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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土地文化是最具闽西个性特色和品牌效益的地域文化，它是一种软实力，在促进闽西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彰显。弘扬红土地文化，为闽西融入海西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营 

造健康有序的和谐社会环境，开发利用红土地文化资源又成为新时期闽西经济发展的助推剂。因 

此，要提升红土地文化软实力，必须增强文化自觉自信，树立红土地文化品牌意识；整合区域资 

源，做大做强红色旅游；创新体制机制，助推红色文化产业发展；强化人才培育，打造高素质的 

人才队伍，将红土地文化资源转化为推动闽西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 

[关键词]红土地文化；软实力价值；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t文章编号]1673—9477(2012)04—0068—05 

福建省是文化资源大省，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 

和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以古田会议精神为核心的 

红土地文化是最具闽西个性特色和品牌效益的地域 

文化，它是闽西一笔宝贵的财富，也是一种文化优 

势。当前，国与国之间的发展层面都已将文化资源 

的作用提升到 “软实力”的高度，文化软实力是综 

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也证明， 

某一区域发展的潜力和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该区域文化软实力的强弱。对于闽西来说，红土地 

文化是闽西区域文化的核心，提升红土地文化软实 

力是实现本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

、 红土地文化软实力的主要内涵与要义 

(一)红土地文化资源的主要内涵 

红土地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一种 

社会文化现象，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 

代领导闽西老区人民共同创造的革命文化，是中国 

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闽西是全国著名革命老 

区，原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块红色的土地 

赢得了 “红旗不倒”光荣赞誉。在这里，留下了毛 

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从事伟大革命实践的深深印记，毛泽东 

同志写下了 《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才溪乡调查》等光辉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 

重要发祥地，还是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在长期革 

命斗争实践中，闽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培 

育出具有特定历史意蕴和独特内涵的红土地文化。 

红土地文化资源作为文化资源 的一种特殊类 

型，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特定的物质载体和丰富的 

精神指向，即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性质。具体地 

说，红土地文化资源包括革命战争年代在闽西形成 

的革命史料与文物、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以及 

烈士陵园等实体性革命遗迹以及这些物质载体所承 

载的革命精神、革命传统、革命历程等非实体性精 

神财富。据统计，闽西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5处，福建省级文保单位有 35处，县级文保单位有 

235处。现存于闽西各地博物馆、纪念馆内的文物就 

有 2万多件，一级品 33件，二级品 326件，三级 

品 14414件，其中革命文物 1．6万件 。这些众多 

革命旧址、革命文物是红土地文化物质产品的现实 

体现，是红土地文化活动方式的载体。而这些物质 

载体所承载的精神内涵，是红土地文化深层内在的 

表现，是红土地文化的主体和精髓。红土地文化的 

精神内核是以古田会议精神为核心的红色精神，其 

实质是 “坚定革命信念、敢为天下先的革命乐观主 

义精神，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和乐于奉献的爱国主 

义精神’’ 。 

(二)红土地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红土地文化软实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 

分，其构成要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

是红土地文化的凝聚力。红土地文化是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它蕴含着丰富的内涵， 

体现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的进取精神，勇于牺牲、 

无私奉献的爱国精神，立足实际、勇于实践的创新 

精神，热爱人民、以人为本的为民精神。它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内在的联系和相同的价值理 

念，其内涵在本质上是相互契合的，成为当今一种 

主流文化，具有不可抗拒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近几 

年来，龙岩红色旅游的 “井喷”现象，《红色摇篮》、 

《邓子恢》等在央视和地方台的热播，使红色主旋 

律传唱大江南北，它彰显了红土地文化具有超越时 

空的巨大凝聚力与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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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红土地文化的传播力。红土地文化诞生于 

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时期，来源于毛泽东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闽西的革命实践，与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一脉相承，具有特定的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 

