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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项目信息 

主题方向 走出去    区域协调发展    √中华传承    大国智造     

项目名称 
弘扬抗联精神，建功乡村振兴： 

牡丹江市抗联红色旅游的乡村实践 

关 键 词 抗联精神；红色旅游；乡村振兴；牡丹江市 

涉及专业 

学位类别 
旅游管理 

（二）首席专家信息 

姓    名 魏丽英 性    别  行政职务  

职    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三）团队成员信息（原则上不超过 5 人，不包括首席专家） 

姓  名 性   别 职   称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联系电话 

     

     

     

     

     

（四）预期成果形式及数量 

A.教学型案例  3  个    B.研究型案例  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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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题依据 

简述项目的选题考虑、案例内容、学理价值、适用课程、开发计划等。（请勿

有意在此部分透露本人及团队成员姓名、单位等个人信息） 

（500-2000 字） 

（一）选题考虑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出，革命文化是在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孕育形成的

独特精神标识，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精神根基。抗联精神是中国革命文

化的独特组成部分。2015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弘扬“抗联精神”；

2016 年 5 月，习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时再次提出要发扬抗联精神。 

牡丹江地区是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根据地和重要战场。近年来，牡丹江市

推动抗联红色旅游发展成为助农增收的重要形式。但整体看发展区域差异较

大：部分乡村起步早、步伐快，已形成品牌效应；部分地区拥有优势抗联文化

资源，却尚未形成市场化产品和服务。 

导致这种结果的影响因素较多，既有地方政府推动力度的差异，也有乡村

领导者理念和能力的差异，还有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水平等诸多方

面的差异影响。但究竟是哪种因素起到关键作用，关键因素又是如何发挥作用

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并推动乡村振兴，为弘扬抗联精神并以抗联红色旅游发展积

极推动乡村振兴又该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模式，这些都是应该从现有乡村实

践中深入挖掘并探索回答的重要问题。 

本项目为回答上述问题开展多案例研究，选择抗联红色旅游发展较为成

熟，且形成了较大影响力，并有力的带动了乡村振兴的红旗村、孤榆树村、七

里地村作为案例研究对象。 

这三个村抗联红色旅游发展具有典型差异性：红旗村以政府主导推动规模

性发展；孤榆树村在乡村领导者引领下挖掘并开发村域内抗联秘营遗址而品牌

化发展；七里地村是以抗联红色文化资源结合独特的森林生态资源而特色化发

展。 

以上述三个乡村的抗联红色旅游实践开展多案例研究，有助于总结并明晰

抗联精神及抗联红色旅游对于促进乡村振兴的影响作用、关键因素、作用机制

及结构模式等，从而指导同类乡村地区社会实践。项目研究获得的案例素材和

理论思想同时可以作为培养旅游管理硕士的教学案例使用。 

（二）案例内容 

本项目以牡丹江市红旗村、孤榆树村、七里地村的抗联红色旅游实践作为

研究对象开展多案例研究，总结抗联红色旅游发展对促进乡村振兴起到的经济

发展、社会进步等复合作用，判别发展抗联红色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影响

因素，揭示这些关键影响因素产生驱动力及发挥功效的作用机制，最后提炼构

建抗联红色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结构模式。 

1.理论假设 

本项目研究将展示：（1）抗联红色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五个方面要求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

用；（2）地方政府推动、乡村领导者引领、资源禀赋融合、产业水平支撑等是

抗联红色旅游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影响因素；（3）抗联红色旅游发展促

进乡村振兴的科学结构模式是上述影响因素因地制宜地系统性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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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个子案例研究 

子案例Ⅰ：红旗村抗联红色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案例研究。 

子案例Ⅱ：孤榆树村抗联红色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案例研究。 

子案例Ⅲ：七里地村抗联红色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案例研究。 

依据多案例研究复制法则，对于各子案例将分别依次开展以下研究工作：

（1）对应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五

个方面指标要求，开展案例村抗联红色旅游发展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文化

效益、社会效益、教育效益等方面调查分析，总结并明晰抗联红色旅游发展对

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影响作用。（2）基于现有研究成果文献分析，并结合

案例村抗联红色旅游发展案例分析的实践检验，筛选案例村抗联红色旅游发展

的关键影响因素。（3）系统还原案例村抗联红色旅游发展历程，揭示关键影

响因素激发驱动力并发挥功效的作用机制。（4）总结提炼案例村抗联红色旅

游发展结构模式。 

3.多案例的对比总结 

（1）开展子案例对比分析，总结抗联红色旅游发展对促进乡村振兴的影

响作用，明确关键影响因素，揭示作用机制，并呈现现有发展结构模式。（2）

提炼关于红色文化旅游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系列问题的结论观点，并构建形成本

研究理论思想。（3）提出对于相关社会实践的指导性建议。 

（三）学理价值 

1.本案例研究有助于旅游开发主体或人才培养对象深化对红色旅游开发

客体的文化性本源认识，并从文化生产和传播的整体性认识层面思考红色旅游

开发走向，从文化结构和文化构成的透彻性认识层面设计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开

发。 

2.本案例研究将明确体现抗联红色文化的旅游产业化转化所产生的经济

性价值、环境性价值、社会性价值、文化性价值，以及教育性价值。 

3.本案例研究有助于深化理解并推动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即抗联红色旅

游要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出更多增强

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产品和服务。 

（四）适用课程 

《旅游产业经济分析》《旅游目的地开发与管理》《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 

（五）开发计划 

步骤 内容 任务 成果 时限 

1 
研究设

计 
案例研究总体设计 研究计划及编写大纲 2024 年 2 月 

2 
子案例

Ⅰ 
红旗村案例研究 

教学型 

案例 1 篇 
2024 年 4 月 

3 
子案例

Ⅱ 
孤榆树村案例研究 

教学型 

案例 1 篇 
2024 年 6 月 

4 
子案例

Ⅲ 
七里地村案例研究 

教学型 

案例 1 篇 
2024 年 8 月 

5 
案例总

结 
对比总结 

研究型 

案例 1 篇 
202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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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基础 

