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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景区经典 IP 让红色文化更年轻

来源：2022 年 7 月 25 日 中国文化报 胡 芳

每年暑期都是红色旅游备受欢迎的时间段，不仅很多家

长在暑期带孩子“打卡”革命旧址，“00 后”“90 后”也

成了红色旅游的新生力量。

红色旅游年轻化趋势显著

一直以来，人们对红色旅游存在一种刻板印象，即红色

旅游是老年人的专利，提到红色景区，总是跟夕阳红旅行团

联想到一起。殊不知，经过多年的沉淀和发展，红色旅游已

经覆盖了不同年龄段的游客，不仅深受夕阳红旅行团的喜爱，

也得到了年青一代的追捧。

中国旅游研究院和马蜂窝自由行大数据联合实验室发

布的《中国红色旅游消费大数据报告（2021）》显示，参与

调查者中，41.7%的游客参加红色旅游的次数达到 3 次以上，

其中 7.1%的游客红色旅游的次数超过 5 次，40%以上的游客

经常、自主选择红色景区参观学习。根据马蜂窝旅游大数据，

红色旅游搜索热度连年增长，其中，京津冀红色旅游区、湘

赣闽红色旅游区和沪浙红色旅游区的热度增长最高。

在 2021 年公布的数据中，参与红色旅游的“00 后”“90

后”的“Z 世代”人群总数已经占比 51%以上，相较于 2019

年增长了 2个百分比，红色旅游正呈现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



前不久，携程发布《2022 年上半年红色旅游大数据》，

从红色景区的游览客群年龄来看，红色旅游用户年龄主要以

“80 后”“90 后”为主，分别占比 41%和 26%。这一数据表

明，年轻群体参与红色旅游的比例显著提升，已经成为红色

旅游的主力军。

无论是家庭亲子游、红色研学游，还是一个人出发的说

走就走的旅行，感受红色文化、分享红色之旅，成为很多人

的日常选择，看革命动漫、读革命书籍、逛革命景点蔚然成

风，看红色演艺、买红色文创产品也日渐成为年轻人的一种

新潮流。

“红色+”融合业态引领新消费

受疫情影响，近郊游、周边游成为很多消费者的新选择，

从《2022 年上半年红色旅游大数据》报告中，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趋势。数据显示，暑期红色旅游景区门票增长 5 倍；88%

的游客选择本地周边红色旅游；今年红色旅游周边本地客比

例增长超四成；上半年 88%的游客在携程预订“本地+周边”

的红色旅游景区门票。

红色旅游本地周边化，让我们看到一种趋势，即红色旅

游正朝着大众化、“家门口”的常态化旅行发展。这其中，

“80 后”的消费拉动是显著的，从“80 后”红色旅游占比

41%的比例、亲子家庭红色旅游占比近三成的数据中，我们

可以看到“80”后群体对红色旅游的拉动功不可没。

据统计，“红色+”融合业态中，游客最喜爱的是“红



色+影视”，其次是“红色+体育运动项目”，第三位是“红

色+动漫／游戏”，这三项总占比为 40％。在具体项目中，

游客最喜爱的红色旅游项目的类型中，排名第一、第二位的

分别是红色民宿、红色实景演出，两项占比均接近 20％。

对应庞大的“80 后”消费群体，红色景区应该充分考虑、

结合该群体的消费偏好，有的放矢地推出“红色+”融合业

态，吸引更多的消费黏性。

打造经典 IP，增强审美认同

针对年轻群体和亲子游，应该用足用好“红色+影视”

“红色+动漫／游戏”“红色+演艺”等手段，加大年轻人和

儿童喜欢的沉浸式体验项目比例，用以拓宽红色文化传播渠

道，拓展红色文化影响力。

“红色+演艺”项目能让红色故事通过更直观的方式快

速进入人们视野，入脑入心，充分挖掘红色资源的文化价值，

除了现场观看，其视频作品传播还能突破时空限制，扩大红

色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通过科技手段加强“红色+演艺”

