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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新科技更好赋能文旅发展
——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创新示范案例引领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
来源：中国旅游报 2023 年 10 月 20 日 记者 赵腾泽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创新示范十佳案

例和一批优秀案例，这些案例包括创新文化表达方式、提升公共文

化服务数字化水平、促进文化机构数字化转型升级、发展数字化文

化消费新场景以及构建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等不同类型，是集中示

范推广文化和旅游领域数字化创新的最新成果。

据介绍，这些案例重在以数字技术赋能文化艺术创作生产、助

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升、驱动文化和旅游业态创新等，对于传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多样需求、推动行业创新发展等有着

积极意义。

创新传播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此次公布的案例坚

持守正创新，积极探索数字技术在文化和旅游领域的应用，对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有着积极意义。

戏曲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让戏曲艺

术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彩，是从业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上海戏剧学院申报的“沉浸式戏曲《黛玉葬花》创新越剧表现

形态”对此进行了有益尝试。该案例利用数字视觉技术，在智能终

端和扩展现实眼镜等设备中，将虚拟的越剧表演与真实的舞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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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结合、叠加显示，创新了戏曲观演模式。创作团队把舞台道具、

布景以及越剧演员的表演设计成虚拟的元素，将虚拟空间与实体空

间进行叠加融合，让越剧这种表演形式为更多人所喜爱。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的“虚拟现实舞蹈《十二生

肖·卯兔邀月》”，则将生肖元素、数字特效与舞台艺术相结合，

观众可以佩戴虚拟现实眼镜，欣赏舞蹈演员在虚拟场景中的表演，

获得不一样的沉浸感和体验感。

此外，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申报的“‘世界的记忆——中国传

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和‘传统音乐档案’应用程序”，收录

了我国藏族、维吾尔族、苗族等多民族的传统音乐，并对约 1．1

万条音频数据进行展示和发布，涉及古代音乐、民间歌曲、曲艺音

乐、戏曲音乐等 12 类，让传统音乐得以保留和广泛传播。

数字化技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遇，丰富了文化的表现形

式、开辟了文化传播新渠道，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注入

了新活力。

满足人民多元需求

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和旅游需求

也日益个性化、多元化。此次公布的案例中有多项是通过应用数字

化技术扩大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丰富文化和旅游消费场景，着力

满足人民群众多元需求。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申报的“‘浙里文化圈’助力公共文化服

务智达惠享”展现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的创新思路。“浙

里文化圈”小程序整合浙江省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非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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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院团等公共文化机构的活动信息和数字资源，丰富公共文化服

务供给资源库。小程序设置了看书、观展、演出、学艺、文脉、雅

集、知礼 7 个板块，并根据市民游客的行为习惯和文化热点智能推

荐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公共文化资源的智能调度和精准供给。

在福建永定，世界遗产土楼与知名游戏 IP“天涯明月刀”创意

结合，给游客带来新奇体验。福建客家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申报

的“永定土楼（5A 级旅游景区）‘天涯明月刀’沉浸式数字文旅体

验项目”，用数字 IP 内容及客家文化串联振成楼、环兴楼、振福

楼 3 座客家土楼。在实体环兴楼中，游客能够享受集沉浸式导游、

互动式展览、角色扮演实景剧本杀等功能于一体的沉浸式剧场，与

演员一起经历 2 天 1 夜或 3 天 2 夜的剧情演绎，剧本融入永定当地

的特色文化体验，即使不是游戏玩家，也能轻松入戏，领略当地风

土人情。

同时，依托数字环兴楼，通过场景复刻、奇遇剧情、运营活动

等诸多手段，游戏《天涯明月刀》展现了客家习俗，让玩家了解客

家文化。

此外，“宜昌博物馆（4A 级旅游景区）互动研学项目”利用人

工智能、增强现实等技术，将展陈与虚拟剧情相结合，打造自然环

境、人文历史、宇宙星空等研学课程；“滕王阁（5A 级旅游景区）

江右文化数字体验馆”运用人工智能、动作捕捉等技术搭建数字化

文化体验线下场景，设置数字化展项，展示江右文化风貌……这些

创新和实践丰富了市民游客的文化和旅游体验，也处处彰显着科技

造福人民的理念。



- 5 -

推动行业升级发展

据介绍，此次公布的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创新示范案例旨在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加强文化和旅游数

字化建设，是围绕文化和旅游部贯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分工

实施方案确定的重点任务。同时，示范案例对于以数字技术推进模

式创新、业态创新、方式创新也具有积极引领作用。

在促进文化机构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

公司申报的“抖音直播促进文艺表演团体数字化转型升级”就进行

了积极探索，通过横竖屏切换、多机位等功能，进一步提升了观众

观演体验。另一方面，抖音直播还发起“DOU 有好戏”“DOU 有国

乐”“艺播计划—抖音直播院团专项”等文艺扶持计划，通过流量

扶持、专业培训、共创节目等方式，促进文艺产品创新创造，帮助

表演人才更好成长。

在构建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方面，杭州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队

申报的“‘文管在线’推进实现文化数字化治理”，应用“文管在

线”系统，打造网络文化监管、旅游市场监管、文化经营场所监管

3 个应用场景，实现网络内容监测、旅游团队监测、景区客流统计

等 23 个功能，对于文旅市场的监管方式变革进行了数字化探索。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申报的“游云南人工智能助手”，基于大

