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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 culture, as the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of the Chinese nation, carries the glorious course of the Party, revolutionary history and 
fine tradition. It is not only the spiritual power to encourage the people to move forward, but also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strengthen their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inherit the red gene. It contains rich historical connotation and the value of The 
Times. In the new path of help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it can not only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impetus of rural culture, 
but also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the rural economy and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gathers his own work experience and research results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value and strategy of red cultural 
archives resources to help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and interprets its value combined with local practice cases, hoping to be 
helpful and inspire the relevant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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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档案资源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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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承载着党的光辉历程、革命历史和优良传统，不仅是激励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动
力，更是中华儿女坚定文化自信、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源泉。它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在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的新路径上不仅能够激发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还能为乡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推动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基于此，笔者
集合自身工作经验与研究成果，对红色文化档案资源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与策略进行深度剖析，并结合本地实践案例
诠释其价值所在，希望能够对相关人士有所帮助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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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一些乡村地区的传统文化逐

渐淡化，乡村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受到威胁。因此，如何

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档案资源就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

课题。论文基于红色文化档案资源，对其现实困境与优化策

略进行研究。

2 红色文化档案资源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机制

2.1 价值引领机制
图书、期刊、报纸、档案与手稿等红色文化档案资源

是我党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承载着先辈们的革

命精神和奋斗足迹，这些资源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

值，更是乡村文化振兴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红色文化档

案资源中所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等革

命精神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精神支柱，通过对红色文化中

的优秀道德观念的深入挖掘与广泛传播能够潜移默化地影

响乡村居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培育出更加文明与和谐

的乡风民风。同时，红色文化资源为乡村文化注入了鲜活的

历史元素与深厚的精神内涵，拓宽乡村文化广度与深度的同

时也进一步提升了乡村的文化软实力 [1]。

2.2 产业驱动机制
红色文化档案资源作为乡村文旅融合及文化产业发展

的重要支撑，对其加以整合并融入红色文化旅游领域内可以

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参观和学习，进而带动乡村餐饮、住宿、

交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在产业机制形成过程中，乡村文化

部门要对当地红色文化档案资源进行全面摸底与调查，对其

种类、数量和质量加以明确；通过科学方法与手段对这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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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进行挖掘、整理和保护，并在整合过程中形成具有地方特

色的红色文化资源库。在红色文化与产业融合过程可以将红

色文化元素融入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影视制作等多个领域，

并通过开发红色旅游线路、打造红色文化创意产品、举办红

色文化活动等方式将其转化为经济优势，进而推动乡村产业

的多元化发展。

2.3 人才培育机制
应大力推进红色文化在校园、社区、乡村的普及教育

活动，旨在提高乡村居民的文化修养和艺术鉴赏力为乡村文

化振兴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同时，利用广东红色文化档案

资源的独特魅力吸引更多人才回归家乡创业，为乡村文化振

兴增添新的动力和活力。为此，需制定并落实一系列优惠政

策如创业资金扶持、税收优惠政策、住房补贴等，以吸引外

出务工人员、大学生、企业家等优秀人才返乡投资创业，携

手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2.4 社会治理机制
广东红色文化档案资源所蕴含的团结协作、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的精神力量可以显著提升乡村居民的集体认同感

与归属感，有力推动乡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在此基础

上，应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加强乡村社会治理，深入挖掘

红色文化中的法治智慧、民主意识、清廉品质等精髓，为乡

村社会治理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与价值取向。通过将红色文

化与乡村治理有效融合有助于不断健全乡村治理机制，全面

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进而为乡村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

3 红色文化档案资源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现
实困境

3.1 资源开发利用模式单一
红色文化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确实面临着传统形式单

