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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下甘肃红色文化品牌创新策略研究
白奇峰 杨晴晴 肖发展

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甘肃省兰州市，730070；

摘要：甘肃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其自身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充分利用好甘肃

的红色资源优势，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红色文化品牌，并提出相应的创新策略迎合国家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

本文根据数智和红色文化的定义，梳理甘肃红色文化的发展现状，分析甘肃红色文化品牌面临的问题。从用户导

向、技术适配、文化真实性阐述新时代红色文化品牌的设计原则，提出甘肃红色文化品牌与数智结合的策略，从

而更好发挥甘肃红色文化资源在“加强文化自信，传承红色基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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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智背景下甘肃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1.1 数智的定义

数智时代，简而言之就是数字化与智能化高度融合

的新时代。数字化是指将物理世界中的信息、流程和交

互转化为数字形态的过程，其核心是通过信息技术，如

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对数据进行采集、存储、

分析和共享，实现业务或者服务的在线化、自动化和高

效协同。智能化则是基于数字化积累的海量数据与算法

模型，如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赋予

系统感知、推理、决策和自主优化的能力，使其能够动

态适应复杂并解决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

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我们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

动能”。
[1]
数智时代的到来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

方式，甚至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能力，成为推

动全球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

1.2 红色文化的定义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

中逐渐形成的，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持续发展

的精神文化体系。关于红色文化概念的界定和阐释，学

界有很多种论述，本文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将红色文

化界定为两个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指中国共产党带领人

民群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所创造的以革命精神

为核心，以红色历史、红色人物、红色文艺、红色遗址

等为载体的革命文化；第二部分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进行改革和建设进程中形成发展的，以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为指向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兼收并蓄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而形成的文化总和。
[2]

因此，中国的红色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的奋斗历程。

1.3 甘肃红色文化现状梳理

甘肃作为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见证地，红色文化资

源丰富且特色鲜明。全省现存革命遗址遗迹 800 余处，

涵盖红军长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等多个重大历史节点，

如会宁红军会师旧址、南梁革命纪念馆、腊子口战役遗

址等国家级红色教育基地。这些资源不仅承载着“长征

精神”“南梁精神”等宝贵精神财富，更通过数字化保

护、遗址修缮等工程实现系统性保护，形成了以陇东南

革命老区为核心的红色文化网络。

在传承利用方面，甘肃探索融合发展的模式。政府

主导的“红色基因传承创新示范区”建设持续推进，通

过打造红色研学线路、开发沉浸式实景演出、建设数字

展馆等方式活化历史记忆。兰州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年均

接待量突破百万人次，红色课堂已覆盖全省 80%以上中

小学，形成了多样的传播体系。

当前甘肃红色文化发展仍面临资源整合度不足、市

场化开发滞后等挑战。部分偏远遗址因交通制约难以形

成联动效应，同质化展陈方式削弱了文化吸引力。未来

需强化大景区理念，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契机，

完善跨区域协作机制，同时注重红色 IP 打造，培育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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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文创、红色旅游等新业态，使红色文化真正成为甘肃