语言模型开发，同时结合海量的云南旅游资源数据，为游客提供旅

游线路规划、天气查询、门票和酒店预订等服务，对于提升服务质

量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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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此次公布的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创新示范案例涉及文

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不同方面的数字化创新探索，是加快推

进文化和旅游发展理念创新、业态创新、服务创新、模式创新以及

管理方式创新的有益尝试。这些案例的应用与实践起到了示范标杆

作用，值得各地文化和旅游从业者学习借鉴，共同推动文化和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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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文化阵地“巧变装” 助力旅游市场繁荣
来源：中国文化报 2023 年 10 月 25 日 记者 苏锐

今年以来，山东旅游市场持续火热，各地公共文化空间做出重

要贡献。作为当地推进文化建设、保障民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阵地，

公共文化场馆长期以服务本地民众为主。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进程

中，齐鲁大地发挥文化资源富集优势，提升服务效能，从理念相融、

业态相生的角度，将公共文化场馆建设成为“旅游市场推介先行区”，

成为旅游产业链条中耀眼的一环。

成为讲好本地故事的先行者

10 月 18 日，聊城市图书馆沉浸式体验区，几位游客正参观聊

城红色历史展览。该图书馆新馆启用以来，凭借时尚的外观设计、

科学的内部陈设、舒心的阅读环境，迅速成为当地的“网红”景点。

“公共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灯塔，理应成为讲好本地故事

的先行者。”聊城市图书馆副馆长杨虹说，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游

客走进聊城市图书馆，体验黄河文化、运河文化。公共文化机构在

丰富旅游线路的文化内涵方面大有可为。

过去 5 年，山东积极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在公共服务领域，

山东多地探索提升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效能，扩展其服务空间，打

造无边界的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成为本地旅游的金字招牌。

今年中秋、国庆长假期间，山东省文化馆专门策划了非遗购物

节，将全省最具代表性的美食、美物，在馆内中心广场进行长达 8

天的展销，每天吸引数千名游客参与。

由于紧邻千佛山景区，山东省文化馆近几年一直探索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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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从每周定期举办的百姓大舞台展演，到组织群

众文艺节目进景区，再到举办非遗购物节等民俗体验活动，山东省

文化馆正努力成为“好客山东”的形象代言人。山东省文化馆党总

支书记、馆长赵新天介绍，助力旅游市场繁荣，是公共文化场馆提

升效能的必然要求。面向外地游客讲好本地文化故事，检验着公共

文化从业者的业务能力。

文化景观留住游客

今年夏季，威海市凭借“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等热门线路，

吸引大批游客前去体验。与往年不同的是，很多年轻游客除了去海

边、吃海鲜之外，还到威海市群众艺术馆、威海市城市书房等新型

公共文化空间打卡。

威海市群众艺术馆与威海公园一街之隔。以前一到夏天，威海

公园游人如织，如今很多游客专门去打卡群艺馆内的非遗展厅。威

海市群众艺术馆馆长荆国胜告诉记者，馆内主打胶东民俗风情主题

的非遗展厅，成了威海新的景点。

威海市群众艺术馆非遗展厅的走红并非偶然。随着多数人从观

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转变，有着自然风光的景区景点依然具有较

大吸引力，但是真正留住游客住下来体验的，是当地的文化景观，

包括特色美食、民宿、展览、演出等。

李欣然在青岛市从事带团导游工作多年。她表示，近两年，游

客更期待体验立体丰富的旅游线路。比如，“海岛主题游”时间为

两天一晚，游客除了看海、坐船，还想参观贝壳博物馆、海洋主题

民俗展。在这方面，公共文化场馆有广阔的施展空间。

今年 3 月，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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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开展“文化活化故事化”

行动，把典故传说、名人故居等深度融入景区景点、文创产品和展

示体验；拓展公共文化场馆功能，建设城市文化艺术综合体，培育

开发一批云展览、云直播等数字化体验产品。

探索不一样的文化体验

前不久，为助力泉城旅游市场繁荣，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再次

加演儿童剧《蹦跶元宝和咕呱》。跟随小鸟、青蛙、宠物鸭的脚步，

数百位小观众踏上一段奇妙旅程。“作为一部沉浸式互动儿童剧，

《蹦跶元宝和咕呱》的目的不是说教，而是带给孩子们美的享受，

通过看剧，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济南市儿童艺术剧

院主要负责人任晓坪介绍，这部作品旨在给孩子们提供“假期出行

第二选项”，发挥艺术作品感染人、拉动消费的服务作用。

10 月 1 日，山东省吕剧院策划的百花戏剧艺术空间正式启用。

作为山东目前最大规模的传统戏曲沉浸式体验基地，百花戏剧艺术

空间将山东地方剧种与时代需求紧密结合起来，采取“沉浸式体验”

“多角度阐发”“立体化保护”的模式，带给游客不一样的文化体

验。“观众在此不仅能看到吕剧发展历史，还可以与吕剧名角面对

面交流、接受辅导。”广西游客钱福军表示。

过去几年，山东在公共文化连接旅游市场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

但是创新力度仍需加强。鲁中山区一家景区负责人介绍，景区主打

亲子游览体验，近几年研学市场风生水起，景区也在努力靠拢。如

果能跟公共文化场馆达成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可以进一步增加景

区的吸引力。

（编辑 杨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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