项目的互动性，让游客在融入剧情的同时，深度体验红色故

事中的情境，经历一场身心都被红色文化洗礼的旅程，这样

的效果要比说教有成效得多。

此外，红色文创也是吸引游客、加强旅游体验的重要媒

介。红色旅游纪念品早已有之，以前多为一些纪念币、挂件、

雕像摆件等。随着年轻人对红色文化越来越热衷，红色文创

产品也开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潮流化和年轻化方



面做出一系列探索，引发了红色文创产品研发热潮。

找准红色旅游景区历史文化和潮流文化的结合点，在流

量和口碑上做文章，应该是红色文创产品的研发方向。在此

过程中，如何运用好当代设计语言，用好新颖别致的奇思妙

想，是红色文创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 300 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十

四五”时期我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数量有望进一步扩大、内

涵将更加丰富、覆盖范围将更广，更加需要红色经典 IP 为

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发展赋能。

“红色+”产业的发展，既需要好的 IP，也需要审美认

同。打造“红色+”IP，尤为需要对红色文化内涵进行深入

理解和现代阐释，注重提炼红色资源核心要素，加强创意创

新，增加数字化研发和科技感，进行年轻化、潮流化的设计，

才能加强对年轻消费群体的吸引力。在 IP 转化方面可以不

拘一格，善于运用歌舞剧、话剧、儿童剧等不同的艺术形式

来展现红色故事，用好红色旅游文创产品，深入挖掘当地历

史、文化，开发出符合游客心态和审美的有特色、有新意的

独创性旅游产品，使红色旅游景区及红色演艺、红色文创产

品的开发得到更多游客的青睐，从而让红色价值观愈发深入

人心，让红色文化的传播越来越广。



小镇建起 63 座博物馆
一个“文博＋文旅＋文创”的融合发展样本

来源：2022 年 7 月 27 日 四川日报 吴梦琳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确定 12 家旅游景区为

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的公告》，四川再添一家国家 5A 级旅游

景区——四川省成都市安仁古镇景区，全省 5A 级旅游景区

总数达到了 16 家。

能够在全国激烈竞争中获得中国旅游景区等级评定的

最高“成绩”，拿下这块金字招牌，实属不易。据了解，安

仁古镇也是目前我省 5A 级旅游景区中唯一一个古镇类旅游

景区。

从 2015 年正式启动创建工作以来，安仁发展起了 63 座

博物馆，形成全国最大民营博物馆聚落，成为名副其实的“中

国博物馆小镇”，并探索出了一条“文博+文旅+文创”的创

新融合发展路径。

一个小镇建起 63 座博物馆

夏日氤氲中，绿树掩映之下，安仁古镇青砖黛瓦的老建

筑们无声“讲述”着百年前这里的盛极一时。

安仁地处成都平原西部，因拥有大大小小的清代、民国

时期老公馆 27 座而闻名，也是全国规模最大、保存完好的

老公馆群落。在这之中，以刘氏庄园为最盛，占地 7 万余平

方米，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浓缩着近现代川西平原那一段



风云历史。

安仁的另一张重要名片，是中国博物馆协会命名的全国

唯一的“中国博物馆小镇”。在这里，有着全国最大的民营

博物馆聚落——建川博物馆聚落，包括综合陈列馆、辉煌巨

变改革开放陈列馆、国防兵器馆、新中国瓷器馆、长江漂流

馆等，场馆规模、藏品数量、藏品种类等都在国内非国有博

物馆中首屈一指。

不仅如此，大邑县安仁古镇旅游发展管理委员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近年来，安仁牢牢抓住“中国博物馆小镇”这一