简述完成项目开发的可行性，包括资料获取、相关授权、条件保障等情况； 

简述首席专家及团队成员承担或参与的案例项目、科研项目等的情况。（请勿

在此部分有意透露本人及团队成员姓名、单位等个人信息） 

 

（300-1500 字） 

（一）完成项目开发的可行性 

1.资料获取 

项目组与案例对象地处同市政区域，资料获取方便；项目组依托单位与

地方政府长期校政合作办学，资料获取能得到大力支持。 

本项目资料获取包括以下来源： 

（1）文件。案例村、地方政府的信件、会议记录、报道、管理文件、研

究报告、媒体文章等。 

（2）档案记录。地方政府统计资料、人事记录等数据。 

（3）访谈。对政府部门、乡村领导者、村民、旅游者、旅游企业等主体

人员的访谈，形式包括深度访谈和焦点访谈。 

（4）直接观察。子案例研究过程中对于政府职员、乡村领导者、村民、

旅游者等多主体的群体现象或个体行为观察等。 

（5）参与性观察。以政府职员、村民、旅游者等不同角色身份转换进行

多角度观察，以拓展研究视野和资料来源。 

（6）实物证据。包括政府及企业投入、乡村领导者使用、村民所有、旅

游者携带或购买的物理或文化的人工制品、工具或仪器、旅游装备、旅游购物

品等，用以反映旅游投入、消费、村民收入等变化。 

2.前期基础 

（1）项目组多年来开展抗联文化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抗联历史史料，

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2）依托单位设有国家级专门抗联精神研究机构，为抗联文化研究搭建

了资源平台，可为本项目研究提供多方面支持。 

（3）依托单位与地方政府共建旅游研究机构，设有抗联红色旅游研究方

向，对区域内的抗联遗址进行了全面普查调研，可为本项目研究提供支持。 

（4）项目组组建了以“团队成员+专业学生”构成的抗联红色旅游调研

队，成员 30 余人，并进行了案例研究培训，为项目研究奠定了充的人力基础。 

3.条件保障 

（1）项目组拥有良好的办公条件、电子资源和信息网络。 

（2）项目组开展了丰富的红色旅游研究，具有丰富的研究和合作经验。 

（3）项目组与中国抗联研究中心、地方档案局等部门有紧密的合作关系。 

（4）项目组成员精力充沛，具有刻苦钻研精神研究热情。 

（二）首席专家及团队成员承担或参与的案例项目、科研项目等情况 

1.首席专家承担项目情况 

（1）依托单位科研平台专项，抗联红色文化旅游纪念品开发研究，已结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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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黑龙江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项目，文化旅游视野下渤海国商

贸古道遗址旅游开发研究，已结项。 

（3）黑龙江省艺术规划课题，基于文化社会学的旅游纪念品设计开发研

究，已结项。 

（4）黑龙江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目的地——旅游者”双重视

角下的旅游纪念品开发模式创新研究，已结项。 

（5）横向课题，牡丹江狼图腾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竞争战略研究，已

结项。 

2.团队成员承担项目情况 

（1）黑龙江省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领域创业项目，黑龙江省乡村旅游数

字化转型发展与实践，已结项。 

（2）依托单位科研平台专项，东北抗联红色文化旅游资源体系构建、价

值挖掘及开发导向，已结项。 

（3）黑龙江省教改革研究重点委托项目，“百年奋斗”龙江地域文化中

的课程思政资源建设，在研。 

（4）依托单位“十四五”双一流学科建设揭榜挂帅项目，黑龙江省乡村

旅游数字化转型发展及数字化水平提升的调查与研究，已结项。 

（5）黑龙江省学位与研究生教革项目，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创

新能力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研究，已结项。 

（6）黑龙江省高校青年创新人才计划，在线旅游发展对旅游产业链的影

响与对策研究，已结项。 

（7）黑龙江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黑龙江省文化旅游资源整合开

发研究，已结项。 

（8）黑龙江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文化旅游供应链优化模式及其

在渤海国遗址旅游开发中的应用研究，已结项。 

（9）教育部社科规划一般项目，边境地区旅游流的多尺度时空流动模式、

驱动机制及旅游供给体系优化研究，在研。 

（10）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俄跨境廊道区域旅游融合度

的测度、影响机制和路径选择，已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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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报承诺 

我承诺对本申报表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所填内容已征得团队

成员同意，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若填报失实或违反有关规定，首席专家和所

在单位承担全部责任。如获准立项，我承诺按照本申报项目信息表为依据，按计

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取得预期研究成果。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有权使用本申

报书所有数据和资料。  

          

                                           

                         首席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五、单位推荐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六、审核意见 

 

 

 

                            审核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