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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广旅函〔2023〕74号

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关于市政协十三届
二次会议第 132327号提案答复的函

蔡玲玲等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推动中山红色旅游创新升级，助推文明典

范城市创建的建议》（提案第132327 号）收悉。经综合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农业农村局、教育和体育局意见，现答复如下。

第132327 号提案深入分析了中山市红色旅游发展现状，指出

我市红色旅游资源挖掘不够深入、未将资源转化为品牌优势、展

示形式单一、缺乏独特鲜明个性等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对

我市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参考意义。我们采纳建议，并在相

关工作中抓好推进落实。

一、关于加大支持和引导力度的建议

吸收采纳。

近年来，我局出台了《中山市不可移动文物岁修资金管理办

法（试行）》等文件，多措并举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一是摸

清红色革命遗址家底，修缮重点纪念设施。开展红色遗址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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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市 86处红色革命遗址建立革命文物遗产名录和保护档案。联

合市检察院开展红色革命资源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实地

走访红色革命资源，分类整理存在问题并提出修缮建议。开展红

色革命遗址保护巡查，加强红色遗址修缮保护与活化利用，对存

在风险隐患的遗址及时修缮，对有基础、有影响力的遗址重点加

以利用。二是整合全市红色旅游资源。认定86个中山市红色革命

遗址、党史教育基地。编制“畅游中山红色之旅”读本，推出伟人

故里线等 10条红色旅游线路，串联中山主要红色旅游点，融入乡

村美食元素，让游客在缅怀革命先烈的同时，饱览中山乡村风光、

品味特色美食。三是支持鼓励乡村休闲产业经营主体深入挖掘乡

村文化内涵。积极利用伟人故里文旅资源，融合红色文化、香山

文化元素，结合岭南民风民俗与特色农业，举办丰富多样的农事

节庆活动，推动乡村休闲产业精品化、特色化发展，不断拓展农

业功能，助力乡村振兴。如南朗街道左步村通过发展以历史文化

遗迹为特色的乡村旅游，树立了特色精品村形象，是我市主要红

色旅游景点之一。左步村成为乡村旅游网红打卡点后，农产品销

路也得到拓宽，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村集体收入由 2015年的 200

多万元增长到 2022年的 498万元，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35

万元，为全市提供了以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范例。

接下来，我局将加大对红色旅游的支持和引导力度，鼓励符

合条件的乡村和红色旅游点创建品牌，推动红色旅游与多业态融

合发展，丰富红色旅游内容，高标准打造红色旅游景区，提高市

场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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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红色旅游与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建议

吸收采纳。

我局积极指导镇街通过挖掘各类红色革命文物和纪念设施潜

力，通过活化利用让红色文化更加鲜活生动。如黄圃镇以革命老

区石军村和景色秀美横档村为基础，着力打造“横石围红色+生态

旅游带”，积极发展融合红色文化、田园风情、科普教育等元素的

“红色+生态旅游”。三乡镇以当年邓小平同志登山路径为主线，

打造红色景区罗三妹山“不走回头路”主题公园，成功创建为

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并入选广东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打造

中山温泉宾馆改革开放党史学习教育基地，组建由党员干部

和业务骨干组成的宣讲团，讲好改革开放故事和中山温泉发

展史，成为年轻人打卡热点。五桂山街道积极探索“红色＋乡村

旅游”发展之路，利用槟榔山村红色革命老区优势，结合岐澳古道

五桂山精华段、逍遥谷等旅游资源，活化利用珠江纵队司令部旧

址，串联十六烈士纪念碑、中山县行政督导处遗址等申报省级红

色旅游线路，连片打造省级红色旅游体验区，开发融合科普教育、

红色文化、户外体育的研学旅游线路。

接下来，我局将继续深入挖掘红色文化价值，着力围绕“红

色旅游+研学教育”，完善研学旅游产品体系，做大做强研学旅行

体验基地，加快促进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生态旅游、康养旅游

等业态融合发展，不断拓展红色旅游产业链。

三、关于打造智慧化、数字化红色文化体验的建议

吸收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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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我局推出了全新改版的“智游中山”微信小程序，在

