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攀 西 地 区 ，作 为 2004 年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划定的

三十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昆明-会理-攀枝花-冕

宁-西昌线”的主要承载者，自2005年开启红色旅游

以来，在经过了近4年的红色旅游开发后，这一地区

红色旅游发展的现状如何？这是每一个关心红色

旅游发展的人所关注的。本文在实地调查西昌、会

理、冕宁等重点红色旅游景点，并在参阅了大量文

献和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整理出本调查报告。

一 红色旅游资源概况
红色旅游，三分在景观，七分靠内涵。攀西地

区，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红军长征、解放运动以

及剿匪运动，留下了大量的革命事迹和革命遗迹，

如：红军长征过攀西时留下的会理会议遗址，礼州

会议遗址以及彝海结盟遗址等；解放战争时期的邓

秀廷进剿会理蔡三老虎和八且家围攻昭觉县城[1]，

金江支队的姜州剿匪[2]，以及丁佑君烈士陵园和各

县烈士陵园等，为攀西历史积淀了深厚的红色底

蕴。

1. 红色旅游在会理

会理是红军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尾追

不舍，演绎毛泽东光辉军事思想的地方，至今尚保

存有会理战役遗址、会理会议遗址。红军从皎平渡

北上会理后，在会理进行了著名的会理战役，摆脱

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战后，他们在会理进行

了休整，并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

议。会议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军事指

挥和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

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

导地位，坚持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可以说，会理会

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它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

成果。

此外，作为一个古镇，它还为红色旅游铺垫了

特殊的魅力。会理具有明清风格的古建筑，古色古

香的小巷、四合院、金江书院、古城楼等古文化旅游

资源，再加上会理旧时尚有著名的八大景观：东岩

瀑布、西岭泉琴、北岩淌米、南岩放光、玉墟朝霞、金

江夜月、葛砧白塔、瀛洲公园[3]。与红色资源相辅的

民族地方文化、特色饮食，“既富有川味，又融滇风，

既有汉族传统，又有少数民族特色”[3]。比如四川境

内所独有的会理饵快，其中以火锅饵快、炒饵快、鸡

火丝饵快最负盛名；会理的“黑山羊肉、稀豆粉、熨

斗粑、油炸鸡宗、鸡宗蒸饺、水晶蹄子、金银风肝、干

鲜蕨苔、卷卷面、重阳糕、泡酸梨”[4]等等风味小吃；

还有为广大人们所共知的会理软籽石榴。如果配

套发展好这些项目，无疑能更加彰显会理红色旅游

的独特魅力。

2. 红色旅游在礼州

红军长征过礼州时，在土官庄的边家祠堂内召

开了紧急军事会议，会议完全同意刘伯承、聂荣臻

关于改道的正确建议，决定红军主力改由冕宁，经

大桥、拖乌彝族聚居区，在安顺场一带抢渡大渡

河。在这次会议上，中央红军还正式提出了具有重

大历史意义的“长征”一词，并确定了北上陕北的长

征路线。经过实地考察，至今我们还能看见礼州古

镇墙壁上红军留下的一些字迹。在礼州，有当年聂

荣臻元帅为百姓发放粮食的文昌宫古寺庙，现在保

存较好；有西禅寺内周恩来总理住过的“静院”和他

睡过的木床、用过的桌椅；有在礼州召开的会议遗

址——边家祠堂；有红军为百姓挖的水井——红军

井；有毛主席住过的边家大院的房屋，在屋前还静

静地放有当年毛主席战马用过的马槽和拴马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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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边家祠堂的大门上还留有枪眼，窗口是外小里

