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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三期总体建设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国红色旅游发展的相关要求

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指示精神，切实做好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建设工作，在组织各地申报并开展委托评估的基础上，研究编制了

本方案。方案实施年限为 2018-2020 年。

一、总体要求

2016 年 12 月，包含 300 处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

（以下简称《景区名录》）正式公布。按照有关要求，本方案支持

对象为《景区名录》的新增景区和已纳入一、二期名录的部分重点

景区，重点提升景区基础设施条件和服务水平。

本方案建设目标是：到 2020 年，《景区名录》的新增景区基础

设施和环境面貌全面改善，已纳入一、二期名录的重点景区进一步

完善，重要革命历史文化遗存和纪念设施得到有效保护，更好地实

现红色旅游的理想信念教育功能，发挥脱贫富民作用。

项目建设的指导原则：一是强化统筹、注重整合。立足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注重红色旅游与脱贫攻坚、区域发展、城乡建设相衔

接，强化各类红色资源的整合优化和保护利用，提升红色旅游吸引

力和影响力。二是突出重点、分步实施。严格按照《景区名录》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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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确定建设项目，重点支持《景区名录》的新增景区基础设施建设

和环境整治，强化项目前期准备工作，稳妥有序、分步推进项目实

施。三是严格管理、讲求实效。科学规划设施建设，严格控制建设

规模和建设标准，保持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建设

内容要切实服务于理想信念教育和脱贫富民的实际需要。

二、建设内容

重点加强开展红色旅游活动所必需的旅游公路（景区到交通干

线的连接公路及景区内部的专用旅游公路，原则上不支持长距离的

景区外公路）、景区内的步行道（原则上不考虑木栈道）、露天停车

场、供电线路、供排水线路、旅游厕所、消防安防设施、垃圾污水

收集设施、展陈场馆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必要的环境整治。

三、资金安排

本方案项目所需资金由中央、地方共同承担。其中中央资金纳

入《“十三五”时期文化旅游提升工程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文化

旅游提升工程》），于 2018-2020 年间，根据资金情况逐年统筹安排，

补助标准等遵照《文化旅游提升工程》有关规定执行。

四、组织实施

（一）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的责任主体为

地方人民政府。各责任主体要对所属项目的投资安排、项目管理、

资金使用、实施效果负总责。

（二）各地发展改革部门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在当地政府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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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强化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将

工作责任落实到岗到人。要加强协作配合，建立有效的统筹协调机

制，做好红色旅游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

规划等的衔接，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三）各级政府要建立稳定的投入保障机制，加大对红色旅游

的支持力度，落实相关建设项目建设资金，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红色

旅游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按照《文化旅游提升工程》明确的

中央预算内投资有关管理办法，妥善用好中央预算内补助资金，向

困难地区重点倾斜，并保证中央投资专款专用，确保资金安全，严

禁挤占挪用。

（四）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根据建设方案核定的建设内容和规

模，认真做好项目前期工作，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

有关项目的设计方案要充分论证，科学合理、恰当够用，切实保持

红色旅游底色，维护原有历史氛围，避免贪大求洋、奢华浪费，更

不能以此增加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各项旅游设施要与革命历史遗址

遗迹和纪念设施相得益彰。对涉及纪念设施新建改扩建的建设项目，

必须由省级党委和人民政府按规定履行报批程序，严禁未经批准的

纪念设施新建改扩建项目申请中央补助资金。

（五）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建立健全相

应管理规章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强项目建设全过程监督检查，及时

掌握项目进展和资金落实情况。要严格督促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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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加强对工程建设项目招标

投标工作的指导和监管，加强施工现场质量监督检查和审计等工作。

项目建设完成后要及时组织验收，并于每年底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及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报告年度验收结果。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相关行业

主管部门将择机组织检查和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