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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钦州市拥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许多革命先烈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迹和红色历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

文价值和经济价值。文章通过梳理钦州市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分布与开发情况，探析钦州市红色历史文化

资源的悠久性、特色性、密度情况及“距离”性等多重维度，提出钦州市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

策略，以期更好地提升钦州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影响力、表现力和传播力，促进钦州红色历史文化资源

的优化整合和可持续发展，实现当地文化与经济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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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inzhou City has a long revolutionary history. Many revolutionary martyrs left precious historical 
sites and red historical culture, which contains rich human and economic values. This article ana-
lyzes the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n Qinzhou City, 
and explores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its long history, characteristics, density, and distance. It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re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n 
Qinzhou City, in order to better enhance the influence, expressive power, and dissemination of 
Qinzhou’s re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integration, and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of Qinzhou’s re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local culture an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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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创造和发展的特有资源，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

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陈琳等学者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认为，“红色文化

资源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从贫弱到富强的伟大历史进程，蕴含着

巨大的思想价值、教育价值和时代价值，具有正面的价值导向、深厚的革命内涵、鲜明的历史印记”[2]。
因此，开发利用好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钦州市红色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资源丰富、独具魅力，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缩影与见证，自党的

二十大以来，钦州市注重用活红色资源，追忆中国共产党钦州历史，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红色

血脉。同时，“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开工建设为钦州市深入保护传承红色历史文化，盘活和开发红色

文化资源带来巨大的潜力与机遇，因此，本文从悠久性、特色性、密度性和“距离”等多重维度，分析

钦州市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现状，并提出针对性建议，旨在进一步盘活钦州红色历史文化资

源，发挥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 钦州市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多重特性与维度分析 

2.1. 历史悠久性 

钦州市红色历史文化悠久，其革命历史和革命英雄事迹是中国近现代史文化成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同时，钦州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战略要地和红色历史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其革命历史可以追溯

到近现代中国的早期革命斗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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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钦州反侵略斗争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斗争中的一面光辉旗帜。尤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冯

子材、刘永福等民族英雄在中法战争中的抗法剿匪行为，展现了钦州人民的英勇和坚决抵抗精神。他们

的英雄事迹不仅捍卫了祖国的疆土和民族尊严，也为当时钦州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带来积极影响。 
其次，钦州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钦州遭受了日军的

侵略和破坏，但钦州军民们奋起抗击，展现了他们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坚定的抵抗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在龙门岛北岸，当地百姓自发组建了“抗日自卫队”，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保家卫国

的抗日战争中，为抵抗日本侵略者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最后，钦州党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钦州市的历史演变和发展，展现了钦州党员们在党的领导下积

极参与革命活动的历程。1938 年，钦州第一个党组织在浦北大成区柑子根村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

钦州市的组织建设正式启动，此后灵山丰塘修竹村、石陂党小组、钦州师范党支部等党组织相继成立，

为钦州的革命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2.2. 鲜明特色性 

钦州作为一座红色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拥有众多源远流长的红色典故和红色遗迹以及永世长存的

红色精神，展现了当地丰富多彩、主题鲜明的红色资源体系。钦州的红色革命遗址众多且特点鲜明，包

括革命烈士纪念碑、重要机构旧址、重要地方党史人物旧居以及重要革命战役遗址等。 

2.2.1. 革命烈士纪念碑 
革命烈士纪念碑是钦州为了纪念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烈士而修建的纪念设施，是对革命先烈的崇高

敬意和纪念。在钦州，有一些著名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其中包括牛圩坡革命烈士纪念碑(小董起义烈士墓)
和钦州革命烈士纪念碑等，这些纪念碑见证了革命先烈的英勇牺牲和奉献精神，激励着后人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热爱祖国。 

2.2.2. 重要革命机构旧址 
重要革命机构旧址是指位于钦州的革命机构相关遗址遗迹，这些旧址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部队

在革命斗争期间的重要活动和历史记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钦州，一些著名的重要革命机构旧址

包括中国钦县县委旧址、钦县地下交通联络站旧址、中国人民解放军钦城军事管制委员会旧址——陈四

和堂、解放初期钦县武装大队驻地旧址——三宣堂等。 

2.2.3. 重要地方党史人物旧居 
重要地方党史人物旧居是当时在钦州地区的革命人物及其活动密切相关的纪念性场所，这些旧居承

载着革命先驱和革命领袖的生活轨迹，体现了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奋斗历程，具有重要的纪念价值。在钦

州，一些著名的重要地方党史人物旧居包括戴路同志故居、陈书涟同志故居、刘冯故居等。 

2.2.4. 重要革命战役遗址 
重要革命战役遗址是与钦州革命事件密切相关的遗迹遗址，这些遗址承载着革命战役的历史记忆，

是革命斗争中发生重要事件的地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纪念价值。在钦州，一些著名的重要革命战

役遗址包括解放初期钦县剿匪斗争遗址、解放钦城主要战场遗址——红西庙、解放钦城主攻点遗址——

钦县旧城东门、钦县党组织联络机关旧址——钟厚德堂等。 

2.3. 分布密度的差异性 

资源密度的合理开发利用对于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与创新至关重要，过高的开发密度会