观。同时，它的历史生成、传承与创新，都未曾离 

开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红土地文化不仅具有特定 

的历史内涵，更具有与时俱进、价值永恒的普遍意 

义，它以历史的包容性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 

精华，又以开放的姿态吸纳先进的外来文化，是当 

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土地文化这种 

兼容并蓄的精神特质，既有利于促进传统文化与当 

代文化的融合，又有利于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 

将其合理因素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展现给世界，不 

断提高我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三是红土地文化的生产力。文化生产力是红土 

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包括直接的生产 

力和间接的生产力。间接的生产力是指其内在的价 

值观对实践主体的精神动力作用，直接的生产力是 

指生产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的一种能力，表现 

为实践主体充分挖掘红土地文化资源并将其开发成 

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将文化资源在转变为经济资 

源，以促进红色文化产业的发展。总之，红土地文 

化生产力就是把潜在的文化影响力转变为现实的区 

域竞争力，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劲 

动力。 

二、红土地文化资源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价值体现 

红土地文化凝结着闽西发展的历史，由于其所 

具有的凝聚力、感召力、影响力和辐射力等内在特 

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它也必将开拓着闽西发 

展的未来。在新的历史时期，以古田会议精神为核 

心的红土地文化对于闽西融入海西建设的价值 日益 

彰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弘扬红土地文化为推进闽西发展提供强大的 

精神动力 

唯物史观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 

济的反映，并给予政治和经济以重大的影响，但这 

种影响必须通过群众实践才能实现。红土地文化资 

源是蕴涵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 内 

容，其每一个物质载体 (如革命遗址、遗迹和文物) 

都折射出革命前辈和革命先烈坚定的理想信念、敢 

为天下先的开拓创新精神、艰苦奋斗和积极进取精 

神等，这些品质曾经都是闽西人民战胜各种困难， 

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强大精神支柱。当前，闽西 

要融入海西建设大局，实现自身跨越发展，必须充 

分开发人的精神资源，激发人的活力，以加速经济 

和社会建设的发展。红土地文化资源特有的凝聚力 

和感召力的特质，是对人们进行精神教育的有效载 

体。通过它来构建人的精神世界，能使人们进一步 

反思革命前辈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 自己的正确 

价值 M标和理想追求，能有效地凝聚力量，调动大 

家投身海西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始终 

保持奋发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实现社会需 

要与个人价值的统一，最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 

神动力。正如毛泽东所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 

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 

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 

量 。’’ 。 

(二)弘扬红土地文化，为构建和谐闽西提供重要 

支撑 

文化软实力是社会和谐力的重要支撑 。同样， 

红土地文化软实力对和谐闽西的构建也有着重要的 

价值，这价值主要是通过社会政治的整合、人际关 

系的协调和利益矛盾的化解而实现。首先，从政治 

价值来看，红土地文化资源作为与中国共产党结伴 

而生的产物，她内在地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 

意识和政治行为，所体现与维护的是党和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通过主体对红土地文化的学习、宣传 

和研究，以达到 “传播政治意识、引导政治行为、 

造就政治人才、和谐政治关系、推动政治稳定、促 

进政治发展”  ̈ 等作用。弘扬红土地文化，发挥 

其政治引导功能，能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使上下团 

结一致、共谋发展。其次，红土地文化资源具有利 

益矛盾调整功能。和谐社会的构建，最主要的是人 

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人际的和谐是社会稳 

定的重要条件。当前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主体 

日趋多元，利益矛盾 日趋复杂，统筹协调各方利益 

关系难度加大，使得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面临较为复 

杂的新形势。红土地文化资源中蕴藏着丰厚的道德 

内涵，凝结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血与火的战争 

年代，革命先辈们用自己的言行诠释 “国家民族整 

体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和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人生价值观，他们成为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 

会关系的典范，他们身上彰显了集体主义和爱国主 

义精神。因此，在和谐闽西的构建中，我们要善于 

借鉴和吸收红土地文化的有效资源，强化利益主体 

和谐合作的观念，引导其正确认识发展过程中出现 

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为形成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服 

务，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协调和利益矛盾的缓和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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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解决，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开发红土地文化资源是新时期闽西经济发展 

