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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体旅融合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发展模式，旨在通过文化、体育与旅游的有机结合，实现产业的共同繁

荣。汕尾市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地区，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自然景观。本文以汕尾市为例，

探讨了在文体旅融合背景下红色旅游连片开发的可能性与策略。通过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和SWOT分析，

揭示了汕尾红色旅游的发展现状、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一系列创新性的发展策略，

包括打造红色旅游与体育赛事相结合的特色旅游品牌、开发红色主题美食、推出红色旅游创意产品、加

强红色旅游营销推广等。此外，本文特别关注了研学群体、党建群体和康养群体等目标市场，为不同群

体设计了具有针对性的旅游产品。结论指出，通过创新旅游产品和提升服务质量，汕尾市红色旅游能够

实现与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共同发展。同时，本文也为其他地区红色旅游的连片开发提供了可行的模式和

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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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merging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l,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aims to 
achiev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industry through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area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hanwei City is rich in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natural landscapes. Taking Shanwei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
cusses the possibility and strategy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s,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SWOT analysi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Shanwei red tourism are revealed, and corresponding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building a characteristic tourism brand combining red tourism and sports 
events, developing red-themed food, launching creative products of red tourism, and strengthen-
ing the marketing and promotion of red tourism. In addition, this paper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target markets such as research groups, party building groups and health care groups, and de-
signs targeted tourism products for different groups. The conclusion points out that by innovating 
tourism products and improving service quality, Shanwei red tourism can achieve common de-
velopment with local economy and culture. Meanwhile,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a feasible model 
and strategy for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in other regions,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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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旅融合是指将文化和旅游两个领域进行有机结合，通过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旅游产品的开发，实现

文化价值和旅游效益的双赢[1]。在当前旅游经济的繁荣与国家层面的支持下，文旅融合渐成趋势[2]。文

体旅融合是消费市场发展的新趋势，也是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路径[3]。自 2023 年以来，中国消费市场呈

上升趋势，新产品、新兴企业、新形式融合。文化、体育和旅游融合的产业融合模式成为其中一大亮点。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国内旅游提升计划(2023~2025 年)》提出，要培育文体旅、文商旅等融合发展的新

型业态。目前的发展模式主要包括渗透型、延伸型和重组型三种，融合发展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是内部驱动力与外部驱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4]。从旅游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内外学者对文体旅融合

这种新型业态进行研究，认为旅游产业的发展因为资源、技术、市场和功能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其在

发展过程中主动向文化、体育、美食等相关产业主动延伸、扩散和继承，从而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杨铭

(2022)认为文体旅深度融合是以实现共同利益为目标，以文化资源和体育赛事为核心，以旅游服务为营利

方式的混合交融的产业模式[5]。在文体旅产业深度融合中，也面临政策供给主体“条块分割”，深度融

合标准化建设滞后等问题[6]。而产业融合是产业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文旅融合则是产业融

合的重要形式。梁茹(2021)等认为“融旅”“融文”“融体”的跨产业关联可以总结为龙头带动模式、品

牌驱动模式以及跨界整合三种模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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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红色旅游市场不断扩大，红色旅游主要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

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

精神为内涵，组织和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8]。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

旅游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突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坚持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提升红色旅游规范化发展水平。规划还提出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百名

红色讲解员讲百年党史”系列活动，推出“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促进红色旅游与乡村旅

游、生态旅游等业态融合，持续优化建设 300 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9]。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传统的观光旅游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游客对多

样化和体验化的需求。尤其在红色旅游领域，尽管其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教育价值，但由于资金短

缺、保护不力以及创新性不足等问题，其发展现状并不乐观。通过系统回顾现有文献，本研究发现尽管

文体旅融合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现有研究在方法论和实证分析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例如，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理论探讨和宏观政策分析，缺乏对具体融合模式和实践效果的深入分析，同时

多停留在表面描述，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和实证数据支持。此外，现有研究对红色旅游的探讨多集中在

其文化和教育意义上，对其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分析相对薄弱。特别是在红色旅游的连片开发和文体旅融

合方面，现有研究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且在方法论上也缺乏多样性。因此，结合当前旅游市场的发展趋

势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在文体旅融合的发展背景下，在以红色文化资源和体育赛事为核心，

