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建共享视野下红色文化资源项目建设调查及启示 

    地方文献部  窦鹏 

中国图书馆年会 地方文献分会场 

2018年6月1日 河北廊坊 



调查
说明 

建设
现状 

问题
对策 

启示 结语 



引言：地方资源建设项目工作发展历程 

2007年，文化

信息共享工程

试点 

“十二五”期间，

省级分中心形成

规模 

2011-2014年，

红色历史文化

类立项占总量

12.3%，红色文

化资源专题成

为地方资源建

设的重要选题

方向之一。 



2015年：立足文化系统自身的优势资源，整合其
他系统的优秀资源，逐步形成以优秀传统文化资
源、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当代艺术与群众文化资
源为主体的资源建设体系。 

 

2016—2017年仍将红色文化资源建设列为工作重
点。 

 

对以红色文化资政育人 

引导人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升文化自觉意识 

助推实践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 调查说明 
 
1“红色文化” 概念 

广义：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方面 

狭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传统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所创造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本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所产生的革命文化资源。 

 



2 调查范围、对象 

红色文化资源项目 

（专题数据库、多媒体资源库、视频、专题片等） 

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22个省（不含港澳台地区） 

共32家省级分中心和省级公共图书馆网站（其中广西壮

族自治区有广西和桂林两个省级图书馆） 

2017年3月10—28日 



省级分中心红色文化资源上线项目一览表 
 

地 区   省级分中心  项目名称   类别   栏目名称/集数  网 址 

直辖市 

华北 

东北 

华东 

华中 

华南 

西南 

西北 



二、 建设现状 
 

1 基本情况 

• 建成并上线红色文化资源项目47个：资源库

39项，占83% 

吉林、重庆：各6个 

陕西：4个 

河南、湖北、云南：各3个 



吉林 

吉林 



桂林 

湖南 



2 选题特点 
 

紧扣中国革命历史，结合建党、
建军、抗战等全国性的重大历史
事件或纪念活动 

聚焦本地地方红色历史文
化资源，挖掘本地发生的革
命事件、革命人物、战役战
斗和因其衍生的文献资料等 



3 内容特点 

人物、事件、战役战斗、革命旧址遗址、纪

念场馆、红色旅游、红色专题讲座和展览等 

载体：图书、报刊、手稿、书信、图片、老

照片，音视频资料、网络信息等 

建设形式：图片库、专题数据库、多媒体资

源库、红色文化专题片等 







http://61.185.242.126:8080/wenhua/hssjcdsn/index.jsp
http://61.185.242.126:8080/wenhua/yanancds/index.jsp


4 全国呈区域性差异 

与本地红色文化资源的客观存在有关，也与本省对地方特

色资源建设工作的重视程度和建设水平有关。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长期性、曲折性、不平衡性的

特点。 



三、现存问题及对策 
 
1  以省级图书馆为建设主力 

2  资源内容建设上存在不足 

    欠缺总体规划，存在着对本省红色文化专题资
源“家底不清”、收集不全或不专的现象  



检索功能

不完善 

页面结构

设计组织

不合理 

页面视觉

设计效果

不佳 

网页代码

不符合

web标准 

3 项目成果网页展示功能欠缺 

4 社会服务效能较低 



四、 启示 
 
1 深化共建共享意识，采取联合建设策略 

   

       本地区红色文化资源和地方文献，根据本省地域红

色文化资源特点，采取跨系统或跨区域联合建设的方式，

扩大红色文化资源建设的社会覆盖面。 



2 设立统筹规划机制 

 

     各省成立红色文化资源项目领导小组及专家委员会，

指导和促进本地或区域之间的协作与共建。 

      若把全国划为七个分区，各分区选定一个责任中心馆

统筹和督导该区域的红色资源建设工作。 



3 统一建设标准和规范 

      文化共享工程及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等相关资源建设

项目应互相协调沟通，共建共享一整套包括基本信息规

范、元数据规范、对象数据加工规范、资源组织规范、

数据转换规范、资源检索规范、资源获取和展现规范、

平台技术规范等在内的资源建设标准规范体系。 



采用音频、口述历

史、红色动漫、微

视频、红色舞台艺

术等资源建设形式 

丰富红色文化开发、

传播的载体，如采

用虚拟现实技术

（VR）设计历史

场景 

针对不同读者群体

的需求，采用不同

形式、多层次开发

相应的资源内容 

4 多途径、多层次开发红色文化资源 
 



构建移动版网站 

开发智能网页：“动”“静”结合 

借助移动客户端（APP）、微信公众号、

微博、电子阅读器、二维码标识等手段  

5 采用网络新技术 
 



全国红色
文化资源
平台 



五、 结语 

大力推广、宣传、红色文化资源成果 

加强省际或地区间的学习交流 

促进人才队伍建设和研究 

发挥地方文化资源优势，提升区域文化软

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