的助推剂 

红土地文化资源不仅能为和谐闽西的构建提供 

精神动力和重要支撑力，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开发红土地文化资源可以为闽西区域发展提供新的 

经济增长点。红土地文化具有 良好的知名度和品牌 

效应，它催生了红色文化产业的发展，尤其是红色 

旅游业的发展。闽西的红色旅游资源，以上杭古田 

会议会址最为知名。据统计，红色圣地古田2010年 

接待游客达 103．6万人次，2011年累计接待游客 

122．79万人次，同比增长 20．2％。2012年 1—6月， 

龙岩全市接待游客 779．18万人次，同比增长 20．1％， 

实现旅游总收入 58．54亿元，同比增长 21％。其中， 

古田会议会址旅游区接待游客 67．2万人次。红色旅 

游的持续升温，已经成为闽西革命老区新的经济增 

长点。一是它带动了基础设施和城乡建设发展。近 

几年，龙岩的基础设施发展很快，正在成为闽粤赣 

交通枢纽。冠豸山机场开通数条航线，建成了赣龙 

铁路和漳龙、龙长和永武高速公路及龙厦快速铁路， 

实现了闽西县县通铁路、县县通高速。红色旅游的 

开发也促进了小城镇建设，它带动了村道改造，加 

快了 “村村通”道路建设和旅游景区内各项基础设 

施建设，以及村社环境整治等。反过来，便捷的交 

通和 良好的环境又促进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二是红 

色旅游为老区人民打开了致富路。它带动了餐饮住 

宿、商贸服务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培育了特色产业 

链。比如，依托古田会址景区发展起来的五龙村， 

重点开发了 “五甲红军客栈、白莲塘知青人家、邓 

家坊客家山居、五龙山庄、五龙谷宿营地和瓜豆采 

摘园、生态农业观光园、农事活动园、莲花园、黄 

酒文化园”等景点，红色旅游促进乡村旅游和生态 

旅游的融合发展。五龙村村民在自家门口搞农家餐 

饮，开办 “红军客栈”，开发 “红军可乐”品牌米酒， 

编排民俗歌舞，开辟知青人家等项 目，2012年 1-6 

月，五龙农家乐接待游客 28万人次。农家乐为农村 

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机会，村民的收入也逐年增长。 

总之，红色旅游成为一项惠及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 

展及老区人民的经济工程。 

三、提升红土地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选择 

红土地文化资源内涵丰富，价值永恒，深入研 

究和探索红土地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途径和方法， 

是实现红土地文化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内 

在要求，是提升红土地文化软实力的必然选择。 

(一)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树立红土地文化 

品牌意识 

文化 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对文化意义、地位和作 

用的深度认同，以及对文化生命力的信念信心，文 

化自觉 自信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价值认同。以古田会 

议精神为核心的红土地文化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文化 

资源，具有独特性和稀缺性，它已成为海峡西岸经 

济区最具影响力的软实力资源，是福建省第一政治 

品牌。今天我们要提升红土地文化软实力，必须将 

其作为品牌来开发保护，应通过多种途径，增强广 

大群众对红土地文化内在的普世道德准则和行为规 

范的认同，并由认同上升为信念、信仰，由信仰外 

化为文化建设的行为。一方面，龙岩市委市政府应 

充分认识到弘扬红土地文化的重要性，以高度的文 

化 自觉和文化 自信推进红土地文化资源 的开发利 

用，树立文化发展的政绩观，并将对这一特色资源 

的开发利用纳入领导干部工作考核范围，确保红土 

地文化软实力建设各项任务和 目标的实现。另一方 

面，要加强宣传力度，通过多种传播媒介和各种载 

体活动，宣传红土地文化，扩大其社会影响。对于 

普通群众而言，尤其要通过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建设， 

向其普及当年闽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央 

苏区那段艰苦卓绝的奋斗史教育，让闽西人民对中 

央苏区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使其对红土地 

文化充满礼敬和 自豪，从而进一步树立红土地文化 

是闽西品牌的意识，对文化发展前景有坚定执着的 

信念，增强对红土地文化品牌的认同感，并积极参 

与文化建设，勇于担当文化发展和进步的责任。 

(二)整合区域资源，做大做强红色旅游 

发展旅游业是优势资源转变为现实生产力最直 

接最有效的途径之一。龙岩市政府制定了推进旅游 

产业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规划，提出了在 “十二五” 