原有系统上进一步升级，包含 500多个文旅资源点，汇聚包括红

色旅游点在内的景区景点、名人故居、乡村旅游、公共文化等内

容，设有“景区预约”模块作为景区官方预约渠道，结合中山红

色旅游示范点、孙中山故里旅游区、孙文西路文化旅游步行街、

岐澳古道等特色景区景点、酒店民宿、餐饮名店和公共服务点位，

向游客多角度展现中山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及人文景观，实现景

点一键导航功能，提升自助游服务体验。

接下来，我局将积极扶持沉浸式文旅项目发展，支持鼓励中

山影视城在沉浸式互动影城基础上继续发展“沉浸式旅游+”项目，

以“沉浸式数字文旅体验街区”为产品定位，利用 5G网络和AR技

术，研发元宇宙文旅产品，推出线上线下互动旅游产品。

四、关于因地制宜开展互动体验式活动的建议

吸收采纳。

近年来，中山始终围绕“以活动促进影响，以旅游促进消费”

的思路，不断推动文化旅游基地和景区业态布局，增加互动体

验项目，提升游客参与度。一是结合党建举办专题展览，开展红

色教育。打造一批党史学习教育基地，在市委党校举办常设性大

型展览，围绕革命烈士杨殷、五桂山珠江纵队抗日根据地、民众“四

最”按语、板芙里溪村、三乡中山温泉、罗三妹山“不走回头路”主

题公园等，以图文、视频、实物等素材展现中山各时期红色文化，

增强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对历史文化的认识和体验。二是围绕

重要人物事件题材创作，传承红色基因。以杨殷为题材创作粤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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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朝夕星辰·杨殷》和音乐剧《殷红木棉》，以珠江纵队为题

材策划拍摄《红色记忆》《红色丰碑》等纪录片。结合“文艺讲党

史”“我为群众办实事”推动文艺展演走进五桂山、板芙等镇街，开

展寻找“红色守护人”活动，选出 10位“红色守护人”讲述亲身经历，

穿插文艺表演，营造守护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的浓厚氛围。

三是举办中山市红色故事宣讲大赛。通过真挚而生动的故事语言，

将发生在中山的一个个红色故事变成一段段“声”入人心的艺术作

品, 展现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征程中构筑的伟大精

神谱系。四是开展“绿色暑假”中山历史文化研学游活动。设计

推出包含杨殷故居、中山温泉等红色旅游点在内的多条研学游线

路，市民游客可选取任意一条线路进行打卡，完成后即

可获得一份文旅礼包。

接下来，我局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推动红色文化活

化利用，丰富红色旅游内容，创新红色主题教育活动形

式，将红色革命故事融入沉浸式文旅产品中，提升红色

文旅产品的体验感。

五、关于创新文创产品延伸影响力的建议

吸收采纳。

为推动文化产业高效有序发展，深化文化遗产活化利用，

让文化遗产在生活中更好地应用和传承，推进文创产品通过旅

游市场有效流通，增加旅游市场活力，我们不断延伸打造文创

产品。一是出台《中山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扶持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针对文创产业制定《中山市促进文创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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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细则》，激发创意设计产业发展。 二是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

文创品牌，推动“礼遇中山”在设计研发、选品分类、营销推广等

方面提质升级。三是通过赛事活动广泛挖掘和培育文创领域具有

成长性的企业和项目，举办广东（中山）第十届文化创意设计大

赛，评选出 48个优秀文创作品获奖作品。组团参加第十八届中国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来自 50余家优秀文创企业的

200多件文创精品悉数亮相。

接下来我局将举办 2023年金鼎奖评选活动、广东（中山）第

十一届文化创意设计大赛，促进创意设计与产品制造深度融合，

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

六、关于构建当代人对红色文化深层记忆的建议

吸收采纳。

中山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红色文化资源丰富，我们一直

致力打造红色文化记忆和传承基地。一是积极推动红色文化在

校园传承。每年常态化举行“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传承红

色基因”等主题实践活动，组织中小学生开展红色志愿宣讲、

革命歌曲快闪等活动。以中小学红领巾讲解+巡讲形式，开展广

东省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志愿宣讲行动，在罗三妹山、杨殷故

居拍摄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志愿宣讲视频，开展红色文化进校

园活动。二是搭建宣传矩阵，线上线下合力宣传。将包括中山红

色旅游资源在内的各特色景区景点介绍编入中山全域旅游指南、

手绘图、宣传片，扩大宣传覆盖面。与中国旅游报、中山日报、

中山广播电视台、同程网等合作开展宣传，提升红色旅游资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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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度。以红色旅游为主题，举办中山市小导游大赛和中山市红色

故事宣讲大赛。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推动红色文化进校园，举办

导游大赛等活动，积极营造红色文化宣传氛围。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持续挖掘红色资

源，传承红色基因，丰富红色旅游内容，推动多业态融合，打造

红色旅游目的地，让红色旅游成为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

引擎。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你们对中山文旅工作的关心支持。

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2023年 9月 4日

（联系人及电话： 李凯，88663065，13802663533）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协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农业农村局、市教育和体育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