导致遗址资源遭受破坏，过低的开发密度则可能导致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和传承。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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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中，钦州各地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分布密度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整体来看，钦州红色历史文化资源遍布钦州市 2 区、2 县。如图 1 所示，据不完全统计，在红色历

史文化资源分布方面，钦南区拥有 26 个，钦北区 14 个，灵山县 7 个，浦北县 6 个。同时钦州红色历史

文化资源类型覆盖了红色旅游景区、纪念馆、革命遗址、革命人物故居、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近

年来，钦州市为了弘扬红色文化，宣传红色精神，点亮红色印记，曾发布了红色旅游线路——“访钦州

老街红色文化之旅”“访小董革命斗争之旅”“访浦北革命斗争历史之旅”等共八条，红色历史文化资

源覆盖面较高。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development quantity of red historical and cul-
tural resources in Qinzhou city 
图 1. 钦州市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数量分布情况 

 
具体来看，通过分析钦州的钦南、钦北、灵山、浦北等地区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发现，钦南区与钦

北区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数量较多，分布较为集中，例如，钦州古城范围内聚集了牛圩坡革命烈士纪念碑、

中共钦县县委旧址、戴路同志故居等 19 处红色革命遗址，分布密度较高；而灵山与浦北两地红色历史文

化资源数量较少，分布也较为分散，密集度较低。例如“萍塘革命史馆”“邓业兢故居”“中共修竹党

小组遗址”等重要红色基地的地理距离较远。 

2.4. “距离”的显著性 

“距离”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不仅指空间上的距离，还包括其他因素造成的

经济、信息、文化等方面的障碍。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通常会拥有更加便捷的交通、通讯

和信息流动方式，从而降低了跨地区之间的经济距离。本文的“距离”不仅指的是空间几何距离，还包

括由于基础设施障碍、制度障碍等因素造成的经济距离[3]。 
首先，钦州市红色历史文化产业的基础设施配套不足，例如，部分文化资源建设和管理存在一定的

盲目性和无序性，缺少独立的红色文化资源管理部门或者机构；无法吸引专业人才进行红色历史资源的

规划与管理；交通、餐饮、住宿等配套设施不够齐全，分布较为分散；部分景区由于位置距离较远，造

成景点之间缺少连贯性，无法充分满足游客的旅行和学习需求等。此外，在制度方面，虽然钦州市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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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出台了《钦州市加快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扶持政策(试行)》等红色文

化旅游相关文件，但政策的细化程度不高，未把规划实施与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分布与客观实际充分地

结合起来，而且规划中的红色旅游路线设计过于粗糙单调，中间缺乏分工。 

3. 基于多重维度的钦州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建议 

3.1. 通过悠久性开展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 

钦州市具有悠久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这些宝贵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是革命文化得以传承和弘扬

的重要载体，也承载着革命英烈们坚定不移的革命斗志。因此，钦州市需要加大对这些红色历史文化资

源的保护力度，深入探究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内涵，积极开展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工作。 
首先，加强钦州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系统化挖掘。一是系统化排查整理文献资料。建立钦州市红色

历史文献资料库，对钦州市相关重要事件、人物、机构等红色资源进行系统排查整理，收集和整理历史

文献、档案资料、口述历史等，为后续挖掘工作提供基础资料。二是探索重要事件遗址和旧址。对钦州

市的重要事件遗址和旧址进行系统性探索和调查，包括红色革命斗争时期的重要活动场所、红色文化遗

产等，了解其历史背景和文化价值。三是构建钦州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数据库。充分利用大数据管理平台

与资源数据库对钦州红色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整理与保护[4]。 
此外，加强对钦州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二次创作。一是创作大众喜闻乐见的影视或戏剧作品。将钦

州市的红色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创作，制作影视剧、舞台剧等作品，以生动的方式展现红色历史文化，

吸引更多观众参与和关注，例如将刘永福、冯子材等著名英雄事迹作为创作题材，以真实的历史背景和

人物为基础，创作出具有感染力和震撼力的作品。二是结合文创开发具有时代价值的衍生作品。将钦州

红色历史文化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开发出具有时代特色和文化内涵的衍生作品，如纪念品、文创产

品、主题漫画等[5]。 

3.2. 借助特色性加大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宣传与推广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承红色文化高度重视，强调“打造精品展陈。坚持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

一，把好导向、聚焦主题，用史实说话，着力打造高质量精品展陈，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

动传播红色文化。”。而钦州市红色历史文化特色鲜明，但在宣传与推广力度上存在不足，并未突出钦

州独特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因此，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钦州在弘扬主旋律和主流价值观的同

时，也应注重对钦州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宣传与推广，创建钦州红色历史文化品牌形象。 
首先，大力开展宣讲活动，讲好钦州红色故事。一是策划红色故事主题宣讲活动。钦州市相关部门

可围绕红色历史人物、事件等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结合当下的社会热点问题，将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与时

