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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赤色旅游资源，是使用革新遗址、遗物、遗址等，再现革新战争，为

游客带来崇高的精力享受，然后更加爱惜当下生活。本文以赤军长征通道转兵纪

念地工程规划规划为例，首要提出规划规划的原则，然后介绍了赤色旅游修建的

规划计划和规划要点，以供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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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5 年，全国红色旅游年出行人数突破 8亿人次，年均增长 15%，占国

内旅游总人次的比例提高到四分之一;综合收入突破 2000 亿元，年均增长 10%;

累计新增直接就业 50 万人、间接就业 200 万人。2016 年为迎接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纪念庆典活动，通道转兵纪念地进行了一系列扩陈提质工作，规划设计以恭

城书院旧址为核心，重点建设和发展“通道红色文化景点圈”，并联手周边地区

打造“贵阳—凯里—镇远—黎平—通道—桂林”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为开展爱国

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红色旅游与精准脱贫深度

融合提供了重要平台。

规划建设红色旅游建筑，不仅是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和谐社会的战

略性举措，同时也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推动革命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抓手。

在新形势下，民众对红色旅游的关注度明显增强，如何对红色旅游建筑进行科学

规划设计，日益成为从业人员的研究重点。

1 工程概况

1.1 区位条件

红军长征通道转兵纪念地，位于通道侗族自治县，地处湖南怀化市南端。历

史上，该县称为南楚极地、百越襟喉，东西长度为 58km，南北长度为 68km，总

面积约 2239km2。该地区视野开阔、交通便利;地貌高低起伏大，最高点为

382.91m，最低点为 331.78m，相对高差约 50m。场地平整后，拟建地块面积约

53224m2。地质勘察结果显示，地层主要是填土层和粉质黏土层，属于相对稳定



地块。

1.2 项目定位

将游客中心片区打造成集旅游服务、集散、休闲于一体的智慧综合服务中心。

服务项目主要包括旅游咨询、旅游交通中转、餐饮住宿、网络信息平台、公共信

息自助等。将红军堤片区打造成集纪念教育、娱乐、休闲、观光于一体的滨水人

文休闲景观带，用现代手法延伸红军街历史和主题文化，注入现代生活气息，展

现出通道侗族自治县县溪老城的新气象。

2 红色旅游建筑规划遵循的原则

红军长征通道转兵纪念地的规划，主要遵循以下原则[1]：①整体性原则。

统筹景区整体布局，保留原有建筑和道路，又要和周边环境有机结合，采用神圣、

庄严、肃穆的设计风格，突出红色文化内涵。②参与性原则。充分利用红色文化，

尤其是通道转兵这一特色资源，通过参观会议遗址和转兵纪念馆、欣赏影视作品

等，来体验红色文化。③经济性原则。将当地的红色旅游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

优势，促进当地经济结构调整，培育特色产业，为社会发展注入活力和生机。④

特色性原则。红色旅游资源具有历史、文化、旅游价值，规划设计必须挖掘红色

文化的内涵，提升红色旅游品质，从而吸引游客的目光。⑤多样性原则。整合各

种旅游资源，满足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将通道转兵和自然风光、民俗风情相结

合，实现旅游资源的联动开发。⑥文化性原则。革命遗迹、文物、先烈故事，均

是生动的教材，反映出革命先辈的理想和信念，应该积极弘扬革命精神。⑦可持

续性原则。以通道转兵纪念地为基础，加强和广西、贵州等地的旅游合作，打造

湘桂黔金三角旅游黄金线路，实现边远少数民族地域可持续发展。

3 红色旅游建筑的规划方案

3.1 总体布局

第一，游客中心和纪念广场片区，属于开放性的城市空间，为人与人的交流、