以旅游服务为盈利方式的混合交融的产业模式下，对红色景区实地考察，问卷调查，进行深入分析，

提出汕尾红色旅游连片开发，文体旅融合的发展策略，同时期望对其他地区的红色旅游连片开发提供

借鉴经验。 

2. 汕尾市现存旅游资源 

汕尾市，广东省东南部沿海的一颗璀璨明珠，以其秀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深厚的红色

文化底蕴著称。这里不仅是全国十三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和全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地，还拥有

517 处革命遗址。这里是革命英雄彭湃的故居地，红二师的起源地，以及中国首个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地。

汕尾市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不仅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也孕育了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伟大的革

命精神。 
汕尾市下辖四个主要区域，包括陆丰市、海丰县、陆河县和城区。不仅地理位置独特，还承载了丰

富的红色文化和革命历史遗迹，共同构成了汕尾市红色旅游的核心区域，是传承和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

载体。汕尾市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包括红宫红场、彭湃烈士故居、海丰革命烈士暨革命斗争史纪

念馆、周恩来渡海处等，这些红色景点不仅是革命历史的见证，也是红色旅游的热点。汕尾市还拥有壮

丽的海岸线和丰富的自然景观，如莲花山度假村旅游区、鸡鸣寺、联安湿地公园、保利金町湾、环品清

湖风景区等，为游客提供了亲近自然、享受宁静的好去处。汕尾市的文化遗产丰富多彩，包括传统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如正字戏、西秦戏、白字戏、陆丰皮影戏、汕尾渔歌等，为游客提供了深入了解当地文化

的机会。另外，汕尾市的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如新山村、下埔村等，不仅有着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也

有着美丽的乡村风光和丰富的农业资源，是体验乡村生活、享受田园风光的好去处。 

3. 研究方法 

3.1. 实地考察法 

通过五次实地考察，走访了汕尾地区陆丰玄武山、红二师碣石作战指挥部旧址遗址、金厢镇周恩来

活动居址、周恩来同志渡海处纪念碑、陆丰革命烈士陵园、观音岭古官道、海丰县红宫红场、彭湃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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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8 个红色旅游景点，获得了有关汕尾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一手资料，并对周边滨海旅游和生态旅游等

景区进行实地考察。 

3.2. 问卷调查法 

通过参考刘艳红等(2021)相关文献量表设计问卷，获取游客的真实反馈，了解游客的旅游感受[10]。
研究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28 日至 2024 年 2 月 5 日，调查方式分别在线上发放、在汕尾 8 处红色旅游景点

实地发放问卷，共发放 300 份问卷，回收 279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 93%。问卷设计涵盖了五个主要方

面，以收集游客的反馈信息： 
一是红色景区标牌路牌等导向指示，包括景区内的指示牌、地图、路标等，这些元素对于引导游客

至关重要，导向指示的质量和设计直接关系到游客的导航体验和满意度。 
二是红色景区休息服务设施状况，这涉及到座椅、凉亭、休息区等供游客休息的设施。问卷评估了

游客对这些休息区的清洁度、舒适度、数量和分布的满意度。休息设施的充足性和质量是提升游客体验

的关键因素。 
三是旅游餐饮质量及服务水平，包括餐饮服务的口味、卫生、价格和服务态度。餐饮体验是旅游体

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影响着游客的整体满意度。 
四是旅游住宿质量及服务水平，涉及住宿设施的清洁度、舒适度、安全性以及前台服务等。优质的

住宿服务不仅能够提升游客的住宿体验，还能促进旅游目的地的正面形象。 
五是旅游购物条件及服务水平，包括纪念品商店的多样性、商品质量、价格合理性以及销售人员的

服务。调研的对象主要为频繁开展旅游活动的中青年群体，由于汕尾红色景区并非热门网红旅游打卡点，

进行红色旅游的人数相对较少，所以存在数值小、数据抽样不足等客观现实，但不影响整体评估和频数

分析。 
 

 
Figure 1. Red scenic area signs, road signs and other guide signs 
图 1. 红色景区标牌路牌等导向指示 

 
从图 1 可知，游客对红色景区标牌路牌等导向指示的分布满意度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在对标牌路

牌的清晰度、易读性以及布局合理性进行评估时，我们发现大部分样本的反馈集中在“非常满意”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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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占比达到 30.47%。这表明超过三分之一的游客认为景区的导向指示系统在引导他们游览时起到显