大呈梯形状，其隐秘性充分展示了红军战士的战斗

风格。

这里除了具有丰富的红色资源，还有着众多的

石榴园、水蜜桃园、葡萄园等景观，各种各样的街边

小吃也足以让人一饱口福。如果想吃的更有古色

风味一些，就可以去有着明清建筑风格的唐家大院

——感受民间的九大碗特色，古意居的正中石磨豆

花。既可以吃好，还可以在这里小憩和娱乐，让人

有回归历史的感觉。

3. 红色旅游在冕宁

在冕宁县城不远的崇山峻岭之间，有一个叫彝

海的地方，这里微波荡漾、绿树成荫。“彝海结盟”纪

念馆就矗立在湖畔，馆内存放着当年红军留下的实

物和许多图片。馆外的湖边就是红军先遣队司令

员刘伯承与彝族头人小叶丹结盟的地方，秀丽的彝

海和宏伟的纪念馆默默地向你讲述着当年红军长

征过凉山时红军将士与彝族人民友好结盟的历史，

而就是因为有了这样史诗般的经历，才为后来我党

的民族政策做了有力铺垫。

在冕宁，游客除了能接受到红色精神的洗礼

外，还可以观赏彝海之秀丽，感受灵山寺之神韵，体

验彝家之习俗，观摩卫星发射基地之风采。此外，

品冕宁各种风味小吃也能增添无穷乐趣，如：“滚汤

圆、罗油菜、孜凉粉、钟豆花、荞叶儿和其它各风味

小菜”[5]。

二 红色历史遗迹的复原、保护和开发情况
1. 红色历史遗迹的复原与保护

经过前一阶段的建设，一些重点红色旅游目的

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入选全

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会理县皎平渡红军

渡江遗址、会理会议遗址，以及冕宁县彝海结盟遗

址、红军长征纪念馆等，其在基础设施建设和革命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已做了一些重要的铺垫性

