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与发展 6卷 9期 ISSN：2661-3735(Print)；2661-3743(Online)

109

基于 RMP 理论的达西村红色研学旅游发展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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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学旅行已经是中国旅游业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产业，红色旅游是以红色文化为核心，红色研学旅游基于研

学旅游和红色旅游相结合发展而来。论文立足于乡村振兴背景下达西村红色 + 旅游 + 研学新模式的转变展开研究，

结合自然风貌、人文景观、非遗文化、历史沿革等诸多要素进行 RMP 分析，提出达西村红色研学旅游发展的提升策

略，要深挖红色旅游资源、科学规划红色旅游资源活化战略、提高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促进达西村红色

研学旅游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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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Red Study Tourism in Daxi Village Based on RMP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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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y tou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branch industry in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Red tourism is centered on red 
culture, and red study tour i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study tour and red tourism.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ew model of red+tourism+study in Xicu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nducts 
RMP analysis based on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natural scenery, cultural landscap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It proposes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red study tourism in Daxi Village, including deep exploration 
of	red	tourism	resources,	scientific	planning	of	red	tourism	resource	activation	strategies,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red tourism,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d study tourism in Daxi Village.
Keywords: RMP theory; study tour; Daxi village; development strategy

0 前言

旅游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

拉动作用，不在于它的产业能量，而是它的旅游经济能量。

近年来新疆的旅游人次逐年突破，达到历史新高，作为旅游

新的增长点，红色旅游的兴起，已成为地方经济和文旅产业

发展的强大引擎。据《中国红色旅游发展报告（2023）》显

示，全国红色旅游接待人数已突破 20 亿人次，红色旅游市场

规模接近万亿元。红色研学旅行将红色旅游融入国民教育体

系，是基于红色资源及其文化精神而广泛开展的教育型旅游

活动，成为红色教育与红色旅游耦合互嵌、融合共生的具象

表现 [1]。随着人们对历史和文化关注度的提升，红色旅游以

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历史内涵，为地方经济注入新活力 [2]。 

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研学旅游集旅游、学习、研究的模式

受到追捧，而新疆作为自然资源丰富、人文景观独特、民族

氛围浓厚的地方，研学的土壤势必在这里生根发芽。

达西，在维吾尔语里是盐碱地的意思。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兴平乡达西村，曾经是盐碱

严重、人烟稀少的贫瘠之地 [3]。习近平总书记曾到访过一次、

信件回访过三次的达西村抓住机会，盘活农村红色研学，实

现旅游 + 红色研学的模式，从盐碱地蝶变“南疆第一村”，

其沧桑巨变、红色印记和小康之路，闻名全疆乃至全国 [4]。

达西村属于巴州红色旅游线路中重要一点，但达西村红色研

学旅游发展滞后、相关产业配套不完善，论文基于 RMP 理

论分析达西村的资源（Resource）、市场（Market）、产品

（Product），提供合理的建议，提高达西村第三产业的占

比，助力盘活乡村经济，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研学旅游路线和

设施，宣讲新疆红色故事、新疆文化，将达西村打造成为产

学研融合基地、非遗文化体验村、电商直播中心，为全疆乃

至全国乡村红色研学旅游的发展道路提供借鉴。

1 达西村红色研学旅游 RMP 分析

RMP 分析就是昂普分析模式，由吴必虎学者于 1999 年

在研究洛阳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中首次提出的，针对当时旅

游开发中面临的问题提出的区域旅游开发，从资源（resource）

市场（market）和产品（product）三个方面进行程式性论证，

名为 RMP 分析 [5]。RMP 理论可以优化产品类型结构，促进

旅游产品的创新，在产品开发过程中，能够有针对性地将本

土文化旅游资源外化为适宜观光和体验的旅游产品，还可以

较容易地发现已有产品的问题 [6]。论文将从资源、市场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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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三方面入手，分析达西村的旅游开发条件，从而给出客观

的改进措施。

1.1 达西村红色研学旅游资源分析（R 性）
达西村红色研学旅游资源丰富，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和独特的红色文化魅力。达西村创建了国家 3A 级旅游

景区，借助达西展览馆、达西科普馆、文化大院、农家书屋、

达西文艺小分队等文化阵地和文艺力量，吸引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游客，在当地村委鼓励引导下，村民发展农家乐 36 家