一张名片。

1.4 数智背景下甘肃红色文化开发面临的问题

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在全国范围内都面临着相

似的问题，比如红色文化认同障碍、红色资源管理体制

不完善等。
[3]
甘肃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区域，拥有丰富

的红色文化资源，如会宁会师旧址、南梁革命纪念馆等，

但在开发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红色文化资源

分布分散且整合不足。甘肃地域辽阔，许多红色遗址位

于偏远山区或交通不便的乡镇，缺乏统一的规划与联动

开发模式，导致资源利用率低，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旅

游线路的连贯性，游客体验碎片化问题突出。其次，地

方政府对红色文化开发的支持有限，部分纪念馆、遗址

设施陈旧，展陈手段单一，周边交通、住宿等配套服务

不完善，难以满足现代文旅市场需求。尤其在数字化展

示、沉浸式体验等新兴领域投入不足，削弱了红色文化

的吸引力。再者，甘肃的红色文化展示形式创新不足。

目前多数红色场馆仍以静态展板、实物陈列为主，缺乏

互动性和科技元素的融入，难以吸引年轻群体。VR、AR

等新技术应用较少，红色故事讲述方式缺乏情感共鸣，

导致文化传播效果受限，教育功能未能充分释放。最后，

品牌建设滞后。甘肃红色文化资源虽丰富，但开发模式

趋同，特色挖掘不深，与周边陕西、宁夏等省份的红色

旅游产品存在同质化竞争。缺乏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核心

IP，文化内涵与地域特色结合不足。

2 数智技术赋能红色文化品牌的设计原则

2.1 用户导向

通过精准分层与场景化体验满足多元化需求。基于

大数据构建用户画像，如青少年、亲子家庭、历史爱好

者，针对不同群体设计差异化场景。数智技术重塑着青

年群体的认知方式，把握青年的认知特征，制定针对性

的传播策略，是实现红色文化传承的有效方式。
[4]
为青

少年开发红色 AR 闯关游戏，结合成就系统激发兴趣；

为亲子家庭提供 AI 生成革命故事绘本，支持家庭共创

角色扮演；利用算法向历史爱好者精准推送深度文献内

容，向文旅打卡人群推荐红色地标 AR 打卡等轻量化互

动工具。同时应用“一键式”数智导览降低认知门槛，

以 VR/AR还原战役场景的沉浸感，增加用户的互动性。

强化用户共创与个性化服务，推动文化传播从单向

输出转向双向互动。开放红色文化数字素材库，借助A

I工具，智能剪辑、语音合成，降低创作门槛，鼓励用

户生成短视频、漫画等内容，并通过比赛的形式吸纳优

秀作品融入官方 IP 生态。同时，利用行为数据动态调

整内容形式，如纪录片、互动剧，开发数字红色导师提

供个性化学习方案，通过情感计算实时优化数字展馆的

叙事节奏。此外，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社群，如小程序

社区，以话题打卡、虚拟权益等增强用户归属感，让用

户从消费者转变为文化共建者。

2.2 技术适配

在技术适配原则上，甘肃红色文化品牌的数智化需

以文化为本、技术为用的方式，确保技术选择与场景需

求精准匹配。按需分层应用技术，针对不同场景采用差

异化技术方案，例如，在红色遗址现场，优先部署低门

槛、高兼容性的轻量化技术，如扫码即用的实景导览、

基于微信小程序的语音解说，降低用户操作难度；而在

线上虚拟空间，可引入高沉浸式技术，全景复现会宁会

师场景、AI生成互动式历史剧情，满足深度体验需求。

同时，避免技术堆砌，确保资源高效配置。

强化本土化适配与可持续运维，技术方案需立足甘

肃实际，针对偏远地区网络覆盖不足的问题，开发离线

可用的红色文化数字包，预载本地语音解说、3D模型，

针对多元用户群体，采用包容性设计，为老年人提供语

音交互功能，为残障人士开发触觉反馈装置。

2.3 文化真实性

2004 年，刘寿礼先生提出了“红色文化”的概念，

他认为红色文化指红色文艺作品及相关精神。
[5]
在数智

技术赋能下，确保甘肃红色文化真实性的关键在于技术

手段与历史本源的深度互洽。技术应用需以史料为根基，

通过高精度数字化扫描、区块链不可篡改特性对文物档

案进行存证溯源，确保内容源头的真实可信，利用 AI

语义分析从文献中提取核心精神符号，构建符合历史语

境的数字叙事框架，避免技术演绎对史实的过度解构。

建立多维内容审核机制，对技术生成内容如虚拟场

景、解说词设置，邀请党史学者参与虚拟现实战役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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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节校准，针对不同传播场景划分严肃性等级，对核

