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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红色资源独特优势转变为经济

增长优势，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增加

就业机会，从而增加当地群众的收

入。另一方面，随着红色旅游的发

展，交通、环境等基础设施改善，可

以有效推动乡村振兴，助力海南自

贸港建设。

海南不仅有琼崖纵队创造的

“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光辉范例，

还有闻名天下的“红色娘子军”，红

色资源丰富且具有鲜明的地方特

色。据不完全统计，全省现有中国

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团

结带领琼崖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

争所形成的遗址、遗迹、纪念场所

等红色资源990处，其中重大历史

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遗址444处，

重大历史事件及人物活动纪念地

73处，革命领导人（重要人物）故居

141处，烈士墓、纪念碑等262处，纪

念馆、展览馆等纪念设施70处。

近年来，全省各级党委、政府

不断加大在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方

面的投入力度，围绕“琼崖根据地

相关纪念设施‘1+3+6’建设基本思

路”，先后对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

念园、中共琼崖一大旧址、海南解

放公园、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等进行

升级改造，保护利用水平不断提

高。在全省红色资源中，有3处被

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

被列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

护单位，6处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3处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基地。以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95周年等重大纪念活动和“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

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等

为契机，深挖红色资源、讲好红色

故事，为全省党员干部群众开展教

育培训提供了重要平台，红色资源

的教育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将红

色资源保护利用纳入全省旅游体

系，与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乡村

振兴、助力自贸港建设等相结合，

积极打造集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

义教育和党性教育于一体的红色

旅游目的地，琼崖工农红军云龙改

编旧址、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

园、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六连岭革

命烈士陵园、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

念园、海南解放公园等入选建党百

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成为海

南红色旅游热门“打卡点”，为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红色资源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深化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海

南省重要革命遗址通览》《在红色

的海南岛上》等成果相继出版，“琼

崖红色故事”等宣传短片和“海南

红色地图”“海南党史百名人物”等

专题在网络新媒体平台广泛推送，

红色资源宣传影响力不断扩大。

但从总体看，我省红色资源的

保护利用仍存在一些不足，潜力还

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主要表现在：

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状况与史实不

符、配套设施不完善。有的红色资

源在修缮、开发过程中，由于对史

实考证不够，缺乏专业知识，设施

追求“高大上”，失去了红色资源的

本色。有的红色资源只有建筑物、

纪念碑，没有展陈馆，更没有专门

的授课场所，教育功能大打折扣。

布展内容雷同、内涵挖掘不深、讲

解水平不高。有的纪念场馆布展

内容贪大求全，展览主题多为“二

十三年红旗不倒”，同质化现象严

重，没有凸显特有的历史意义、地

方特色和时代价值。有的纪念场

馆对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

物的评价不够准确，相关场景复

原、雕塑、图片等与史实不符，展陈

内容准确性、权威性有待提高。部

分红色资源存在重建设、轻挖掘的

现象，缺少鲜活的教学内容支撑，

红色文化的感召力、吸引力、凝聚

力释放不够充分。大部分红色资

源没有专职讲解员，选拔培养机制

不健全，高素质讲解人才严重缺

乏。管理机制不健全、经费保障不

足。红色资源保护管理涉及部门

多、管理不统一，尤其是一些散落

在乡镇、村落中的红色资源管理责

任主体不明确，存在着“谁都管、谁

都不管”的问题。保护利用资金大

多依靠政府拨款，投资渠道单一，

经费投入总量不足，社会、个人资

金参与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机制

尚未形成。开发利用整体联动不

够、融合发展不够。各市县相互协

同、相互配合不够，没有形成打造

红色资源网的合力；红色资源开发

利用相对独立，缺乏系统谋划和规

划，未能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在

拓展红色资源与自然生态资源、民

族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等深度

融合，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资

源整合、线路互通、市场共推、利益

共享，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还有

待加强。

健全体制机制，切实加强领导

和管理。要发挥各级党委的统揽

海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现状

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思考
与建议

理论琼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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