（星级农家乐 12 家）、民宿 18 家、采摘园 12 家、馕合作

社 7 家、土特产店 20 余家、夜市小吃 50 余家、大型水上乐

园 1 家、综合型电商直播平台 1 家。同时，达西村入选全疆

10 条红色旅游精品路线，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光、

研学，达西村逐渐成为尉犁全域旅游集散区和旅游观光游玩

首选地。

景区涵盖文化景观大道、达西风情街、达西电商基地、

达西民居等资源。这些景观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视觉体

验，还能够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景区会定

期举办各种形式的特色活动，如讲解、互动体验等，让游客

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展览内容和文物背后的故事。此外，达西

村与其他文化机构合作，开展丰富多样的教育活动，如梨花

节、星光夜市、丰收节等，这些活动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的

同时促进当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1.2 达西村红色研学旅游市场分析（M 性）
新疆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城市，“新疆是个好地

方”的口号越来越响亮，吸引着来自全中国乃至世界的游

客，2024 上半年新疆接待入境游客 229.33 万人次，同比增

长 120.49%；实现国际旅游收入 17.6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2.43%[7]。在全国乡村旅游城市中，新疆乡村旅游是重要

的支撑之一，达西村的红色文化也更好的扩充了新疆的红色

旅游资源，成为远近闻名的党建示范村、全国文明村、省级

全面小康村、全国小康建设明星村、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等 60 多项殊荣，并入选新疆 10 条红色旅游精品路线以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研学旅游基（营）地，这些荣誉和称号提

高了达西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能够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和

资源倾斜，吸引大量游客和研学团队前来参观学习。达西村

史馆、党史馆、传习馆、科技馆、航天馆、石榴巷等丰富的

红色文化资源和完善的研学设施，能够带动学生群体对于红

色教育的需求，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

1.3 达西村红色研学旅游产品分析（P 性）
达西村作为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拥有丰富的红

色教育资源，围绕“达西精神”加强研学教育的目的意义，

打造独具特色的民俗村文化，将剪纸、骨雕、罗布淖尔民歌、

库尔勒赛乃姆等丰富多彩且具有本地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宣传扩大。进一步将巴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非遗传承人

代代相传，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活力，构成绚丽多彩的“非

遗画卷”，在成为文旅产业发展有力引擎的同时，提升文化

软实力。达西村逐步剪纸、骨雕、罗布淖尔民歌、库尔勒赛

乃姆等丰富多彩且具有本地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西村红色研学旅游发展困境

2.1 资源整合性不足，发展模式单一
缺乏总体规划达西村的红色旅游目前尚没有一个总体

规划，红色旅游开发呈现出明显的各自为政现象。由于缺乏

红色旅游产品一盘棋的思想，导致红色旅游产品开发存在着

较为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红色旅游产品较为单一，以展

示、展览为主。由于这种旅游形式不能完全满足游客的旅游

需求，导致游客在红色景区停留时间短，重游率很低，影响

达西村红色旅游客源市场的拓展。目前，红色旅游资源的整

合开发，依然停留在低层次、简单化的线路组合上，难以体

现达西村红色旅游资源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红色旅游文化的

内涵，致使达西村红色旅游产品竞争乏力。

2.2 达西村红色旅游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有限
尽管达西村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由于缺乏有效

的宣传和推广，这些资源的价值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导致达

西村在红色旅游市场上的知名度不高，难以吸引大量游客。

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尚不完善。虽然近年来尉犁县在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短

板，如交通不便、住宿条件有限等。同时，旅游服务体系也

有待提升，包括导游讲解质量、旅游投诉处理等方面，都需

要进一步加强。

2.3 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创新发展缓慢
项目开展过程中市场推广具有一定难度，虽然达西村

已经成为知名的红色旅游景点，但红色研学旅游项目作为新

兴项目，可能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市场推广工作。项目的开

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宣传推广等方

面。然而，由于资金短缺的问题，这可能会限制项目的规模

和品质。达西村在一定程度上的红色旅游文化已经做到饱和

状态，导致开展的过程中创新度不够，红色文化内涵单一。

研学线路应该具有明确的主题和连贯性，以便参与者能够深

入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目前，达西村项目的研学线路缺乏

主题性和连贯性，导致参与者在游览过程中难以形成完整的

认知。

综上所述，达西村红色旅游在基础设施、资源保护、

资金人才等方面都面临一定的问题和困难。为了推动达西村

红色旅游的持续发展，需要制定有效的策略和措施，解决这

些问题，提升达西村红色旅游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3 达西村红色研学旅游的提升策略

3.1 坚持政策导向，完善旅游基础服务设施
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人才流入，扎根达西村。同时，建