心事件会宁会师，禁用娱乐化交互形式，保留历史的庄

重感。

3 甘肃红色文化品牌创新策略设计

3.1 品牌定位与价值重构

品牌是消费者对某种产品和服务的综合印象，是消

费过程中产品和服务的功能价值、情感价值的直接体现。

[6]
在数智化背景下，甘肃红色文化品牌的定位创新需聚

焦、精神内核、地域特质、技术赋能。依托会宁会师纪

念馆等实体场景，强化甘肃红色精神的独特标识。结合

甘肃独有的地域文化特色、非遗、黄土高原的自然与历

史特征，打造多元化融合场景，突出差异化优势，针对

党员干部、青少年等群体，通过数据分析定制分众化产

品实现精准触达。

通过大数据挖掘革命历史细节，构建动态知识图谱，

借助短视频、互动 H5 等新媒体增强叙事感染力，开发

虚拟现实的实景还原战役、全息文物展演等沉浸式体验，

激活红色记忆，建立红色数字资产库，联动线下文旅消

费，红色主题民宿、文创市集，形成“文化资源-数字

资产-产业经济”的闭环生态。

3.2 产品与服务创新

推动红色文化品牌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可以使红色

文化品牌更加生动形象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增强红色

文化品牌的吸引力。
[7]
甘肃可以开发更接地气的红色文

化产品。比如在红军走过的地方，用手机扫码就能看到

当年行军路线的动画演示，还能听到 AI 语音讲解背后

的故事；把纪念馆里的老照片、旧物件做成 3D 模型，

游客用手指划动屏幕就能360 度查看细节；还可以设计

线上红色记忆收集活动，游客打卡不同景点后，能生成

专属电子纪念册，分享给朋友。这些方式让历史不再只

是展柜里的静态展示，而是变得可看、可听、可互动。

针对不同游客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用手机地图导

航串联多个红色景点，完成任务能解锁勋章；给家庭游

客推荐适合孩子的互动项目，用动画短片讲解革命故事，

或者安排手作体验课制作红色主题剪纸；为老年游客配

备便携式语音导览器，走到哪儿都能自动播放讲解。景

区还可以通过线上平台收集游客反馈，及时调整服务，

比如增加休息区、优化路线指引，让参观更舒心。

3.3 传播与营销创新

把现有的红色历史变成大家爱听爱看的内容，请当

地老人用方言讲红军借粮的故事，拍成短视频在抖音、

微信传播，在景区设置故事墙，扫二维码就能听到某棵

老树、某块石头背后的革命往事，组织村民演小剧场，

重现当年送军粮、做布鞋的场景，游客还能参与体验。

这些真实、带“土味”的传播方式，比单纯讲道理更容

易让人记住。

从细节上让参观体验更顺畅。在景区入口发放智能

手环，靠近展品自动播放讲解，不用挤着看说明牌；给

手机信号弱的山区景点提前装好离线导览包，走到哪儿

都能听故事。设置家庭服务站，提供婴儿车、急救包，

还能帮游客拍全家福，背景加上虚拟的红军队伍行军动

画。景区公众号开通吐槽功能，游客遇到厕所排队、路

标不清等问题，拍照上传立刻有人处理。

把文化服务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和本地超市合作，

买小米、土豆的包装袋印上红军粮的小故事；在公交车

上播放一分钟红色微广播，讲沿途经过的革命旧址趣闻；

给中小学校送红色故事盒，里面有老照片拼图、革命歌

曲盲盒磁带。周末在社区广场放露天电影，先放 10 分

钟动画版陇东战役短片，再放主片，让红色文化自然走

进老百姓的茶余饭后。

3.4 红色文旅综合体建设

3.4.1空间整合

在会宁会师旧址周边，把红军炊事班用过的水井、

老乡支援红军的粮仓老屋改造成体验点，连成一条军民

同心路。在腊子口峡谷旁的空地搭木栈道，一头看险峻

战场遗址，另一头直通藏寨农家乐，游客打完卡就能吃

顿红军饭。再配上电子导览手环，走到不同区域自动播

放对应故事，整片区域都变成没有围墙的红色博物馆。

3.4.2功能融合

打破逛完就走的老模式。南梁革命纪念馆旁的空院

子，白天是露天党课教室，晚上撤掉椅子就变星空影院，

播红色老电影。陇东窑洞改的红色民宿，炕头摆着仿旧

煤油灯，扫灯座上的码能听当年伤员养伤的故事，院里

有篝火晚会，游客和老乡一起烤土豆、唱《山丹丹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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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周边荒地种上荞麦、南瓜，游客能认领一小块红军

田，扫码看作物生长，秋收后寄到家，让红色记忆带着

泥土味延续。

3.4.3社区共生

让本地人变成红色故事的活名片。培训会编草鞋的

老奶奶当体验课老师，粮站退休职工带着游客用老秤杆

称红军粮。景区商铺不搞连锁店，专卖老乡做的布老虎、

绣了五角星的鞋垫，每件商品挂个故事卡，扫码能看手

艺人讲自家祖辈支援红军的事，这样既保住乡土气，又

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受益，红色文旅才能真正扎根。

4 结语

数智时代背景下的甘肃要讲好红色故事，既要注重

结合当下的技术发展，也要保护独属甘肃地区的红色记

忆。目前，甘肃红色文化数字化转型，正呼应着数字中

国与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在黄土高原上，革命老区借

力智能技术盘活沉睡的红色资源，将红军标语、军号声、

老乡家书转化为可传播的数字印记，既守护了精神根脉，

又为老区发展注入新活力，让红色遗产从山沟沟里的静

态遗存，升级为国家文化自信的战略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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