著作用，无论是在信息的传达还是在视觉的呈现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标准。进一步分析，有 16.13%的样本

给出了“一般”的评价。这可能意味着这部分游客虽然能够通过导向指示找到目的地，但可能在某些方

面，如指示牌的位置、大小或者信息的详细程度上，还存在提升空间。此外，12.19%的样本表示“很满

意”，这一比例虽然低于“非常满意”，但仍然显示出较高的满意度。这可能意味着这些游客对导向指

示的整体表现感到满意，但可能认为在某些细节上还有进一步优化的可能。 
 

 
Figure 2. Status of rest service facilities in red scenic areas 
图 2. 红色景区休息服务设施状况 

 
从图 2 可知，游客对红色景区的休息服务设施持有较高的满意度。具体来看，有 30.11%的样本表示

“非常满意”，这一比例显示出相当一部分游客对休息服务的清洁度、舒适度、数量和分布感到非常满

意。这可能意味着景区在提供休息设施方面做得很好，能够满足游客的基本需求，并可能在设计和维护

上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同时，有 25.09%的样本表示“满意”，虽然这一比例略低于“非常满意”，但仍

然表明大多数游客对休息服务的基本条件感到认可。这可能反映出休息服务设施在功能性和可用性上达

到了游客的预期，但在某些细节上可能还有提升的空间。 
从图 3 可知，游客对汕尾地区旅游餐饮质量及服务水平的总体评价是积极的。具体来说，有 30.47%

的样本表示“满意”，这表明大部分游客对餐饮服务的基本标准感到认可。这一比例的高值可能意味着

餐饮服务在口味、卫生、价格和服务态度等方面达到了游客的基本期望。进一步分析，有 27.24%的样本

给出了“非常满意”的评价。这一较高比例的“非常满意”表明，相当一部分游客认为餐饮服务不仅满

足了他们的期望，而且在某些方面超出了预期。这可能是由于餐饮服务在某些特定方面表现出色，如特

色菜肴、合理的价格、或者优秀的服务态度。同时，15.05%的样本给出了“一般”的评价。这一比例相

对较低，但仍然值得关注。“一般”的评价可能意味着这些游客对餐饮服务的某些方面感到不太满意，

但并没有达到严重不满的程度。这可能涉及到餐饮服务的某些细节，如菜品选择的多样性、食物的新鲜

度、或者服务的及时性。 
从图 4 可知，游客对汕尾地区住宿质量及服务水平的满意度整体较高。具体来说，有 31.54%的样本

表示“非常满意”，这一比例的显著性表明大多数游客对住宿体验的多个方面感到高度满意。这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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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ourism catering quality and service level 
图 3. 旅游餐饮质量及服务水平 

 

 
Figure 4. Tourism accommodation quality and service level 
图 4. 旅游住宿质量及服务水平 

 
意味着住宿服务在清洁度、舒适度、安全性以及前台服务等方面达到了高标准。进一步分析，发现 23.66%
的样本给出了“满意”的评价。虽然这一比例低于“非常满意”，但仍然显示了较高的满意度。这可能

意味着这些游客对住宿的基本条件感到满意，但在某些方面可能认为还有提升的空间，例如房间的设施

更新度、服务的个性化程度或附加服务的提供。同时，15.41%的样本给出了“一般”的评价。这一比例

相对较低，但仍然提供了重要的反馈信息。“一般”的评价可能反映出这部分游客对住宿的某些方面感

到不太满意，这可能与房间的隔音效果、服务的响应时间或整体的住宿环境有关。 
从图 5 可知，游客对汕尾地区旅游购物条件及服务的整体评价是积极的。具体来说，有 31.54%的样

本表示“非常满意”，这一比例的显著性表明大多数游客对购物体验的多个方面感到高度满意。这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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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ourism shopping conditions and service levels 
图 5. 旅游购物条件及服务水平 

 

