民间绝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希龄、沈

从文、黄永玉、宋祖英等也都是湘西州的名人,名人

吸引力与文化优势明显; 湘西州生态及农业资源丰

富,山地农业发达,既有猕猴桃、中草药、烟叶、腊

肉、酒、保靖黄金茶、古丈毛尖、泸溪椪柑、龙山百

合等特色农产品享誉区域内外,也有竹编、织锦、刺

绣、银饰等特色手工艺品闻名遐迩, 且各县市均有

自己独具特色的名优特产。

湘西州自然景观独特、生态环境良好, 历史文

化厚重、民族文化璀璨,农副产品丰富,资源结构多

元,资源禀赋高,是湖南省旅游资源富集地区,也是

旅游开发、产业发展的先行区域之一,这为湘西州

红色旅游融合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资源基础。

3.2 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的产业发展基础

湘西州经 30 多年旅游开发, 已奠定了良好的

发展基础, 塑造了一大批知名度高的旅游品牌, 营

造了浓郁的旅游发展氛围,是湖南知名的旅游目的

地。湘西州现在已经形成了以凤凰为龙头、吉首为

集散中心, 以凤凰古城、里耶古镇、老司城、矮寨

大桥四大金字招牌为依托,规划布局 “112421”的全

域旅游发展格局。“神秘湘西”品牌深入人心, 基础

设施不断完备, 景区建设成效显著。旅游产业对全

州经济发展贡献逐步增大, 2018年湘西州共接待国

内游客 5 116.85万人次,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437.35

亿元, 接待入境游客 21.87 万人次, 旅游创汇收入

5 438.2万美元。随着老司城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和武陵山片区旅游精准扶贫进程的进一步推进, “十

三五” 期间, 湘西州旅游业发展迎来崭新的战略发

展机遇,进入提质升级、建设国内国际旅游目的地

的关键时期。

旅游产业已成为湘西州支柱产业之一,带动了

人民脱贫致富,促进了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这为湘

西州红色旅游融合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发

展氛围,但仍需进行结构优化及资源整合,进而实现

高质量发展。

3.3 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的市场基础

湘西州国内旅游客源市场主要分布在湖南本省

境内和周边省市区,以及国内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

(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及成渝城市圈等)。

环长株潭城市群是湘西州主要的省内旅游客源,湖

北省、重庆市、贵州省等毗邻省份是主要省外客源,

其他客源城市还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境

外游客占湘西州旅游人次的 0.42%,其中以韩国、港

澳、东南亚地区为主。湘西州整体客源市场较大,这

为红色旅游寻求高质量目标的融合发展提供了良好

的市场基础。

3.4 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的政策保障

湘西州的发展受到了中央、省委省政府的高度

关心和重视,先后出台或通过了《关于抓住西部大

开发机遇加快湘西州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继续

支持湘西州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重

要文件。多重优惠政策的叠加, 使湘西州在加快扶

持优势产业,建设基础设施、新型城镇、生态文明、

民生事业等方面获得强劲动力。湘西州政府在 “十

三五”期间,相继编制完成《湘西州十三五旅游业发

展规划》《湘西州全域旅游规划》《中国湘西生态文

化公园发展规划》,并于 2018年 11月启动编制《湘

西州红色旅游发展规划 2019-2030》,各市县也相继

出台旅游规划和经济政策,坚持把旅游发展作为发

展的最大门路,着力打造国内外知名生态文化公园

和全域旅游目的地。国家与省市级的重要政策都为

湘西州红色旅游融合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4 湘西州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产业

融合对策

4.1 强化融合观念

抓住旅游产业的综合性、关联性的基本特征,

强化旅游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互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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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促的融合发展理念,加强旅游相关政府各部门职

