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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红色文化  推进文旅融合 
邓展渤 

北京京阳水务有限公司企业法人 

民进房山区总支 

 

各位领导，各位委员：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

设实践中积淀、创造、整合形成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是

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传

承赓续红色基因对于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深远意义。

在这继往开来的历史交汇之际，把红色资源保护好、运用

好，弘扬传承，发扬光大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房山区的红色文化孕育于 20 世纪后期，在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时期成长与发展，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丰满成熟。房山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

罗棋布，种类丰富，有年代跨越久远，内容多姿多样的红

色文化资源。 

早在 1928 年，房山就出现了最早的党员、党小组，

如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房山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诞生了《没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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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响彻华夏的红歌，出现了老帽山六壮

士、红色粮仓等感人故事；涌现出一批为国捐躯的英烈；

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涌现出一

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和享誉京华的红色背篓、红色

邮路以及窦店、韩村河等享誉全国的北京市农业战线先进

典型。 

在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和我区发展战略的背景下，

把房山的红色文化基因全面融入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

助推六大房山建设，是房山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未

来 5年，房山将加快实施文旅融合发展战略，带动生态涵

养区转型升级，加速红色文化与乡村旅游、精品民宿等文

旅融合势在必行。 

    房山不仅有深厚而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还有多彩多

姿的旅游资源，文旅融合是传承弘扬红色文化的重要渠

道。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区在传承弘扬红色文化

和助推文旅融合方面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红色

文化的挖掘尚未形成整体化、系统化；二是红色文化的内

涵还需提炼；三是研究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还缺乏与时

俱进的平台和科技手段，四是房山区红色文化旅游开发形

式单一，没有形成联动优势，没有彰显出规模效益，对地

方经济的带动能力还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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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房山总支深入一线调研，围绕房山的发展战略定

位，提出红色文化和文旅融合可行性建议。供政府及有关

部门参考。 

一是深入挖掘各乡镇红色文化遗迹和自然旅游资源

及民俗、民宿资源，发展“红色+乡村”“红色+研学”等

旅游新业态。开发“重温红色历史、传承奋斗精神”红色

旅游体验线，打造独一无二的首都西南精品国际旅游线

路。 

    二是讲好房山红色故事，激活革命历史,发挥资政育

人的传承实效。要通过举办红色论坛、讲座、编写通俗读

本、组织文艺创作、运用新媒体等多种途径进行传播，让

我区红色文化更具感染力和影响力。 

三是运用红色文化载体，与教育互动，打造红色革命

宣传基地。加强对革命纪念馆、红色遗址和爱国教育基地

的建设管理，运用现代手段，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

陈列在房山大地上的革命遗迹、编写在书籍里的文字活起

来；围绕“七一”、“八一”、“十一”等重要节庆推出现场

党课、红色文化讲堂等内容，为全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和

中小学乡土文化教育提供支撑，让房山区红色文化载体更

有魅力、更具活力。 

四是聚焦于“融”，拓展点线联动，以“红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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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多元业态融合发展。在“三乡联动”发展模式的基础

上扩大辐射到史家营、周口店、河北、佛子庄、南窖、大

安山、韩村河等多个乡镇，以坡峰岭、堂上村、马安村等

优秀红色基地为样板，推进红绿整合，打造多处红绿融合

实践地。围绕本地区红色文化和绿色生态资源，推出以红

色体验、绿色休闲、精品民宿为主要内容的多条精品旅游

线路，促进红色文化与周边乡村旅游、生态旅游、特色民

俗、康养旅游等有机融合，以“红色旅游+”推动多元业

态融合发展，使之成为房山旅游发展新亮点。 

五是根据《房山区全域旅游发展专项规划》，创新营

销模式，强化科技赋能，谋划文旅融合战略实施路径。充

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抖音等平台开展融合传

播，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品牌形象；与国内外知名旅游互联

网平台、旅行社等企业深度合作，策划沉浸式红色主题旅

游、定制旅游产品。在红色景区和红色旅游文化活动过程

中推出亮点活动，增强体验感。运用 5G、VR 等多样化的

现代技术，全面提升房山红色旅游品牌知名度。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