意味着购物条件和服务在多样性、商品质量、价格合理性以及销售人员的服务等方面达到了高标准。

进一步分析，发现 23.30%的样本给出了“满意”的评价。这一比例虽然低于“非常满意”，但仍然

显示了较高的满意度。这可能意味着这些游客对购物的基本条件感到满意，但在某些方面可能认为

还有提升的空间，例如商品的多样性、价格的竞争力或购物环境的舒适度。同时，17.20%的样本给

出了“一般”的评价。这一比例相对较低，但仍然提供了重要的反馈信息。“一般”的评价可能反

映出这部分游客对购物的某些方面感到不太满意，这可能与商品的种类不够丰富、价格不够合理或

服务人员的态度有关。 
小结：大部分游客对汕尾红色之旅持有“非常满意”的态度，但还有一部分游客评价为一般，再度

游玩的兴趣不大。而且在涉及硬件设施与参与体验等问题上，游客评价“一般”的占比多于其他问题，

是当地硬件设施不完善导致的原因。 

3.3. SWOT 分析法 

通过 SWOT 分析揭示了在文体旅产业融合背景下汕尾红色旅游的优势、劣势、机遇与威胁，为

未来汕尾红色旅游连片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明确方向(表 1)。凭借丰富的红色资源和独特的地域

文化，汕尾红色旅游具备巨大潜力。在国家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增长的背景下，汕尾应抓住机遇，

创新旅游产品，提升服务质量，加强营销推广，以实现红色旅游的繁荣与发展，为当地经济和文化

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4. 汕尾地区红色旅游客源市场 

4.1. 目标市场 

汕尾地区红色旅游的目标市场主要聚焦于汕尾籍华侨华人、粤港澳大湾区游客以及国内对红色旅游

和文化、体育、旅游有兴趣的消费者。这些市场群体因地理、文化和情感纽带与汕尾紧密相连，对红色

旅游有浓厚的兴趣和需求。通过深化了解目标市场，汕尾可以更好地定位和发展其红色旅游产业，吸引

更多游客前来体验，推动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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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WOT analysis of re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Shanwei area 
表 1. 汕尾地区红色旅游发展 SWOT 分析 

 优势(S) 劣势(W) 

 SO 战略 WO 战略 

机遇 
(O) 

在文体旅融合背景下，通过汕尾地区体育赛事的影

响力，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和美食文化，共同打造独

特的旅游品牌。通过深入挖掘红色历史，结合现代

科技，提供沉浸式的红色旅游体验；同时推出红色

主题美食，让游客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受红色文化

的魅力。 

抓住国家发展红色旅游的政策机遇，加强与政府合

作，争取支持，促进红色旅游的多元化发展。重磅

推出汕尾“红色 + 美食”“红色 + 乡村”“红

色+古建筑”等文旅融合的创新路线，提高汕尾红

色旅游在市场中的占有率和知名度，打造专属汕尾

的红色旅游 IP. 

汕尾各地区应充分结合自身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

和地域体育文化特色，联合申办或承办国家级红

色体育赛事，以及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可

通过红色体育赛事影响力，实现各地区资源共享

和优势互补，促进连片开发。 

设计一系列富有汕尾特色的红色旅游产品。通过

让游客亲身参与红色活动、体验红色生活，增加

游客对汕尾红色文化的认识和了解，从而提高游

客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增加二次旅游的可能性。 

 ST 战略 WT 战略 

威胁(T) 利用微信公众号、抖音等新媒体平台，突出汕尾红

色旅游的独特魅力和老区新貌，吸引游客目光，增

加客源。 

以海陆丰革命老区为核心，展示建立海陆丰苏维埃

政府、周恩来在陆丰养病和渡海等历史事件，辐射

红色旅游资源，促进区域旅游互助发展。 

整合红色旅游资源，创新旅游产品，举办红色旅游

节事活动，提升市场竞争力，打造知名旅游品牌。 
 

为赛事组织者提供系统的专业培训，将红色文化

教育纳入培训必修课程，围绕红色文化主题设计

体育赛事，并借此契机有效盘活红色旅游资源，

促红色体育发展。 

加强红色旅游软环境建设，通过开展旅游教育培

训、举办旅游服务礼仪和技能比赛等方式，提高

旅游从业人员服务意识和服务技能。 

加强红色旅游营销推广。通过举办全国有影响力

的系列红色旅游节事活动，迅速在全国红色旅游

市场中提升知名度和美誉度，进而达到拓展旅游

客源市场和吸引外来投资的目的。 

4.2. 目标人群 

本研究将红色旅游的目标人群定为研学群体、党建群体和康养群体。 
第一，研学群体。研学旅游，即结合传统课堂教学与多元实践教学的一种教育形式，旨在通过集体

出游等方式将学生带入富有创新的教学环境，激发其求知欲，拓宽视野，丰富社会经验，并提升其综合

素质和实践能力。汕尾地区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这些资源为研学旅游提供了宝贵的素材。鉴于研