能融合,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产业市场共

享、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并进。湘西州红色旅

游体量较小,要将红色旅游置于湘西州旅游发展的

整体板块之中,可依据现有的区域旅游规划及发展

政策,以红二、六军团移师湘西旅游线、红二方面军

长征旅游线、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旅游线为主体的

红色旅游线路串联湘西州八县市,将红古、红绿、红

彩相结合进行整合开发,开展红色文化户外运动科

考、自驾红色美食、红色身心康养等特色项目,拓宽

发展空间、丰富产品类型、扩大体量规模,打造复合

型红色旅游目的地,综合提升红色旅游品牌核心竞

争力。

4.2 明确融合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发展红色旅游要把准方向,

核心是进行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让干部群众

来到这里能接受红色精神洗礼。”红色旅游必须以

红色文化为主要核心, 推动红色旅游在产业内、产

业间、与社会其他领域融合,实现红色旅游产品体

系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服务质量提升,带动区

域社会经济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

4.2.1 着力旅游产业内融合

推动旅游内部要素融合,利用已有旅游服务体

系,在服务要素中彰显红色文化价值,完善和丰富红

色旅游配套产品, 打造红色旅游产品体系。在构建

南北交通联动发展轴、东西酉水—沅水联动发展

轴的红色旅游廊道的基础上,打造红色旅游精品环

线线路,依托州内优质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人文景

观,将红色旅游景区 (点) 与其他不同类型的旅游景

区 (点) 进行有机组合,对接或融入湘西州乃至整个

湖南西部地区既有旅游线路体系, 形成内容丰富、

特色鲜明、体验价值高的线路产品, 打造成有鲜明

红色旅游特色的旅游片区, 形成文化多元、体验丰

富的红色旅游板块。将红色文化元素融入其他旅游

专项产品中, 建设塔卧茨岩塘研学旅行基地、八面

山低空飞行基地、酉沅水水上运动基地、泸溪森林

康养基地、环线汽车营地等, 打造 “红色文化学习”

“红色运动” “红色生态体验” 等红色旅游特色专项

产品。旅游资源、市场与区域融合,为红色旅游发展

带来新动能,实现红色旅游与其他旅游业态的全面

融合,与周边区域旅游市场的深度融合,进而形成资

源优化、空间有序、产品丰富的旅游格局。

4.2.2 加强产业间融合

依托红色旅游资源富集、基础条件良好的村寨,

开展红色文化主题乡村旅游,借助湘西州特色农业

基础,建设一批茶叶、农产品、中药材等特色农业产

业园, 注入红色文化元素, 开发农业科普教育产品,

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大力促进红色旅游引导地方性

工业转型, 鼓励老爹酒业、酒鬼酒集团等工业企业

创新经营,推动工业红色旅游示范点建设,注重红色

旅游商品研发,生产红色美食、手工艺品、军旅用品

及养生保健产品等,引导相关企业在吉首等中心城

市集聚, 形成特色商品示范街、红色旅游商品创意

园等特色旅游商品集聚区,形成规模效应。同时,围

绕商贸、物流、会展、金融、教育、医疗、养老、住

宿、餐饮等方面,加强红色旅游与服务业的融合。整

体推动红色旅游与一二三产业等相关业态紧密融

合,使其政治、教育、文化、经济功能得到进一步提

升,形成产业发达的旅游格局。

4.2.3 拓展与其他领域融合

以武陵山 (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为

平台,深入挖掘和包装湘西州地域与民族文化资源,

梳理湘西州红色文脉,提炼和揭示红色文化精神,将

地域、民族文化与红色文化进行有机的结合,在科

学保护基础上通过文化演绎、创意注入和遗产活化

等路径,实现湘西州红色旅游与文化深度融合,促进

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利用共同推进。以 “不畏艰难、

勇往直前” 的红色文化精神为主题, 加强民族体育

资源开发,培育矮寨百狮会、赶秋节、斗牛等特色体

育赛会, 并引进知名体育赛事落户湘西。积极发展

红色休闲服务业态,培育跨地区、跨行业、高管理水

平、竞争力强的湘西休闲服务品牌。依托 “互联网 +

湘西”行动计划,推动 “互联网 +红色 +湘西”跨越

式发展,借助移动互联网产品和服务提升红色旅游

信息服务的智能化水平,搭建红色旅游产品电子商

务平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功能突出的红色旅游

小镇、新城和度假区,以此带动农业现代化,推动农

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双向升级,加快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实现乡村就地城镇化。推动红色旅游

与文化、体育、休闲服务、互联网、城镇建设等领域

紧密融合,使红色旅游依托全州社会经济发展基础

和优势,寻求红色旅游更好更快发展,同时也通过红

色旅游发展推动相关领域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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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立融合发展保障机制

