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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之城赞辉煌之拉萨 拉萨火车站—青藏川藏公路纪念
碑—西藏博物馆—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布达拉宫—（西藏和
平解放纪念碑）—八廓街—林周农场—虎头山水库—拉萨

重走天路看变迁之昌都 318国道—芒康县盐井古盐田—昌
都—317国道—类乌齐县—丁青县天穹孜珠寺—昌都市区—卡
若区茶马城—十八军军营旧址—岗托红色旅游区

极净那曲 线路1-G349：边坝—嘉黎—楚拉山—嘉黎革命
圣地—比如县羊秀乡桑达寺—墨竹工卡—拉萨 线路2-G109：
青海西宁—青海湖—格尔木—唐古拉山口—那曲—当雄—纳木
措—拉萨

雪域江南新时代之林芝 线路1：鲁朗—波密（红楼）—易贡
将军楼—通麦十英雄碑等红色遗迹—察隅（英雄坡纪念园）—墨
脱（解放桥）线路2：巴宜区（红色研学主题教育展览馆）—米林
（琼林新村“红色小牧屋”）—朗县 线路3：巴宜区—工布江达县
—太昭古城

门巴风清唱欢歌之山南 拉萨—山南—雍布拉康（西藏第一
座宫殿）—山南市博物馆—扎西曲登社区（藏戏第一村）—克松
村（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山南烈士陵园—琼结县藏王墓—强
钦村（青稞酒的故乡）—措美县哲古草原—隆子县列麦精神纪念
馆—玉麦乡—错那—门巴民族新村—勒布沟景区—张国华将军
指挥所旧址—麻麻乡

G219遇见G216之阿里 界山达坂—班公湖—日土宗遗址
—狮泉河镇—毛主席万岁山—孔繁森纪念馆—革吉—革吉直属
库—改则—进藏先遣连纪念馆

喜马拉雅边境游之日喀则 拉萨—江孜县—亚东县—岗巴
县—定结县—陈塘镇—吉隆镇—日喀则市区

西藏，被誉为“地球第三极”，这里不仅山河壮阔、地貌雄奇、人文多彩、景观丰富，而且还是一
片红色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人民解放军、西藏各族群众以及一批批建设
者勠力同心，在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中，涌现出一批批时代英
雄，诞生了一个又一个真实、生动、立体、感人的红色故事以及极具纪念意义的红色文化资源。党
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弘扬革命文化”，推动红色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是贯彻
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记者 张琳

芒康县古盐田。图片来源于“中国西藏旅游”微信公众号

近日，由自治区旅游发展厅编写
的宣传册《西藏红色旅游指南》已完
成印制，预计今年春节前分发至机
场、火车站等重点宣传站点。据悉，
《西藏红色旅游指南》详尽介绍了西
藏的红色旅游景点，为游客追溯历史
提供了全面、实用的西藏红色旅游信
息，内容涵盖西藏 7 个地市的红色旅
游资源，用红色故事展开红色链接，
既让人重温流金岁月，感受生命激
情，又使人焕发爱国热情，树立理想
信念，带领游客踏上一段难忘的红色
之旅。

此前，为了使我区红色旅游影响
力不断提升，自治区旅游发展厅通过
拍摄西藏红色旅游宣传片、制作西藏

红色旅游手册、开发西藏红色旅游文
化商品等方式，着力实施西藏红色旅
游文化品牌打造与传播。“我们还组
织参加了2023年 11月中央宣传部、文
化和旅游部、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的第四届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
赛，西藏6名参赛选手脱颖而出，1名
获得‘全国金牌志愿讲解员’，1 名获
得‘全国优秀讲解员’，2名获得‘全国
优秀志愿讲解员’，自治区获奖人数
居全国各省区市第一。”慕岚说，“这
也让全国人民对西藏的红色文化有
了进一步的了解。”

记者了解到，为了使西藏红色旅游
“红起来”，西藏各地市纷纷行动，加入
到了宣传自己家乡红色旅游的队伍

中。拉萨市依托红色资源，结合美丽乡
村建设深挖红色内涵，拓宽红色旅游消
费市场，带动农牧民实现共同富裕；日
喀则市利用高原戍边模范营营史馆、边
关文化展示馆和抗英纪念馆等红色资
源，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山南市利用
烈士陵园、克松村、玉麦乡等现有的红
色资源，打造山南红色旅游黄金线路，
并与绿色生态游、健康养生游、民俗体
验游等多种旅游形态相结合，开发“红
色+旅游”特色产品……