一、缺乏创新的问题，传统的展览和讲解方式往往让游客感

到枯燥乏味，难以激发他们的兴趣和共鸣。同时，一些乡村

地区在开发红色文化资源时缺乏系统的规划和整合，导致资

源呈现碎片化状态，难以形成整体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这不

仅对红色文化档案资源的传播和影响力有所限制，也影响了

乡村文化振兴的进程 [2]。

3.2 专业人才稀缺
红色文化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需要专业的人才进行挖

掘、整理、保护和展示，但一些乡村地区受到地理位置偏远、

经济条件有限等原因而难以吸引和留住专业人才，导致红色

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受到人才瓶颈的制约，难以达到预期的

效果。

3.3 基层治理参与力度薄弱
红色文化在融入基层治理体系进程中的力度略显不足，

部分乡村地区在推进红色文化振兴时未能将其与基层治理

工作有效衔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红色文化的传播范围

和影响力。此外，基层群众对红色文化的认知程度和参与热

情不高，也成为制约红色文化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充分发挥作

用的关键因素 [3]。

3.4 宣传教育方式缺乏新意
在红色文化宣传教育方面，一些乡村地区让人采用较

为传统的说教方式，缺乏创新与互动性而致使宣传教育效果

不尽如人意，难以点燃群众的热情与兴趣。此外，部分宣传

内容未能贴近群众实际生活，缺乏针对性与实效性，这无疑

削弱了红色文化的传播效能。为提升红色文化的感染力和影

响力，乡村地区亟须探索更加生动、富有创意且贴近民生的

宣传教育方式。

4 红色文化档案资源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优
化策略

4.1 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针对保护和传承红色文化需要制定周密且科学的保护

规划，特别关注革命遗址、纪念馆、名人故居等关键红色文

化档案资源的维护与修复，同时，加强红色文化档案资源的

管理至关重要，必须构建健全的保护管理制度以保障这些宝

贵资源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历史深度得以长久留存。此外，

还应深入挖掘并有效利用红色文化档案资源的丰富内涵与

珍贵价值，将其融入乡村旅游项目的开发中，推动乡村文化

建设的不断深入以及促进乡村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实现红色

文化资源与乡村发展的深度融合。通过这一举措，不仅能够

展现红色文化档案资源的教育意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还

能强化其社会功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的活力与内涵从

而实现红色文化与地方发展的双赢局面。

4.2 推动红色文化产业发展
应出台并执行一系列优惠措施加大力度支持红色文化

产业的发展，大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到红色文化产业的建设

中来。此外，还需要增强对红色文化产业的规划和指导，通

过优化其布局结构来提升红色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并

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并创新红色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

需要不断强化红色文化产业的创新驱动力，敢于尝试

新的发展路径以打造具备强劲市场竞争力的红色文化精品。

同时，要积极推动红色文化产业与其他行业的深度融合，比

如与旅游、文化创意、农业等领域相结合携手共建红色文化

产业生态链以此实现产业附加值的提升，为红色文化产业的

蓬勃发展增添更多新动力与契机。

4.3 加强红色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进一步增加对红色文化人才培养的投资，建立一个健

全的人才培养机制旨在打造一支集合了红色文化研究权威、

红色文化旅游管理高手以及红色文化创意人才的精英团队。

同时，也需要加强对乡村教师的红色文化教育训练以提高他

们的红色文化教育素养，为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培养更多

出色的教育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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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应增强对红色文化领域人才引进的重视程

度并加大引进力度，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更

多的优秀红色文化人才来广东发展，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

的动力。

4.4 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方式
应当积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尖端现代

科技手段不断创新红色文化的传播模式，采用打造数字化红

色文化博物馆、开发红色文化专业 App、创作引人入胜的红

色文化短视频等多样化方式来显著提高红色文化的传播效

能与覆盖范围。同时，定期举办红色文化研讨会、红色文

化展览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加强与世界各地的文化交

流与互动，使全球能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的红色文化，

进而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在中国式现代化

的不断推进中乡村文化振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深

入探究广东红色文化档案资源对乡村文化振兴的推动作用

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红色文化档案资源的独特优势，从而为

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强大的精神鼓舞和文化基础。在实践过程

中，应着重保护并合理开发红色文化档案资源，推动红色文

化产业繁荣发展，壮大红色文化人才队伍，不断革新红色文

化传播方式。同时，要敢于开拓新路径，探索红色文化档案

资源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新应用，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下的

乡村文化振兴事业增添更多显著成果。

5 红色文化档案资源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实
践案例

5.1 青云书室重修项目
青云书室是建于清朝嘉庆年间的一所私塾学校，占地

面积约 500m2，距今已有 200 余年。这里曾是当地游氏家族

的人读书的地方，抗战时期则成为东江纵队在博西地区的落

脚点之一，先后被用作东纵青干班、学生班的培训和地下联

络站，为抗战胜利贡献了力量。博罗县政府在全面推进“环

罗浮山”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的浪潮中，青云书室的重修被

提上日程，重修项目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同时注重保留传统韵

味，对现存的旧砖瓦、旧构件进行充分收集再利用，让新农

村焕发古典美。重修后的青云书室主要分为游氏学堂展厅、

革命事迹展厅、研学教育培训厅三大功能分区，成为博罗县

传承红色基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党史学

习教育的重要阵地。图 1 为惠州市博罗县青云书室效果图。

5.2 博罗县委第三任机关旧址重建项目
20 世纪 40 年代，中共博罗第三任县委机关曾在长宁镇

松树岗村水口垅村驻地办公，当时，博罗第三任县委最早的

驻地就设在村民宋佛容的住宅内。宋佛容作为东江纵队地下

交通站的一名工作人员，自愿无偿让出自家的住宅供县委机

关办公使用，但因年久失修，这一革命旧址已经成为危房并

在 2010 年全部倒塌。为了保护和利用这一红色文化资源，

长宁镇启动了博罗县委第三任机关旧址重建项目，重建后的

博罗县委第三任机关旧址将成为又一个重要的红色文化教

育基地，为乡村文化振兴增添新的动力。

图 1 惠州市博罗县青云书室效果图

5.3 石坝镇红色文化资源
石坝镇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如石坝象岭阻击战

场遗址等不仅是石坝镇独特的优势资源，也是乡村振兴中不

可或缺的精神财富。当地高度重视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工

作，将其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通过实地考察走访、产业项

目推进、文旅项目开发等方式充分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

的价值。同时，石坝镇还以石坝象岭阻击战战斗遗址为核心，

打造集“革命教育、文化传承、农旅体验”为一体的综合性

教育培训基地。这种对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不仅能够促进

石坝镇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周边村镇的经济社会

发展，而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的建成也为广大党员和群众提供

更多学习场所和精神家园。

6 结语

展望未来，红色文化档案资源将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发

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我们将继续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的历史内

涵和时代价值，推动红色文化与乡村文化的深度融合，共同

绘制出乡村文化振兴的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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