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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文旅数字化迎来广阔发展空间
来源：中国文化报 2023 年 12 月 14 日 苏 锐

从旅游景区在线预约预订，到建设“互联网+演艺”平台，再

到提升基础设施智慧化水平……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正持续赋能

山东文化旅游业发展。过去几年，齐鲁大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以科技创新应用为支撑，以“互联网+”为手段，丰富数字

文旅供给，拓展线上消费空间，提升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聚力开

创新时代文化旅游强省建设新局面。

新理念：技术与文旅双向奔赴

在今年 3 月举办的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上，数字文旅展示区的

裸眼 3D 无水海洋沉浸式体验引发关注。项目由山东金东数字创意

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外部通过数字技术打造海洋元宇宙现实落地场

景，内部设有极具视觉震撼效果的光影空间，游客能够身临其境体

验百年青岛民俗文化。

沉浸式、立体感、多维互动，数字技术不仅为文旅行业带来丰

富的产品，也在助力改变从业者的思维习惯和工作理念。山东省文

化和旅游系统强化顶层设计，注重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坚

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优化数字文旅营商环境。

2021 年，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等 12 部门出

台《关于推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发展的实施意见》，2022 年

制定《山东省文化数字化行动计划》。今年初，山东省委、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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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关于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

确提出加快发展智慧旅游、拓展文旅新场景、创新发展未来业态等

举措，推动数字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

“文旅数字化发展，应当更好地发挥政府引导、激励和监管作

用，加强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形成数字化转型发展合力。”山东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山东以科技创新引领和

支撑文旅发展的成效进一步彰显，文旅领域科技应用更加广泛，数

字文旅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文旅市场智慧监管体系逐步完善。

新业态：云端带来更丰富体验

今年国庆假期，日照游客耿晓光通过“好客山东 云游齐鲁”智

慧文旅平台，成功实现“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线上预

订。酒店预订、门票预约、车票购买，一个平台搞定一切让其兴奋

不已。“现在人们出门图方便，能开车不坐车。出去旅游也一样。”

耿晓光说，“好客山东 云游齐鲁”智慧文旅平台已经初步实现“一

机在手，畅快出行”。

“好客山东 云游齐鲁”智慧文旅平台，是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采取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化运作方式建设的数字化载体。目

前，平台 APP、微信小程序具备景区门票预订、智慧导览、全景 VR

等 30 项功能，可在线预订全省 500 家景区、2.4 万家酒店，全面覆

盖 4A 级以上旅游景区的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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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山东省把握科技发展趋势，集成运用高新技术，推动

文旅各领域内容、业态、技术、模式和场景创新，促进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山东歌尔集团在虚拟现实领域具有相对技术优势，相关部门支

持其成立山东省文旅虚拟现实科技融合发展中心。山东博物馆完成

“智慧鲁博—山东博物馆智慧化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山东省图书

馆联合省残联、省盲协建立“光明之家”盲人数字图书馆；山东美

术馆探索建立 3D 全数字建模的线上展厅。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系统各单位不断尝试新措施、新途径，借助

云计算、视频点播直播等技术，推出云演艺、云展览、云旅游，数

字文旅业态更加丰富。

新前景：资源整合带来无限可能

2019 年以来，山东改版上线“山东公共文化云”，打造基于“礼

乐文化号”的开放式业务管理平台，提供 PC 端、H5 移动站、微信

小程序及 APP 四位一体应用。目前，全省 16 个市级文化馆、115 个

县（市、区）文化馆已实现与“山东公共文化云”数据对接。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科技教育处负责人介绍，山东推动数字文

旅发展的一个关键着眼点，是以互联网和高新技术为依托，优化文

旅资源配置，推进各类要素融通融合，促进与数字经济、实体经济

开放共享，构建文旅数字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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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领域，山东过去几年持续加强全省智慧图书馆项目建

设，相继开展馆藏特色资源、古籍文献、公开课等数字资源建设，

对存量及新增数字资源进行识别。

在遗产保护领域，山东目前已整合全省 220 家博物馆的文物信

息化资源，促进文物资源整合利用，成为全国目前数量较大、功能

较完善的文博平台。

同时，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以评选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区（基地）