近年来，西藏七地市纷纷加入到
了红色旅游的热潮中，为家乡的红色
旅游发展贡献力量，也为西藏的红色
旅游注入了新的动能。

挖掘红色资源 让历史告诉未来

打造红色地标 让红色血脉流淌在雪域高原

加大宣传力度 多举措提升红色旅游影响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红色旅游发展、爱国主
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多次作出指示批示，
并提出“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
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近年
来，国务院、相关部委相继出台了《全国
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等重要文件，
为红色旅游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据了解，自治区旅游发展厅结合
西藏红色旅游实际情况，抢抓机遇，乘
势而上，积极整合现有红色旅游资源，
注重产业带动，按照妥善保护、科学利

用的原则，切实做好红色旅游资源普
查，详细掌握西藏红色旅游资源分布
情况、保存状况、开发现状等数据资
料。截至目前，西藏共有红色旅游景
区（点）93个。自古以来，西藏在维护
祖国统一、领土完整、民族团结等方
面，涌现出大量光辉人物、重大历史事
件和优良革命精神。“孔繁森的先进事
迹、进藏先遣连的革命事迹以及张国
华将军、谭冠三、任荣等典型人物，这
些红色历史应该深入挖掘，被更多人
了解。”自治区旅游发展厅资源开发处

副处长慕岚说道。
2005年8月，山南市烈士陵园“红

色旅游”活动挂牌仪式成为了西藏红
色旅游的发端，在迄今为止的18载光
阴中，西藏顺应国家发展红色旅游的
热潮，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挖掘红色故
事，将红色旅游发展由传统路径转向
为经典内涵、时代特征与红色文化的
交融互动。一座革命纪念馆、一件红
色文物、一本历史教科书、一处红色景
点……这些红色印记是历史留给未来
的见证。

近年来，随着西藏一个个红色景
区（点）的对外开放，无数红色故事呈
现在人们面前，不免令人惊叹，原来，
西藏除了旖旎的自然风光，还藏着很
多红色旅游景区（点）。西藏七地市皆
有属于自己的红色印记，其中，山南市
的玉麦乡、山南市的“西藏民主改革第
一村”克松村、昌都市的“西藏解放第
一村”岗托村、拉萨市的川藏青藏公路
纪念碑、阿里地区的进藏先遣连纪念
馆、林芝市的波密红楼、日喀则市的江
孜宗山抗英遗址等，皆成为了各地市
的红色地标，这些红色地标不仅是旅
游景点，它们串联起了独属于雪域高
原的“红色脉络”，其背后的故事更是

见证了西藏的历史变迁与发展。
1959 年以前的克松村，是贵族索

康·旺清格列的庄园，在旧西藏封建农
奴制度之下，克松庄园的农奴每年要
上缴青稞、糌粑、酥油、牛、羊等各种食
物和牲畜，还要被摊派名目繁多的100
多种乌拉差役。除了经济剥削，更苦
的是人身奴役。这样的苦日子在1959
年到了头，这一年，民主改革运动在雪
域高原蓬勃开展，黑暗的封建农奴制
度土崩瓦解，克松村率先进行民主改
革，从旧社会为奴隶主耕作，到民主改
革分到土地，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土地
承包，直至如今的土地流转，每一次的
变革都极大地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

如今的克松村，街道宽阔整洁，藏
式民居整齐排列，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克松村依靠本身的“红色印记”建起了

“民主改革第一村陈列馆”。“该陈列馆
自2023年 3月份升级改造以来，已经
接待参观学习的干部群众达 5278 人
次，共计280余场次，参观高峰时期，
一天接待参观团高达16个。”山南市乃
东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冀丽丽说，

“自实施红色旅游项目以来，各旅行社
会自发组织全国各地群众来到克松村
参观，现在，来克松村参观陈列馆的人
数逐年增加，不仅把克松村的红色旅
游做活了，也激发了更多群众的爱国
主义情怀。”

■链接

西藏红色旅游线路推荐

青藏川藏公路纪念碑。图片来源于“中国西藏旅游”微信公众号

红色地标串联雪域高原“红色脉络”
我区七地市积极打造红色旅游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