立人才激励机制，对在旅游发展中有突出贡献的人才给予表

彰和奖励。与高校、专业培训机构合作，开展针对红色旅游

的人才培训项目，培养导游、讲解员、旅游管理等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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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组织村民参加旅游服务技能培训，提高村民参与旅游经

营的能力和水平。同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通过招商引资

吸引旅游企业投资，采用合资、合作、股份制等多种形式进

行合作。

积极争取政府资金支持，用于修缮和拓宽通往达西村

的道路，增加公交线路的班次以及设立旅游专线，方便游客

从城市中心及周边主要交通枢纽直达村庄。在村内合理规划

步行道和自行车道，沿途设置清晰的路标和景点指示牌。加

强停车场建设，根据游客流量预测，分区域建设不同规模的

停车场，采用生态停车场设计理念，增加绿化面积。提升住

宿品质，鼓励村民将闲置房屋改造为特色民宿，按照不同主

题和价位进行打造，同时引入连锁酒店品牌进行规范管理。

在餐饮方面，挖掘当地特色美食，打造美食街或农家乐集中

区域，制定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

3.2 聚焦研学旅游，改进研学团队
根据受众不同，团队将研学路线的中心做出清晰明了

的规划。对于小学生，偏向达西展览馆、达西科普馆等可以

产生直观效应的研学地点，通过“小小讲解员”“我对文化

讲一句”“红色知识问答”等活动激发小学生对红色文化的

兴趣，给他们身临其境的感受的同时，有技巧的记住文化知

识，有步骤的进行文化研学。对于中学生，偏向动手实践，

将红色文化与非遗文化连接在一起，尝试带领他们参加基层

党建活动，或者学习制作特色美食、非遗手工艺品的创作，

在风情街上制作卡盆、木雕等手工艺品，胡杨木可以制作很

多物件，如笔筒、雕刻、果盘，手工艺品卡盆，在实践的过

程的体会非遗产品的魅力。

3.3 挖掘非遗资源，构建以“非遗 +”为核心的融

合发展模式
秉承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念，积极探索“非

遗 +”融合发展新路径，推动“非遗 + 产业、非遗 + 节会、

非遗 + 旅游、非遗 + 教育、非遗 + 科技、非遗 + 民生、非

遗 + 党建”等相融合，不断增强非遗在现代城市中的传承

传播活力，释放非遗消费潜力，着力打造文化“两创”助力

经济和社会效益双提升。运用数字化技术对红色文化资源进

行保护，通过 3D 建模、虚拟现实等手段，对濒危的遗迹和

文物进行数字化保存，同时建立红色文化资源数据库，对相

关历史资料、故事传说等进行分类整理和保存。

3.4 互联网技术助力，助力乡村振兴
一方面，利用互联网平台的优势，大力宣传红色研学

旅游，提供多种形式的线上研学的内容。另一方面，充分发

挥农特产品的直播电商平台，民俗村文化含有大量的特色产

品和手工艺品以及非遗物质文化产品，基于自媒体平台，进

行讲解宣传，借助网络力量大力提升产品销量，提高民俗文

化和达西民村知名度，通过自媒体平台开展线上物品交易，

将更多的本地特色文化产品推广出去，以此推动当地的经济

发展，使更多的人了解当地的非遗文化、红色传承文化。

3.5 拓宽宣传推广途径，提高达西村在新疆内外的

知名度
结合“线上 + 线下”的宣传推广方式，提升达西村的

知名度。例如，线上定期举办互动活动，问答送小礼品、抽

奖送达西村特色纪念品等，提高粉丝参与度和账号活跃度，

线下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讲解和宣传资料发放，与旅行社、

旅游代理商等建立合作关系，拓展客源市场。加强与新疆其

他红色旅游景点、热门景区的合作，区域旅游合作；与学校、

企事业单位合作开展研学旅行活动，将达西村作为学生的研

学实践基地。全力打造红色达西、品牌达西、和谐达西、智

慧达西，逐步把达西建成独具特色的高效农业园区、观光旅

游景区、爱国主义教育和文化教育科普基地，使达西村真正

成为“南疆第一村”和“全疆红色旅游村”。

4 结语

结合 RMP 理论分析达西村的旅游资源，符合时代发展

的潮流，符合国家发展要求，对于下一代的培养尤为重要，

而新疆作为西部城市的重要地方，更应该发展红色教育，作

为新疆独特的异域风情，红色文化也更加的独树一帜。而达

西村发展困境也较好解决，从提供的不同方案中可以提供借

鉴，从而丰富红色达西村，将达西村打造成为现代化的红色

教育基地，为红色研学提供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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