学旅游群体的特殊性，在为学生设计红色旅游线路时，应更注重趣味性和生动性，确保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接受红色教育，达到寓教于乐、寓学于趣的效果。 
第二，具有党建需求的群体。红色旅游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辅相成，均为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关键

途径。作为一种独特的、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旅游方式，红色旅游在提升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思想意

识和纪律性方面扮演关键角色，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党和人民事业

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党员教育和党内建设始终占据核心地位。这种需求使红色旅游成为党建活动中的

隐性刚需，为其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设计的红色旅游产品路线需要巧妙融入党建元素，通过增强互动

性和教育性，使干部群众在参观中实现自我提升。这既符合红色旅游的发展逻辑，也展现其长远前景。 
第三，康养群体。随着中国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老年群体成为社会的焦点。旅游已成为他们追求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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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和精神满足的重要方式。特别是那些经历过红色岁月的老年人，对红色文化有着深厚情感。基于充裕

的休闲时间、子女的支持和稳定的经济基础，老年红色旅游具有巨大潜力，为红色旅游提供了新机遇，

不仅能满足老年人需求，还能为市场注入新活力。因此，开发针对老年群体的红色旅游产品与服务是未

来的重要方向。 

5. 汕尾地区红色旅游连片开发的发展策略 

5.1. 汕尾：红色革命与蓝色海岸的绚丽之旅 

汕尾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海洋性气候特征明显，适合居住游玩。这里有壮

族、土家族、畲族等少数民族居住。汕尾海岸线狭长，拥有大片的沙滩海岛，中国优良渔场，构成了“湖、

岛、湾、岬”和“峰、泉、岩、洞”的多样景致。其中，陆丰海岸多沙滩、奇岩怪石、岬角与海湾错落，

阳光、海水、沙滩、福庙独具特色，被誉为“东方的夏威夷”、“粤东明珠”、“粤东旅游的黄金海岸”。

大自然景观与革命文物遗迹交相辉映，构成汕尾市天蓝海阔、风光绮丽的景色。 
针对研学群体，汕尾地区可开发一系列深度体验项目，充分利用其丰富的红色资源和自然景观。在

彭湃故居和周恩来活动居址等重要红色景点，设计沉浸式教学活动，如模拟革命历史事件的角色扮演，

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习革命精神。结合汕尾的自然景观，如金厢银滩和观音岭，开展户外教学和生态研学，

让学生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了解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开发红色文化创新传播项目，利用数字

技术建立虚拟红色博物馆，通过 AR 技术让研学群体在互动中学习红色历史。举办红色文化创作大赛，

鼓励学生创作与红色文化相关的作品，如诗歌、散文、绘画等，并通过线上线下平台进行展示和交流，

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爱国情怀。 
针对党建群体，汕尾地区可以打造一系列红色党建主题活动，以增强党员的党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

育。在重要历史节点，如建党节、国庆节等，组织党员参与“重走红军路”等徒步活动，让他们实地感

受革命先辈的艰苦奋斗。在红色景点建立党建教育基地，提供党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等课程，加强党

员的党性修养。开展红色精神传承活动，如红色故事分享会、革命歌曲合唱比赛，让党员在参与中传承

红色基因。同时设立党员志愿服务项目，鼓励党员参与社区服务、环境保护等志愿活动，将红色精神转

化为实际行动，展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针对康养群体，汕尾地区可以开发康养旅游综合体验区，结合其优美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生态资源，

提供温泉疗养、森林浴、海滨休闲等康养服务。在观音岭、金厢湾等地，建立康养旅游区，配备专业的

康养设施和服务人员，为康养群体提供个性化的健康养生方案。定期邀请医学专家和养生顾问，在康养

旅游区举办健康养生讲座，提供专业的健康指导和咨询服务。结合汕尾的非遗文化，如皮影戏、正字戏

等，开展文化体验活动，让康养群体在体验传统文化的同时，达到身心愉悦的效果。 

5.2. 海陆丰：红色传承与多元文化的交融之旅 

汕尾是全国十三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作为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