人与城市的交流、人与历史的交流、人与自然的交流提供条件，实现人、城市、

历史、自然的交融。其中，游客服务中心呈现半围合状，将其作为通道旅游的一



张新名片，帮助人们了解红军长征的伟大事迹，为游客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和思

想洗礼。

第二，红军街和红军堤片区，兼具红色旅游街区、民俗文化街区两个功能，

对传统建筑的时代特征进行保留。其中，红军堤片区的特点是寓教于乐，涉及文

化墙、廊亭、雕像广场等要素，既可以用来展示红色文化，又能提供休闲娱乐场

所。此外还能够迎合游客的审美心理、消费需求，提供多样化的特色旅游产品，

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2]。

3.2 游客服务中心

游客服务中心采用两层结构，建筑总面积为 10325m2。在建筑风格设计上，

采用侗族传统建筑元素，包括景区办公、游客咨询等功能。该服务中心为游客提

供的服务主要如下：①发放宣传资料;②提供信息咨询;③开展旅游安排;④进行

导游讲解;⑤天气预报;⑥景区导览;⑦便利店;8 餐饮休憩;9 土特产展销。

3.3 生态停车场

生态停车场规划保留原生性的生态环境，利用灌木作为隔离线，利用绿化草

坪砖铺设地面，利用乔木进行遮阴。停车场占地面积为 39600m2，设计停车位 312

个;硬质铺装面积为 11500m2，折后临时停车位 184 个。

3.4 转运园

通道转兵，对于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命运都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转折。因此

转运园将成为游客的核心体验区，主要设置景点有转运石、转运树、转运亭、转

运路、红军井等，通过转运园可以将游客中心片区、纪念广场片区有机连接起

来。

3.5 纪念广场

纪念广场属于开放性的城市空间，也是庆祝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活动的主

会场。在广场旁边，设置国防教育教学区、民俗文化长廊，采用特殊的实物、场

景、空间、符号，促使人、城市、历史、自然相互交融。

3.6 红军堤



红军堤片区的特点是寓教于乐，涉及文化墙、廊亭、雕像广场等要素，既可

以用来展示红色文化，又能提供休闲娱乐场所。在广场上，通过表演话剧、演唱

歌曲，有利于游客在游戏和观赏中，了解、感悟、发展红色文化，而不仅仅是参

观，最终实现文化传承的目标。

4 红色旅游建筑的设计要点

以游客服务中心为例。该建筑是接待游客，并通向旅游区的中转站，主要包

括餐饮区、休息区、导游服务区。作为景区内外沟通的桥梁，利用网络或电话，

可接受游客的咨询，介绍景区内的资料图片，播放旅游宣传片，从而快速了解景

区概况。此外，宣传册从吃、住、游、购四个方面入手，方便游客免费查阅。

该建筑的设计理念，重点在于突出服务中心和周边环境之间的关系，处理好

文脉肌理、虚实、体量等要素直接的相互联系。采用自由分散的布局、化整为零

的手法，建筑尺度和空间比例更加宜人。在立面设计上，借鉴了侗族传统建筑、

现代建筑的精髓，兼顾节能、美观等特征。在整体风格上，主色调为白色，搭配

小青瓦、古典花窗，注重黑白灰三色的配比，彰显建筑的共性和个性。

4.1 外观设计

在外觀设计上，既要展示地域文化，又要满足现代需求，因此在规划设计时

设计师与相关部门积极协商，共同开展设计工作。考虑到服务中心的功能，采用

现代结构方式，室内空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需求，能接待大量游客。在建筑外立

面，借鉴了侗族建筑的特点，采用体块分离切割手法，整体建筑简洁大方，具有

强烈的虚实对比，稳重中不乏细节，突出韵律感和整体性。此外运用凹凸手法和

当地的建筑装饰材料，能更好地展示出地域文化特色。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红色旅游建筑的规划，要遵循整体性、参与性、经济性、特色性、

多样性、文化性、可持续性原则。文中以红军长征通道转兵纪念地为例，介绍了

规划方案和设计要点，希望为类似工程提供经验借鉴，充分发挥红色旅游建筑的

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和生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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