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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培育创新文化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

来源：中国文化报 2024 年 6 月 26 日

6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大会和中国科学院第二十一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七次院士

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文化和旅游系统广大干部职工中引发热烈

反响。大家一致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

神，加强科技创新，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为人民群众提供优

质文旅产品和服务，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培育创新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新基因，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使崇尚科学、

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激活创新基因，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是文物领域的重要使命。

中国国家博物馆数据管理与分析中心主任、正高级工程师李华飙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信心。目

前，博物馆在文物数据采集与展示的设备与技术等方面还有待进一

步提升。应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大研发资金投入，促进产学研用

合作，建设科研平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关键技术转化与应

用。

在公共文化领域，文化与科技交相辉映，焕发出独特的生机与

活力，共谱文化繁荣新篇章。作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

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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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通过引入音视频实时剪辑、资源自动提取标

签、内容自动化机审、实时切片加密、区块链版权保护等数字化技

术，提升了服务能力。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将抓住

大模型快速发展契机，联合多方力量探索公共文化云智慧化建设，

推动科技与公共文化服务深度融合。

在旅游领域，旅游工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和创意，展现文化的魅

力，让旅游体验更加丰富多彩。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

据中心）致力于旅游领域的关键技术创新应用，针对节假日城市旅

游客流问题，利用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研发了智能感知、预测

预警等关键技术，建立了即时客流管理体系。同时，参与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预约系统和疫情管控系统，提

升文旅行业应急响应能力。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

心）总统计师马仪亮认为，在我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科技起到了

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艺术领域，如何结合科技元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

新基因？近年来，中国国家话剧院不断探索数字化演艺新业态，打

造了线上演播品牌“CNT 现场”，通过数字化、多讯道、多机位实

时拍摄与切换，稳定、低延时的 5G 传输技术和 VR、XR 等数字内容

加载，实现制作、传输、观看端的数字化升级，为线上观众重新呈

现高度还原的现场感和沉浸式的视听效果。在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

田沁鑫看来，如今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文艺工作者提

供了创新的抓手，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些技术。繁荣文艺创作需要文

艺工作者具备创新精神，应该勇于尝试新的创作形式和风格，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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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自我和突破传统，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和时代感的文艺作品，

为文艺创作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足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实际，同时

放眼全球，加强国与国之间科技良性竞争与深度合作，旨在造福全

人类，体现出了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党和大国的战略眼光、宽

广胸怀和高远格局，极大地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勇攀科技高峰、

立于世界科技前沿的斗志。”梅兰芳纪念馆馆长李立中表示，梅兰

芳纪念馆将按照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联合科技团队，探索馆藏

资源智能活化利用方式，赋能梅兰芳艺术精神的时代价值。

在文旅科技教育的舞台上，创新与传统共舞，绽放时代光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完善

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

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近年来，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与优秀科技企业及相关

单位合作，加强文旅人才培养和行业发展中的科技应用。学院对教

学进行全面改革，深化案例教学、实践教学和沉浸式教学，构建“文

旅+科技”特色教学空间。未来，学院将继续深化“文旅+科技”教

学实践与探索，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培养高质量文旅人才。

作为国家级综合性艺术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致力于深化教育

科技人才改革，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周庆

富表示，将全面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立足艺术教育特色，采用新理

念和新举措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同时，根据

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需求，优化专业布局和人才结构，构建科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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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艺术教育培养体系，以培养高层次的艺术科研、创作、教育和

管理人才。

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所长李蔚表示，文旅科技工作者应坚定信

心，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不折不扣落实到位，重点聚焦以下三

方面：第一，强化产学研用联合科研，协同高校、企业等攻克核心

技术并推广；第二，加大创新平台建设，优化资源配置，解决文旅

科技需求，集聚科研力量；第三，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强产

教融合，精准培养行业人才，并鼓励科研成果转化为教材，为文旅

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统稿：王伟杰 参与采写：刘淼、李荣坤、刘源隆、王彬、

王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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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后游”持续升温 毕业旅行“点燃”夏日文旅
来源：人民网 2024 年 6 月 24 日

夏日炎炎，暑气渐浓。伴随着毕业季、暑期的到来，“考后游”、

毕业旅行的热潮如约而至。各地的文旅部门积极行动，为迎接旅游

热潮做好充分准备。多地推出消夏新模式，以颇具特色的夏日文旅

项目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旅游体验，助力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

据旅游平台的预订数据显示，近期，“毕业旅行”的搜索量呈

现出迅速上升的趋势，特别是“00 后”这一群体在 6 月至 8 月期间

的旅行订单大幅增长。

云南文旅“喊话”广大毕业生到西双版纳来一场“又野又飒”

的毕业旅行——西双版纳以“动植物王国”著称，不仅可以近距离

观赏孔雀、大象等，还可以在湄公河水底世界中观赏湄公河流域丰

富的鱼类。除此以外，当地文旅部门还推出雨林徒步、户外露营等

旅游项目，更加符合年轻人的旅游爱好。

雄伟的塞北大漠也成为不少毕业生的旅行目的地。近期，嘉峪

关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青春纪念票、《天下雄关》演出优惠等，

让年轻人们在“大漠孤烟直”的壮阔风景中，实现一场青春与历史

的浪漫邂逅。

根据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暑期文旅预订单量（含门票、住宿、

交通等）同比增长 63%。位于河南郑州中牟的《只有河南·戏剧幻

城》景区，有不少毕业生沉浸在戏剧演出当中。北京游客接受采访

时表示：“趁着毕业和同学一起来玩。这里既能游玩打卡，还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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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很多文旅剧目，让毕业旅行更有意义。”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工作人员刘凯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近期学生客群出现了很明显的增长，目前学生群体占比已经超过

园区客群的 20%。”

从看书本到“见世界”，毕业旅行，作为青春岁月中的一道独

特印记，以其独有的魅力再次“点燃”了夏日文旅。一程又一程的

“少年游”，不仅让年轻人们收获了难忘的回忆，也为文旅市场注

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数据显示，徒步、骑行、漂流、浆板、垂钓等都是毕业生热衷

的户外旅行方式。体验自然，了解野生动植物也是年轻游客参与徒

步、露营的重要原因。当前，各地的旅游景点、文化古迹等都在为

迎接“考后游”、毕业旅行等积极做好承接准备，推出相应的优惠

政策吸引更多游客群体。对此，业内专家指出，针对“考后游”的

文旅产品要精心设计，让学生游有所学，学有所获。

（编辑 杨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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