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用，探索将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

作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各

级党政领导班子考核内容，强化督

查工作，确保工作有人抓、事情有

人干、事业有成效。要健全工作机

制，省、市、县分别建立红色资源保

护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

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的统筹规

划、协调指导，形成党政齐抓共管、

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的工作格局。要健全投资机制，一

方面，努力争取中央财政资金支

持，加大本级财政资金投入和整合

力度，有重点、分步骤推进红色资

源保护利用；另一方面，制定出台

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红色资源

保护利用的政策措施，拓宽经费来

源。

注重顶层设计，实现科学发

展、融合发展、协同发展。要按照

“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的理

念，选择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重

点开发对象，深化拓展“琼崖根据

地相关纪念设施‘1+3+6’建设基本

思路”，编制红色资源保护利用规

划，推动全省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科

学发展。要将红色资源保护利用

纳入全域旅游规划，集中整合革命

历史、自然风光、民俗风情等旅游

资源，实现红色文化、绿色生态、碧

海蓝天、古迹历史的深度融合，推

动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与全域旅游

融合发展，不断提升红色资源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要以红色资

源保护利用赋能全面乡村振兴，与

乡村治理有机结合、一体推进，提

升农村发展水平；同时，紧扣红色

资源优势，引导群众积极参与涉餐

饮、住宿、旅游产品等经营服务，构

建红色产业链，增加群众收入，提

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使红色资

源在保护中得到充分利用，在利用

中得到更好保护，推动红色资源保

护利用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要

将红色资源作为全省各级党校（行

政学院）开展现场教学的重要场

所，设计开发经典红色研学线路，

有机串联全省红色资源，服务党史

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提升红色

资源教育功能，实现红色资源保护

利用与党史学习教育联动发展。

加强软硬件建设，提升红色资

源保护利用品质。要加强硬件设

施建设，对保存较好的红色资源，

在设立保护碑牌的基础上划定保

护区，有条件的应设立展陈馆、授

课室等配套设施；在重要红色资源

周围，配备好相关基础服务设施；

对已损毁的红色资源，查找其准确

位置，设立明显标志，建立纪念碑

牌；对需要重建、改扩建的红色资

源，严格履行报批程序，在专业指

导下根据人物、事件的历史地位合

理确定建设布局、规模和内容，尽

可能保持历史原貌。要严格内容

审核把关，完善红色资源展陈内容

和讲解词研究审查制度，切实把好

政治关、史实关，在增强展陈内容

和讲解词准确性、完整性、权威性

的同时，下大力气解决布展同质化

问题；对社会力量参与红色资源开

发利用，必须加强审批监管和专业

指导，确保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

向。要不断提升展陈质量，坚持

建、管、用并重，严格按照党的三个

历史决议，结合新时代新要求，与

时俱进优化、更新展陈内容；积极

寻根追魂，不断丰富馆藏文物，充

实展陈内容；用好现代科技手段，

融合多媒体资源，改变静态单一的

传统展陈方式，朝着可参与、可感

知、可互动的方向不断提升展陈水

平。要创新管理体制，加大政府购

买服务力度，汇聚专业人才做好保

护、管理和建设工作，建强人才队

伍。要严把讲解员“入口关”，加强

选拔培养，打造高素质讲解队伍；

同时，广泛招募兼职讲解员和志愿

者，开展专业培训，充实讲解力量。

深化研究阐释，深入挖掘历史

内涵和时代价值。要全面深入研

究海南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

物，编修有权威、成体系的本土红

色读物，打造高质量、可鉴可存的

红色经典研究成果。鼓励高等院

校、党校、博物馆、文史馆、文物部

门等积极开展红色资源研究，逐步

形成常态化科研机制，促进红色资

源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开发利

用。要从红色资源研究成果中进

一步整理、提炼更多生动、感人的

先烈事迹、革命故事，开发精品课

程，充分展现每处红色资源所承载

的精神内涵，真正让红色资源“活

起来”，进而打造各具特色的红色

品牌，提高知名度。要紧密结合海

南红色资源实际，不断加大红色文

化作品的创作力度，通过编写图

书，举办展览，摄制影视剧，创作排

演琼剧、话剧、舞蹈等方式，推出一

批符合历史事实、具有教育意义、

群众喜闻乐见的红色经典作品，释

放红色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吸引

力、凝聚力。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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