核心优势，编制《安仁文创文博集聚区产业总体规划》《安

仁文创文博集聚区总体规划》等，以建川博物馆聚落、刘氏

庄园博物馆为核心，在充分利用老公馆资源基础上，发展了

唐卡博物馆、钱币博物馆、咖啡博物馆等一批小而微的特色

博物馆，目前已形成拥有 63 座博物馆的现代博物馆聚落。

走进一座老公馆，里面正是一座特色博物馆。这样的活

化利用，打破了公馆的“多馆一面”，变身为数量丰富各具

特色的博物馆、展览馆，共同构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精神

世界”，让游客可以穿梭在不同“时空”之中。

“三文”融合探索文旅消费新场景

不论是老公馆还是博物馆，在传统发展模式中都更趋向

于静态。基于此，在创建 5A 级旅游景区过程中，安仁创新

提出了文博、文旅、文创“三文”融合的发展路径，打造新

业态的消费场景。



大邑县安仁古镇旅游发展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公馆老街区域本着“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完全可逆”原

则，改造建设了今时今日安仁演艺综合体、华公馆文博展示

综合体、方知书房生活美学体验综合体、天福美院音乐文创

综合体、非遗文化体验等新型文旅消费体验综合场景。

其中，今时今日安仁演艺综合体，由杨孟高公馆、刘元

琥公馆、刘元瑄公馆、陈月生公馆 4 个老公馆组成，共同组

成实景演出《今时今日安仁》的四幕演出空间。在这些穿越

历史风云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中，游客以行走式观看的方

式，进入抗战时期一个关于家国情怀的动人故事中，已成为

如今游客来到安仁重要打卡项目之一。

去年上线的《今时今日安仁·乐境印象》沉浸式戏剧，

则在实景演出基础上再度升级，引入“剧本杀”玩法，两天

一夜的历程，让游客不仅仅是看表演，更能亲身参与到情景

中，成为故事中的一角，开创了全新的体验。

让文博资源充分“活”起来，近几年来，安仁引入和孵

化“旅游+科技、旅游+网络视听、旅游+音乐、旅游+会展”

等新业态，不断丰富“博物馆+文旅消费”场景体验。

“如今我们已孵化了《今时今日安仁》《我是川军》等

演艺作品 20 余部，推出安仁白瓷、安仁文创雪糕、安仁君

系列文创衍生品 100 余个。”该负责人介绍，并形成了“穿

上旗袍去安仁”、安仁双年展、文化名镇博览会等系列品牌

活动。



如今的安仁古镇，已有不少外来的艺术家、创业者等成

为“新镇民”，例如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就常常在社交

网络平台分享自己在安仁生活的日常，与出生、生长在这里

的本土居民们的各种互动。

在安仁古镇发展过程中，定位为“生活着”的古镇——

不对原住民进行迁建，而是与原住民共建共享共治，让“居

民变景民”。据统计，2018 年以来，安仁“三文”企业吸纳

就业、带动辐射 1.6 万农村居民成为“新景民”，拉动当地

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从 1.8 万元提升至 3.2 万元。

记者观察

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是我国景区建设的最高标准，对

景区各方面综合考评都有着最严格的要求。随着安仁古镇的

入选，我省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达到 16 家，数量位居全国前

列。

仔细梳理这份名单，能够看出，安仁古镇作为我省第一

个入选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的古镇类景区，某种程度上也代

表着我省文旅发展的一个“缩影”：从资源型景区，到通过

现代化文旅融合发展理念打造而成的景区。

实际上，放眼全川，历史悠久胜于安仁的古镇并非没有。

安仁为什么能够入选？其一大核心优势或许在于，安仁古镇

对于民国公馆老街、刘氏庄园博物馆、建川博物馆三大核心

资源整合运用，在已有优势基础上进一步突出，打造全国最

大的民营博物馆聚落，并形成文博、文旅、文创“三文”融



合的文旅特色小镇发展新路径，成为文博资源活化利用的一

个独特样本。

在这个样本中可以看到，坚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有机结合，既让历史留下的老建筑等宝贵遗产

“活”起来，也为如今的游客走进历史、感受传统提供了有

效路径，形成了全方位、多感官的现代文旅新体验。

四川省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市场吸引力来看，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安仁一个镇上已经有

了国际品牌酒店，年游客量超过 200 万人次，已成为集观光

游览、度假休闲、特色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旅游目的地，也

是成都和四川重要的旅游接待基地。

（编辑 杨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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