为抓手，加快传统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着力培育重点数字文化

企业和数字文化产业新业态。山东演艺集团开发建设山东文旅数字

场景化平台，青岛国际动漫游戏产业园实施智慧园区建设，鸿儒国

际文化产业园建成云计算机、创意设计、市场营销服务、人才实训

等产业服务与孵化平台。

下一步，山东还将加强要素支撑，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符合数字

文旅特点的金融产品，建设文旅数字化创新和高技能人才队伍。



- 6 -

国家文化公园在山东实现全域融合发展
来源：中国文化报 2023 年 12 月 22 日 苏 锐

从强化顶层设计，到保护文化遗产本体，再到推动研究阐释、

文旅融合，山东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面正在走出一条全域融合发

展之路。过去几年，山东挖掘梳理齐长城、黄河、大运河沿线文化

遗产资源，重视省市县联动，以科学规划护航项目实施，以大格局

理念推动国家文化公园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取得阶段性成效，

深刻影响相关区域的文化旅游业态发展。

织牢遗产保护立体网络

齐长城在潍坊市临朐县境内有主、复两条线路，共计 64.89 公

里，占齐长城总长的 1/10；保存墙体长度 37.73 公里，约占齐长城

现存墙体总长的 1/9，经过 156 座山头、40 余个村庄。

近年来，临朐县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作为文化“两创”新

标杆、文旅融合新名片来打造，以齐长城保护为主线，因地制宜、

因段制宜，深入挖掘长城文化、景观和精神价值，突出活化传承、

合理利用，打造独具齐风鲁韵的齐长城人文自然风景带。

当地将文物“四有”工作纳入全县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在省

内率先启动齐长城保护公益岗招聘，探索建立全覆盖、网格化文物

巡管员队伍，目前已招聘 130 多名文物巡管员，实现齐长城沿线所

有文物有人盯、有人管和常态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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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化“人防”的同时，临朐县深挖物联网、大数据、卫星遥

感等文物保护新方案和新技术应用，利用 24 小时不间断的安防监

控系统对文物巡管员进行辅助考核。此外，综合运用制度机制、资

金投入等手段，夯实文物安全“物防”保障，探索形成“人防+技

防+物防”齐长城文物安全巡管“临朐模式”。

在全省层面，为保护好齐长城，山东有序开展城子崖遗址、焦

家遗址、稷下学宫遗址等一批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加快推进滨州

黄河文化保护利用、南运河文化遗产展示中心、齐长城（锦阳关段）

保护利用等项目。

强化文化要素解读阐发

临清市是大运河沿线重要城市。过去几年，临清市成立由市委

书记、市长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实行“专班+公司”运行模式，

有力推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物保护、文化传承、资源利用等工

作。

为强化对运河文化遗产挖掘阐释，临清市加强文化展示和设施

建设，挖掘运河文化内涵，完善提升钞关主事官房、钞关甬道、鳌

头矶的展示设施和内容，植入山东手造、临清非遗、京剧体验、木

偶剧场、运河书局等 10 余项展示体验项目，推动文化遗产活化利

用。

同时，当地实施临清运河钞关、舍利塔的布展和业态丰富、环

境整治等工程，建成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配套设施，推进钞关、

鳌头矶等文物景点智慧化、数字化改造，不断提升文化旅游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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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丰富的大运河文化，委托专业团队完成实地调研和文旅品牌策

划，面向全国开展旅游宣传口号征集，确定发布“猫在临清·运味

十足”的宣传口号和城市 IP 形象“临清狮猫”。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如今，山东

在国家文化公园研究阐释方面取得新成果，比如设立国家文化公园

研究专题，推出《时代的脉动与文明的记忆》《齐长城志》《黄河

文化通览》等一批研究成果；深入实施“齐鲁文艺高峰计划”，聚

焦长城、大运河、黄河主题，创作推出人文纪录片《齐长城》、中

国画《齐人筑长城》、大型舞台剧《红石崮》等。

打造融合发展新样板

齐河县位于德州市最南端，与省会济南紧密相连，也是德州唯

一的沿黄县，拥有 63.4 公里的黄河生态廊道、万亩林海、黄河湿

地等生态资源。近年来，当地以黄河国际生态城为核心，以沿黄 5

个乡镇为重点，按照“规划一批、建设一批、运营一批、提升一批、

储备一批”的工作思路，谋划实施重大文旅项目 20 余个，总投资

近千亿元。

为在新兴业态上求突破，齐河县在“文旅+研学”方面，依托

黄河文化、红色文化等资源，整合打造 19 处研学旅游示范基地，

策划 10 条自驾游精品线路。在“文旅+体育”方面，成功举办 2023

生态齐河·黄河湿地马拉松、山东省自行车黄河挑战赛、中国攀岩

联赛等活动。在“文旅+露营”方面，打造了中国驿、安德湖露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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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黄河第一驿站等一批房车帐篷露营地，黄河国际生态露营基地

已经开工建设。

齐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宋毅介绍，齐河县还以民

俗文化为媒，加快整合黄河号子、打夯小调、绣球灯舞、一勾勾等

30 余种地域文化，深入挖掘传统节日、二十四节气等民俗文化资源，

推出《河清海晏·礼乐齐河》《伴河而生》《美丽齐河我的家》等

情景表演。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

中，山东将继续实施文旅提质赋能计划，不断提升沿线旅游景区、

特色民宿、休闲乡村品质。加快推进全省国家文化公园沿线的重点

项目建设，强化资金、用地、政策等要素保障，提升环境配套水平。

（编辑 杨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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