工作，这为下一阶段红色旅游的深入开发提供了重

要条件。

但在其它一些地方，红色历史遗迹的复原与保

护工作就显得任重而道远。就以礼州为例，中央红

军曾这里召开过紧急军事会议，留有许多红色历史

遗迹，可是相关保护和复原工作却并不如人意，如

周总理住过的静院，小小的屋子，门关着，只能从窗

缝子里看到一张空床、一张木椅、一盏油灯，据说那

是总理当年用过的东西。再如：边家大院的栓马石

和喂马槽虽闲置在大院门口，却无任何标志，两块

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石头太容易被忽略。又如当

年红军为解决当地吃水问题而修的“红军井”，但这

口井却被封住，井前只立一石碑表明是红军井；边

家祠堂是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当年开会的地方，里面

展示着朱德、邓小平、蒋介石等的电令或笔记，却均

是图片。开会旁边的屋子用作了储粮室，屋子的角

落摆放着当年伟人们开会用过的桌子，已比较陈

旧；文昌宫曾是当年聂荣臻元帅打土豪分粮食的地

方，现在被用作礼州小学教师宿舍。文昌宫内建筑

木质完好，工艺精湛，规模较大，但由于年久失修，

部分房屋损坏严重。本应得到更好保护与复原的

红色资源，境遇竟然如此凄凉。

2. 相关配套服务的开发建设情况

首先是食宿问题。现代旅游业的发展，除了对

旅游目的地的高要求外，还讲求行、住、吃、购、娱的

优质配套服务。目前西昌市的食宿条件已初具规

模，三星级、四星级的各等级酒店宾馆应有尽有，

如：明珠大酒店、凯丽莱大酒店、邛海宾馆、仁和大

酒店等等，其它各种档次的旅馆、酒店、饭店也随处

可见，这是西昌市近年来着力打造旅游业取得的成

果。但在地方，问题就显得比较严重，比如入选全

国百个红色经典景区的彝海，却没有从县城直达景

区的车辆通往。散客坐过路车到了彝海乡后，只能

选择不一定就有的私人包车，物以稀为贵，包车费

竟然高达数十元，到了彝海，虽然景致不错，但又因

为没有像样的食宿条件，结果只能饿着肚子回到冕

宁县城。不但没玩好，花钱还不少。食宿是旅游最

基本的设施，如果这一层次都达不到，那更何谈大

力发展旅游业！

其次是交通问题。要发展旅游业，就要解决好

游客的行路难问题，红色旅游景点往往都在一些偏

僻难行的地方，这更彰显了交通问题的重要性。作

为攀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枢纽之一的西昌，在

航空上，现有的青山机场已建成直飞成都、重庆、昆

明等大城市的航线；铁路上，有成昆线作依托；汽车

运输上，西攀高速公路已经建成通车，并正在修建

雅攀高速公路。另外，通往攀西地区各县的公路都

早已建成，而且车流量大。这说明发展旅游业所面

临的进出问题，已初步得到了解决。但由于攀西地

区处于大、小凉山的特殊地理环境，山路崎岖，公路

建设还处在需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据凉山州交

通局的不完全统计，各县的公路都处在待完善的状

态，相关公路建设规划的实施也在2008年以后的几

年或十几年中。目前车费高、耗时长以及票难买是

游客行路难面临的主要问题，根据调查，开往成都

的汽车车费为140元左右，约耗时9小时；开往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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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汽车需90元左右，约耗时8小时（2008年9月数

据）。相比之下，火车的费用要低一些，但耗时需10

小时左右。飞机的班次较少，且西昌飞往外地的航

线有限，机票又相对昂贵，不宜大众消费。难怪到

了西昌的人还是会如此感慨“这是一个来了就出不

去的地方”，由此可见西昌交通的不完善。

最后，是旅游线路开发问题。就攀西地区红色

旅游现状问题，我们专门咨询了凉山旅游咨询点和

部分旅行社。据他们介绍，红色旅游组团情况基本

没有，大部分去这些地方的游客都选择自己游览。

这说明在红色旅游的宣传和开发上，还有许多事情

需要去做。目前，凉山地区的红色之旅开通线路情

况如下：

① 中央红军主力过凉山的红色旅游线路

金沙江皎平渡→会理战役遗址→半站营战斗

遗址→黄水塘战斗遗址→礼州会议遗址 泸沽分兵

→冕宁县城→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

桥

② 中央红军第九军团过凉山的红色旅游线路

金沙江树节渡口→宁南披沙→松林坪→普格

大水塘（红军树）→普基镇→下坝→ 古家坝→扯扯

街→鱼水→波洛坪→五道箐→海门桥→龙家屯→

小庙→礼州

③ 泸沽分兵，奔袭大树堡的红色旅游线路

泸沽镇→孙水关→冕山→登树营→小相岭→

南箐→中所→越西→新民→梅花→ 大树堡→罗盆

→石棉→安顺场[6]

但现实的情况是，尽管开通了以上红色旅游线

路，但按这些线路去旅游，享受精神愉悦的人数却

远远达不到国家《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

规划纲要》要求：到2007年，争取有50个“红色旅游

经典景区”，年接待规模达50万人次以上，到2010

年，争取有80个。攀西地区自2005年就已全面启

动红色旅游，但依据目前西昌市各旅行社的带团情

况来看，所组团的形式主要以节假日的省外游、市

外游为发展对象，接待的外来客中也主要是参观卫

星基地，螺髻山等非红色旅游景区，要想扩大游客

的规模，达到发展要求，攀西地区的红色旅游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没有相当的实力，没有相关的宣