权诞生地和广东唯一一个全域革命老区，汕尾的四个县(市、区)都是一类革命老区县。汕尾背山面海，融

合了闽南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广府文化，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海陆丰文化”。 
针对研学群体，海陆丰地区可以依托其深厚的红色文化和多元的地域特色，打造一系列具有教育意

义和文化体验的旅游项目。围绕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开发红色研学旅游项目，如设立红色历史主

题公园，重现革命时期的重要场景和事件，让研学群体在实地考察中感受历史氛围。结合海陆丰地区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皮影戏、正字戏等，开展非遗文化体验课程，让学生亲手制作影人、学习戏曲表演，

深入了解和传承地方文化。开发红色主题的创意工作坊，鼓励学生利用当地文化元素进行创新设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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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红色主题的手工艺品、纪念品等，既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也推广地方特色文化。 
针对党建群体，海陆丰地区可以利用其作为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诞生地的独特地位，开展一系

列党建主题教育活动。可以组织党员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如彭湃故居、周恩来活动居址等，通过现场教学

和互动体验，加深党员对党史的理解和认识。结合海陆丰地区的多元文化，开展党建文化节活动，如红色

主题的文艺演出、革命历史讲座等，丰富党员的精神文化生活。可以设立党员志愿服务项目，鼓励党员参

与到社区服务、文化传承等活动中，将红色精神转化为服务社会的实际行动，展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针对康养群体，海陆丰地区可以依托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生态景观，开发生态康养旅游项目。在高

螺湿地公园、大湖滨海生态旅游区等地，建立生态康养基地，提供观鸟、徒步、瑜伽等亲近自然的活动，

让康养群体在享受自然美景的同时，达到身心放松的效果。结合海陆丰地区的传统养生文化，开发养生

体验项目，如中医理疗、药膳体验、太极健身等，为康养群体提供全面的健康管理服务。举办健康养生

讲座和工作坊，邀请医学专家和养生顾问，分享健康养生知识，引导康养群体形成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

海陆丰地区康养项目不仅能够为康养群体提供高品质的旅游体验，还能够推广健康养生的理念，促进地

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5.3. 打造红色品牌，创立旅游 IP 

陆丰皮影戏是中国三大皮影系统之一的潮州影的唯一遗存，拥有浓厚的民族艺术特色。将其用作设

计原型，开发可爱的卡通动画形象，不仅能够融合当地的红色历史，塑造“小小红军”这样的虚拟形象，

还能通过这一形象作为虚拟导游，在线上与青少年群体互动，提供红色景区讲解和历史教育。在周恩来

居住过的地方，面向青少年群体，可以推出《听“小小红军”讲周恩来总理的故事》；或者开发海陆丰

当地红色英雄事迹的故事编成皮影电影，如林铁史、张威、彭湃等红色英雄的生前故事。此外，以“小

小红军”为主题的皮影电影和特产代言，也能有效推广当地的红色文化和特产。 

5.4. 携手乡村旅游，开发红色旅游商品 

结合红色旅游与乡村观光旅游的开发，可以进一步增加旅游的吸引力。通过开发具有农业特色的纪

念品，如植物标本摆件和书签，以及提供定制版地图和任务小册子，通过参与体验农活，学习农业科技

与红色知识等小任务获取盖章打卡记录，在离开乡村旅游景区时，可凭盖章的数量兑换或优惠购买价值

不等的旅游纪念品，如含邮资的景区明信片、景区纪念邮票、钥匙扣、U 盘、贴纸等。鼓励游客参与农

活和学习红色知识，不仅丰富了游客的体验，也促进了旅游商品的销售。 

6. 总结 

通过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和 SWOT分析法，深入探讨了汕尾地区红色旅游的发展现状及其资源分布。

研究发现，汕尾地区在红色旅游方面具有显著的地域文化和历史资源优势，但也面临资金短缺、保护不

力和创新性不足等挑战。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策略，旨在通过创新旅游产品、加强营销推

广、提升服务质量、举办节事活动和开发红色旅游商品，推动汕尾红色旅游的连片开发。这些策略不仅

能够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互动性，还能增强汕尾红色旅游的市场竞争力，形成积极的口碑效应，吸引更

多游客，最终实现红色旅游与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共同繁荣。通过本研究，期望为文旅游融合背景下的红

色旅游连片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为其他地区红色旅游的连片开发提供可行的模式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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