强化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组织领导机制,加强各

涉旅部门的协作,加大红色旅游资源整合力度,牢牢

树立全州旅游统筹发展意识。成立红色旅游专门部

门, 加强对县市、重点景区红色旅游规划编制、修

订,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监督和评估。把红色旅游

融合发展纳入州委绩效考核和州政府目标管理,对

县市及州直属部门实行考核机制,并进行奖惩,充分

调动各县市、各部门发展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的积极

性、主动性。

创新发展体制机制,积极培育壮大旅游市场主

体。珍视红色文化资源价值,强化红色旅游地位,建

立红色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投入机制,大力支持

红色旅游实体改革与创新发展, 扶持龙头企业, 鼓

励有条件的本土旅游企业整合红色旅游景区 “走出

去”,提高湘西红色旅游在国内外的市场份额。探索

在有条件的区域设立湘西州红色旅游融合发展文化

创意产业园, 支持国际旅游、文化企业在园区投资

经营,积极支持民营企业等社会资本进入园区参与

各类旅游项目建设。

健全红色旅游产业发展奖励机制。对如 “红色

旅游五好讲解员” “红色文物捐献” “红色遗产遗址

保护” “红色景区建设”等在红色旅游发展、宣传促

销、开拓客源市场、旅游商品研发生产、人才培养

等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一定奖励,

激发全社会支持红色旅游发展的积极性。

4.4 出台促进融合发展支持政策

优化红色旅游用地政策。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城乡规划合理安排旅游用地的规模和布局,优

先保障红色旅游项目用地供给,鼓励利用荒地、荒

坡、荒滩等开发红色旅游项目, 将红色文化遗产遗

址等保护外围扩大延伸,并加强修护,解决红色文化

遗产遗址损坏问题。

提高红色旅游财政政策扶持。扩充州财政红色

旅游发展基金规模,以融合发展理念整合上级政府

相关专项资金支持红色旅游发展,同时积极申请国

家文化资源保护利用专项资金支持。

出台红色旅游人才引进及培养政策。加大政府

部门旅游专业人才招聘,面向社会广泛征集高端旅

游人才,多渠道、多形式地引进高端创意、规划、金

融及复合型人才, 为红色旅游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坚持旅游人才优先发展, 实施 “人才强旅、科教兴

旅” 战略, 依托吉首大学等本地高校建立湘西武陵

山片区旅游培训中心,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合作,建立

红色旅游人才联合培养机制,鼓励支持有条件的本

地高校开设与红色旅游相关的课程、讲座及研究方

向,培养红色旅游经营管理后备人才,实现校企双向

人员交流, 构建 “高校 + 企业 + 政府” 的旅游人才

培养模式,培育更多适应现代旅游业发展的知识型、

专业型、应用型智业技术人才。

5 结 语

湘西州红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一方面能够通

过红色旅游项目与多种其他旅游产品的组合,提升

游客参与度与体验性,顺应游客日益增长的多元化

需求,在丰富多样的旅游体验中强化红色文化的教

育效果;另一方面,通过综合性开发,以特色红色旅

游商品生产为纽带,实现产业链和价值链延伸,促进

湘西州产业结构优化,带动一二三产业转型升级与

产业效率提高;与此同时,红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能

够为当地居民提供众多自主创业机会和就业岗位,

有利于减贫脱困与社会安定进步。红色旅游产业融

合发展可以成为湘西州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有力

动能,为湘西州旅游产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

业效益,实现经济整体高质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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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科技园入选大学科技园培育工程

根据上海市大学科技园培育工程工作安排,从今年 7月初开始,经自主申报、材料审核、现场答辩和专

家评审等环节,市科委、教委于近期完成了上海市大学科技园培育工程项目综合评审工作,我校正式入选大

学科技园培育工程。

我校科技园始建于 2014年7月,形态上呈现 “一园多区”形式,目前已建成静安园区和宝山园区,正在筹

建浦东孵化基地。园区的功能定位基于产业链导向,创意设计引导智能制造产业发展,与学校学科布局相辅

相成,旨在加强学校从创意设计到智能制造的一流人才培养,推进相关学科交叉融合及科技成果的转移转

化。静安园区聚焦国际文化交流与文创设计,对接静安区、上海市及长三角文化创意产业;宝山园区定位智

能制造,对接宝山区、上海市及长三角制造业,为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创新创业提供 “源动力”;浦东孵化基地围

绕 “平台、服务、桥梁”三合一的建设思路,依托学校丰富的教学科研资源,构建与教学、科研等紧密融合的

技术转化与创业孵化基地,探索应用技术型高校技术成果转移转化与学生创新创业之路。

我校科技园将以此次入选大学科技园培育工程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培育工程项目的各项目标任务及落

实举措,参照大学科技园相关管理办法,积极推进项目实施,逐步达到上海市大学科技园要求 (标准),争取早

日达到国家大学科技园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