传，红色旅游怎样发展？在我们的实地调查中，我

们发现在礼州的宣传册上，所谓的红色之旅，只是

一个不起眼的辅助游，更多的是以季节性的农业资

源吸引游客。与此有相同发展状况的会理和冕宁，

红色旅游也只是一个点缀，吸引游客的更多的是美

丽的自然风光和神秘的宗教文化等。

三 加快发展红色旅游的对策和建议
尽管攀西地区的红色旅游要完全达到国家所

要求的4A级或3A级标准，还需要一个过程，但这一

地区有山有水有文化，有充沛的阳光，更有丰富的

红色旅游资源。而且,西昌在2006年被评为国家优

秀旅游城市,这就充分显示了攀西地区旅游业的巨

大发展潜力。如此难得的一个旅游胜地，如果完善

了相关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要达到国家所要求的

目标，应该说是不难实现的。

1. 加强保护和有效利用红色旅游资源

近年来，攀西地区一些重点红色旅游目的地的

基础设施建设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会理县皎平

渡红军渡江遗址、会理会议遗址，以及冕宁县彝海

结盟遗址、红军长征纪念馆等，这为红色旅游的深

入发展打下了基础。但是仍然存有不少问题，主要

是旅游资源在深入开发上还不到位，红色旅游景区

主题产品不突出，产品开发方式简单化、程式化，红

色旅游产品单一，没有形成系列的配套产品。导致

游客停留时间短，旅游效益不够高，而且红色旅游

开发的教育性太强，而娱乐性不足。比如礼州会议

遗址，屋子里除了一张桌子，大堂里全是图片，参观

价值过于窄小。为此是否可以考虑创造更多有特

色的旅游项目？例如红色歌舞表演、革命故事、革

命传统教育课，红色小电影等。这些措施，能将红

色旅游产品具体化、有形化，从传统、历史、文化、道

德等多方面深层次感动消费者，创造深层次心理愉

悦。

2. 发展红色农家乐

发展攀西地区的红色旅游，要坚持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公司经营以及农户参与的办法。由于红

色旅游景区大多是在偏僻的农村甚至山区，基础设

施相对较差，而游客又不太稳定，因此可以引导当

地农户来提供类似于农家乐的食、宿、行等相关服

务。一方面，农户经营规模小，机动性好，能根据市

场变化随时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农户经营容易与

地区文化结合，可以利用当地的文化、习俗和特产

来接待游客，这就深化了红色旅游的内涵，拓展了

其外缘，而且丰富了红色旅游的内容。比如在礼州

古镇，就盛产水蜜桃、石榴、葡萄、柿子等，是否可以

考虑结合古镇风貌和绿色生态，以及接近西昌的地

缘优势，将其打造成一座集红色、绿色、古色于一体

的生态休闲旅游景区，这样游客在精神上缅怀红色

历史的同时，也可以在物质上享受到浓浓的绿意，

而且方便引入农户参与旅游发展，使红色旅游的成

果直接惠及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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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大软环境建设，提高红色旅游从业人员素质

如果说当前重点红色旅游景区的基础设施建

设已取得了一定成果的话，那么其在软件方面存在

的问题就比较突出了。时至目前为止，具有两个入

选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攀西地区，尚无

一部系统完整的红色旅游专著问世，这极大地影响

了红色旅游质量的提高。当前，游客和一些临时讲

解员，他们只能通过各地的县志和旅游景点的简介

来获取一鳞半爪的知识，这既无助于实现红色旅游

的教育功能，更不能有效吸引游客，“江山美不美，

全靠导游一张嘴”，深厚的红色文化更要通过导游

高质量的讲解。因此旅游管理部门应专门组织学

者研究攀西地区红色历史，将相关资料汇总、编纂、

整理成册，形成一部系统完整的红色旅游专著，为

红色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做好基础性工作。这样一

来，既便于游客有书导游，又可以作为对专职导游

进行相关培训的依据，从而提升攀西地区红色旅游

的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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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Report about Speeding up Development
of the Red Tourism in Panxi Area

DONG Ying-long，LIN Fan-rong，LI Chun
（Xichang College，Xichang，Sichuan 615013）

Abstract: According to an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ome important red tourism
place，such as Xichang，Huili，Mianing and so on，and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red tourism in Panxi area since from 2005. For achieving the goal ste by
2004-2010 National Project Summary on the Red Tourism Development，the paper proposes som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speed up development of the red tourism in the next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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