期间创建中国最佳旅游目的地的目标。目前，闽西 

的红色旅游发展态势良好，但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其一，要进一步整合红色旅游资源，做到 “红红结 

合”。龙岩七个县市区都是原中央苏区县，其中有 3 

个红色旅游景区列入国家 “十二五”红色游规划。 

龙岩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但未形成发展合力。因此， 

要树立 “大古田”理念，以古田会议会址为核心， 

重点抓好 “红军长征第一村”和红四军政治部、司 

令部、前敌委员会旧址等项目的开发，以此带动永 

定暴动和新罗后田暴动遗址的开发，将点连成线， 

打造 “百里红色旅游长廊”。在立足本地的基础上， 

加强区域间的合作，扩大闽粤赣、湘赣闽全国红色 

精品旅游、闽西南福建精品旅游的协作，打造 “无 

障碍”旅游，做到红色旅游资源的无缝对接，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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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成片，形成旅游市场发展的合力。其二，融合多 

种优势资源，综合开发特色旅游产品。闽西是客家 

祖地，长汀是国家历史名城、世界客家首府，永定 

客家土楼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同时，龙岩又是全 

国重点集体林区，森林覆盖率达 73．1％，居福建省之 

首。内涵丰富的客家文化和良好的生态，是龙岩发 

展旅游业的重要资源。在发展红色旅游中，要树立 

立体多元融合的红色旅游观念，将红色文化与客家 

文化、历史古迹文化、生态文化等相结合，做到红、 

绿、古、俗、乡、农等多种旅游类型相融合，丰富 

红色旅游活动的内容，形成多层次、多角度的旅游 

产品组合。这样，延长了旅游产业链和产品生命周 

期，增强了红色旅游文化表现力和吸引力，让红色 

旅游业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并以此促进和带动闽西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三)创新体制机制，助推红色文化产业发展 

