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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发扬光荣传统、传承

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努力在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创造无愧于时代、无

愧于人民、无愧于先辈的业绩。红色文化资源承载

着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艰苦卓绝的奋斗

史和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丰富的

红色基因。河南红色文化资源跨度完整、类型全面、

内涵丰富，是继承光荣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的宝贵教

材和重要课堂。要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发扬光荣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论述，抓住我省

加快推进文化旅游强省建设的机遇，进一步推进我

省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奏响我省文化旅游强省

的红色音符。

一、以全媒体为抓手，以静制动，扩大河南红色

文化资源的影响力

大数据时代，丰富的传媒手段是打破区域、时空

的利器，特别是网络传媒，为河南红色文化的开发利

用提供了新机遇。首先，要构建全媒体红色文化传

播体系。要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传播技术，以省市县三级融媒体中心为

平台，着力构建全媒体红色文化传播体系，努力把河

南红色资源所蕴含的文化精髓和优秀核心价值观渗

透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中，营造浓厚

的红色文化氛围。其次，要创新红色文化资源开发

利用新方式。要充分利用红色文化网站，建立红色

文化资源数据库，及时发布动态信息，方便大家按图

索骥。要在提升红色旅游地和教育基地的科技元

素，开发红色题材的动漫、网游的同时，建立数字化

红色文化展馆、影视网等，把我省各地区红色资源图

片和历史资料等搬到网络上，增设视音频同步讲解，

方便人们在线浏览，开展线上互动和交流学习。

二、加强区域联动，实现共建、共享、合作共赢

河南省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多样，但分布相对分

散。资源相似性和跨区域性决定了我省红色资源的

开发必须走资源共建、市场共享的路子，才能实现合

作共赢。首先，要整合自然人文资源。2019年9月

16日，习近平在河南省新县田铺大塆视察时强调，依

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

游，搞活了农村经济，是振兴乡村的好做法。河南山

水优美、文化底蕴深厚，将藏于深山的红色文化资源

和自然资源、人文资源融合起来，开发生态游、休闲

游、文化游等，改单调于丰富，变独景为群景，不仅可

以涤荡人的灵魂和思想，也促进了自然生态的建设，

保护了文化遗产。其次，整合主题资源。红色文化

资源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对于红色资源的开发不能

闭关锁“地”。对于分布不同地区又具有共性主题的

资源，要注意发掘地域特点，需联合共建的就共同开

发，可以独立开发的要突出特色，争取做到求同存

异、人无我有、人有我新。河南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

还具有省域合作的优势。我省可以加强省际区域联

合，与当地的政府部门协商合作，实现联动共建，品

牌共创，进一步完善已有的旅游精品路线，并尝试共

同开发、推介新的红色旅游内容和路线，积极推动区

域资源的整理利用。

三、构造红色文化产业体系，提升综合实力，助

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第一，完善红色文化产业链。首先，建立由政府

主导、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管理和开发体制，打破条

块分割的局面，营造有竞争力的投资和发展环境，优

化组合文化产业发展各要素，统筹建设文化产品市

场，实现市场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其次，推动红色文

创发展，鼓励民众参与，实施文化精品战略，着力推

河南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策略

◇苗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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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批叫得响、传得开、有特色的红色艺术精品。再

次，培育健全红色旅游体系，实现产业大融合，打破

一二三产业界限，构建大旅游、大产业，形成多点支

撑、捆绑发展的旅游格局，打造河南红色旅游龙头产

品，全面带动河南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第二，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传播渠道。我们应

当积极构建相互支撑的复合体系，把传统媒介和网

络传媒全面融合，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和

艺术形式，开发高层次红色音乐剧、歌剧、美术作品

等，做到全媒体无缝对接，不仅扩大我省红色资源在

国内的知名度、美誉度，还要走出去，积极参与国外

红色文化学术研讨会、文艺团体互访等活动，提升学

术研究水平，推进文化创新。

四、加快红色产业人力资源培养，优化人才队

伍，确保红色文化基因的传承

努力培养行政管理人员、宣传策划人员、理论研

发人员、实践操作业务人员“四位一体”的专业人才

团队，才能有效保证河南红色文化产业的进一步拓

展。第一，全面加强科研机构合作。要将河南红色

文化研究列入省（市）社科规划选题和有关省（市）级

重大课题研究项目中，加强政府科研机构和相关院

校的合作，组建研究红色文化理论体系的研发队伍，

全方位开展红色文化研究，将我省及各地区红色文

化遗产的共性特征和特质挖深挖透，为深度开发提

供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二，积极完善人才引进和管

理机制。面向社会和高校，选拔红色文化产业开发、

经营管理、创意策划设计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充实管

理队伍。建立人力资源数据库，实行竞聘上岗，通过

人才激励机制和灵活用人激制，实现人才最佳配

制。第三，着力提高在岗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管理水

平。可以利用现有的机构如干部管理学院、红色文

化研究所等对相关人员进行定向培养。定期举办专

业培训，请专家学者对工作人员进行文化、历史、艺

术、管理等方面的培训指导。同时充分利用网络学

习资源，开展在线学习，提高工作人员关于红色文化

知识和旅游业务的实践能力。对于景区导游讲解

员，要严格实行持证上岗，注重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

修养和历史文化水平，以确保红色文化内涵和红色

历史的传承，真正实现红色文化旅游的教育效果。

作者简介：苗涛，焦作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摘自“中原人文社科网”2020年8月）

中原文化的“文化传承”：根植于中原地区物质

与非物质文化的总和

中原文化作为生长与发展在中原地区的历史文

化，承载了该地域文化中的所有物质文化与非物质

文化，具有深远的根源性、延续性以及辐射性。

中原文化与黄河流域拥有千百年的紧密联系。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可以追溯到

旧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便聚集着很多原始

部落，在他们的生产生活过程当中，石器、骨器得到了

充分的发掘和使用。进入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中的

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得到充分发展，石器已经不再仅

仅作为生产工具，还作为饰物使用，除此之外，烧制的

陶器也开始出现，经济文化得到初步发展。从夏商周

开始，到唐宋时期，历经三千年时光，中原地区建立了

大小十多个王朝，成为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主要发展

地区，在文化、技术、生产力等方面遥遥领先。高度的

经济繁荣使得建筑、文物、古迹、生产工具遗留了下

来，如殷墟、唐三彩、宋城遗址、登封少林寺等。

在中原文化的发展历程当中，非物质文化涉及文

中原文化的文化融合与崛起之路

◇舒坤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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