代精神相结合，再配合使用音频、影视、PPT 展示等形式，组织各类宣讲团开展红色主题宣讲。二是组

织红色故事演讲或比赛等活动。钦州市相关部门或社会团体可利用节假日、思政课、党日活动等时间，

积极引导大中小学生到钦州市爱国教育基地、革命遗址等现场学习并深入讨论，用自己的语言讲好钦州

红色故事。同时，钦州市可邀请“时代楷模”“最美大学生”等先进典型代表进学校、进课堂、入网络、

入景区等，通过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让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学习更具有亲和力。 
此外，建构多元化、立体化的多媒体宣传渠道。一方面，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拓展宣传渠道。随着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演变，钦州市宣传部门可利用虚拟现实等技术，借助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

等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发布钦州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相关内容，包括图片、视频、故事等，吸引更多网民

关注和传播，有效扩大钦州各个红色文化资源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例如钦州市可通过采用 VR、AR 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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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同时运用音乐、动漫、游戏、视频等形式，将冯子材等革命历史人物和革命英雄事迹通过网络进行

远程传播展示，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革命英雄的红色精神[6]。另一方面，要尊重历史事实、强调红色

文化的正面价值观。钦州市要确保在宣传钦州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过程中，保持趣味性与严肃性的平衡，

严格遵守红线底线原则，杜绝扭曲或者贬低历史事件的行为发生。 

3.3. 按照密度特点拓展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管理方式 

不同密度区域内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管理应采取不同的措施。密度较高的红色历史文

化资源区域内有时会过度开发，商业气息过重，失去了原本红色遗址的独特人文生态环境。密度过低的

红色历史文化区域有时会减少保护力度，例如部分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处于偏远地区，难以满足开发利用

的需要，致使开发部门缺乏积极性，最终导致一些历史遗址仅可观其外貌，内在资源未修整不对外开放

等情况出现，制约了钦州红色历史文化产业的发展。因此，钦州市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开发与利

用应保持适当密度。 
首先，从钦州市整体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来管理。钦州相关部门应对全市红色文化资源开发进

行统一管理，防止各地区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太过随意，减少不必要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

在对具有代表性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时，既要注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又要做到一定的经济

效应。对于已打造的精品线路，要重点做好经济基础建设，同时依靠当地的资源优势，积极进行旅游开

发。总之，要做好各类资源的整合利用与管理，防止出现“过热”和“过冷”两个极端。 
此外，从钦州市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评估角度来管理。一是针对零散分布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可

以邀请相关部门和专家进行评估，了解资源的历史价值、文化含义和开发潜力，为后续管理和开发提供

依据。二是根据评估结果，对于适合开发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可以制定合理的开发方案，充分挖掘其

经济价值和文化内涵；对于不适合开发的资源，应积极进行就地保护，保留其原始状态。三是针对不适

合开发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可以制定长期保护规划，确保资源的持续保护和管理，维护其历史价值和

文化传承。 

3.4. 针对“距离”性进行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合理规划 

随着信息化、城市化的不断发展，钦州市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管理与传播也应随时调整规划措施，

以解决“距离”问题，使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更好地融入当代社会生活。 
首先，积极解决基础设施配套问题，缩短旅游距离。一方面，对现有的旅游系统和交通系统进行合

理规划，如修缮老旧道路、增加公共交通线路和加强交通管理等，确保旅游交通顺畅、高效和安全。另

一方面，要充分开发和利用新型交通方式，如发展高铁、航空、网约车等，满足旅游市场的需求，并提

供更加灵活和便利的出行方式，吸引更多的游客。除交通之外，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需注重当

地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各种旅行社、宾馆以及餐饮服务等都需要形成配套服务。总之，对于基础设施建

设而言，努力提升该地的旅游接待服务水平，全面提升该地旅游软实力，缩短游客的心理距离。 
此外，结合数字化技术，合理细化红色历史文化旅游线路[7]。比如在“访钦州老街红色文化之旅”

这条旅游专线中，游客们可以品尝钦州本地美食，重走革命路，重游革命英雄故居，打卡钦州本土风俗

文化，品钦州采茶戏，特点鲜明又极具趣味性，也在旅游的过程中学到了红色历史文化知识。这既可满

足体验钦州风土人情的需求，同时也能有效地保护革命时期的遗址和文物，增强对革命历史知识的宣扬

力度，极大程度上促进了红色历史文化与革命精神的广泛传播。而且，将这些红色旅游线路和地区的历

史文化相结合，让游客深入了解地方历史和文化，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提供全新的发展方向，推

动红色旅游的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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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钦州市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底蕴深厚，资源丰富，承载了无数革命英雄的大无畏精神与斗争精神，是

当代文明的瑰宝，思想的启明星，具有重要的保护和开发意义，我们应大力挖掘钦州市红色历史文化资

源的内涵，大力保护、开发以及宣传钦州市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因此，在钦州红色历史文化悠久、特点

鲜明、密度不均匀以及“距离”较大等相关问题下，重视对钦州市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加

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特色宣传力度，在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中保持适当密度和合理距离，让红

色历史文化的内涵融入钦州本地发展中，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宣扬红色文化，践行爱国主义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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