文化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但又具有产业 

属性。文化产业是文化软实力的有效载体，红土地 

文化资源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文化产业运作，才能产 

生强大的影响力，提升闽西在海西发展中的竞争力。 

1．构建红色文化产业链 

红色旅游是红色文化产业的龙头，要充分发挥 

红土地文化资源的潜在价值，使其转化为现实的生 

产力，还应将红土地文化融入到文学艺术、广播影 

视、新闻出版、音像制品、数码娱乐等领域，适时 

打造符合 “主旋律”的内容且能被大众所接受的红 

色文化精品，形成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产业链。近 

几年，龙岩市政府拨出专款成立文化精品基金，分 

别拍摄了电视剧 《红色摇篮》、 《邓子恢》，电影 

《古田 1929))，电视文献纪录片 《古田会议》等影 

视作品，出版了 《印象上杭》、《品味上杭》、《多彩 

上杭》等书籍，制作了旅游歌曲 《永远的古田》、《多 

彩上杭》、《年年好．节节高》MTV音乐片，随着这些 

作品在央视和地方台的热播，扩大了红土地文化的 

传播力和辐射力。但从 目前来看，红色文化产业的 

集约化程度较低，总量不大，缺乏独特创意性。在 

发展闽西的红色文化产业链中，除了积极打造红色 

影视文化和出版文化外，还应结合当地客家的民俗 

风情，打造有地域特色的节庆文化；利用 “中央苏 

区网”，开发设计具有时代特点，富有感染力、吸引 

力的红色资源软件，构建红土地文化资源网络文化， 

在网络上打响了知名度；充分运用现代科技，与志 

高神州欢乐园联袂打造能引领文化消费风潮的产 

品，推动高新技术产品与红土地文化资源相结合的 

红色动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2．创新体制机制 

文化产业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扩大红土地 

文化软实力的影响，还需要有一种把资源变实力的 

体制机制。首先，要建立科学有效的文化管理体制。 

政府在文化建设中应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建立专门 

机构，加强对红色文化建设的领导和管理，因地制 

宜制定红色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划，出台产业扶持政 

策，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政策支撑体系。要实现政 

府职能转变，切实推动文化行政部门逐步实现从“办 

文化”为主到 “管文化”为主，由管微观向管宏观 

转变。其次，要探索红色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运作 

机制。积极培育文化市场主体，加强对红色文化产 

业主体的扶持力度，促使其增强市场活力；坚持以 

市场为导向，探索运用市场法则进行融资和开发景 

区景点机制，引导和规范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红色文 

化产业，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文化建设；加强文化产 

品市场和文化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形成多元化的 

开发模式，使全社会都能积极参与和享受红土地文 

化资源开发的整体效益。总之，只有不断创新文化 

体制机制，才能为红色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支 

持和物质保障，从而不断壮大红色文化产业的规模， 

提高红色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增 

强红土地文化的影响力。 

(四)强化人才培育，打造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红土地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依赖于红土地文化资 

源的开发利用的程度，而红土地文化资源的开发利 

用，离不开人的作用。人力资本理论认为 “人力资 

本或劳动力素质过去、现在和今后都将起着重要的 

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 

最重要的是人的素质。因此，强化人才培育，打造 

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提升红土地文化软实力的关 

键。一要重视研发队伍的建设。组建一支以科研院 

所、党史办、高校研究所、革命历史博物馆、纪念 

馆等研究人员为骨干的研发队伍，充分发挥专业研 

究人员和社会开发力量在开发红色资源中的研发作 

用，形成共同开发、联合攻关、各尽其责的开发局 

面 。二要注重提高基层从业人员的素质。规范从业 

人员准入机制，通过举办从业资格培训，加强基层 

红色文化领域从业人员资格管理；通过脱产培训与 

专业培训、委托代培等多种形式定期对在岗人员开 

展教育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政治理论素质和业务 

能力。三要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出台优惠政策， 

吸引专门的文化人才，创立红色文化领域人才奖励 

资金，坚持人才激励与考核相结合，及时奖励各层 

面、各岗位的人才，充分发挥红土地文化资源开发 

利用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带动辐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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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choice of improving 

revolution culture 

the soft power ofred 

LIN M ei—zhen，ZOU Guan—Xiu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Longyan University,Longyan 364012，China) 

Abstract：The red revolution culture is a regiona1 culture that has the most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brand 

effect in the western Fujian，which is a soft power and plays a progress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Carrying forward the red revolution culture，providing spiritual power for building of the economic zone 

on the west coast of the Taiwan Straits，creating a healthy and harmonious social environment，and taking the fu11 

use of resources of red revolution culture become the roll booster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m 

Fujian in the new era．Therefore．to improve the sofl power of red revolution culture，we must strengthen the 

culture cOnsciOusness and self-confidence．and establish the brand cOnsciOusness of red revolution culture。must 

integrate regional resources and prosper the red revolution tourism．must innovate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and 

booster the development of red revolution culture industry,must strengthen personnel training，and build a 

high—quality personnel team，thus to change the resources of red revolution culture as a real pow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m Fuiian． 

Key words：red revolution culture；the value of soft power；path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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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mporary female college students’gratitude situation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ANG Chun—gang，LIANG Yue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s，Jiamusi University,Jiamusi 1 54007，China) 

Abstract：Since th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re an emotional and exquisite group，the Paper has its own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n their Thanksgiving education．At present．th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gratitude condition is 

optimistic as a whole，but there is still something lacked：easier said than done，lack of unity in knowledge and 

practice，passive Thanksgiving behavior,on—purpose grateful behaviors；different aRitudes between girls from 

social sciences and natural sciences．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varied．including positive factors and negative ones． 

These two kinds of factors influence each other and restrain each otheL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irls’gratitud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giv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th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Thanksgiving education through 

an in—depth survey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ir view of gratitude． 

Key words：female college students；gratitude；present situation；fact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