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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很多人就地过大年。随着旅

游业拥抱互联网的步伐加快，尽管宅在家

里、足不出户，却也能“云”上赏美景。打开

电脑、手机，一个个精彩的云旅游产品，搭起

了人们情归乡里、周游世界的“云桥”。

相聚云端
尽享文旅大餐

腊月初八，正值传统大寒节气，《故宫的

时节·大寒》视频课在故宫博物院宣传教育

部微信公众号“故宫宣教”上线。课程围绕

清代宫廷立天灯这一冬季习俗，介绍了与之

相关的文化知识，给观众朋友们带来精彩的

云上文旅大餐。不仅如此，从 1 月 27 日至 2
月 5 日，线上“故宫知识课堂”如期开课，围绕

“文物与自然”和“建筑与历史”两大主题，在

故宫博物院宣传教育部“我要去故宫”快手

账号直播。两大系列、20 场不同主题的课程

精彩纷呈，和大家相聚云端。

为 应 对 疫 情 冲 击 、适 应 旅 游 消 费 新 需

求，不少景点景区积极开发云旅 游 产 品 和

服务，在快手、抖音等互联网平台举办“云

游 ”直 播 活 动 ，让 人 们 足 不 出 户 也 可 以 云

游四方。

虽 然 就 地 过 年 ，但 也 能 在 线 感 受 老 家

的年味儿。1 月，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

遗产司主办的“文化进万家——视频直播

家乡年”活动启动，在快手、抖音、微博、酷

狗等网络平台上，各地以系列短视频、直播

等方式展示相关年俗场景，吸引了大量网

友交流互动。

一些互联网旅游平台也推出了相应产

品。马蜂窝旅游直播开启“春节特别计划”，

为游客带来数百场精彩纷呈的旅游直播。

春节假期，直播活动邀请身在全球各大目的

地的旅游主播，通过直播间分享各地的“年

味儿”，展现各地不同的春节民俗、历史文

化、冬季美景和特色体验。

技术创新
打破时空局限

在手机上打开微信小程序“云游敦煌”，

点击“全景洞窟”板块，就可以在线以全景的

方式遨游洞窟。打开第 254 窟的页面，在图

片和文字介绍后，就看到了全景漫游的对话

框。用户手持手机，就像是走进了洞窟，调

整手机的角度，就能身临其境地欣赏到洞窟

内 360 度的景象。

“旅游业之所以能推出人们喜闻乐

见的云旅游产品，也是在应对疫情的过程

中，加快了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若

山说，建立在大数据、云数据基础之上的“云

旅游”，正在从应对疫情冲击的应急之举，逐

渐成为旅游行业供给创新、更好满足人们需

求的一个突破口。

拥抱直播技术后，云旅游打破了时间和

空间的局限。尤其是在博物馆、美术馆、科

技馆等文化科普地，这些文化旅游景区以数

字化、科技化的创新手段，将自身的文化、历

史典故等通过专业人员讲解，让人们随时随

地可以体验相关文化服务。

高技术的应用，带给人们全新体验，也

让云旅游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5G、AR、

VR、AI、无人机等技术的发展，云旅游从图

文、短视频发展到直播、全景等多种形式的

呈现，把传统景区的吃、住、行、游、购、娱等

要素通过旅游博主、专业主播的视角传递给

更多游客。

云旅游不仅仅是把线下资源搬到线上，

而是可以实现更多的使用场景和价值。比

如，在一般的户外研学教育中，参与的学生

们 往 往 无 法 到 达 一 些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核 心

区。但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后，不仅可以模拟

核心区域，还能把动物投影到模拟范围内，

让研学旅程更加生动有趣。

扩大市场
带动文创营销

看非遗直播、购非遗好物、品非遗美食、

赏非遗绝技……在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协会联合电商共同主办的“非遗牛年大

集”活动上，不少消费者赶了一场线上大年

集，感受到了非遗技艺的魅力。

“希望通过‘非遗牛年大集’活动，让更

多人认识非遗、喜爱非遗、保护非遗，进而推

动非遗回归千家万户、回馈百业千行，实现

更好的保护与传承，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

信。”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协会会长王晓峰说。

对于产业链上下游的各环节经营者来

说，云旅游正在成为一种重要旅游营销场

景，带动文创等产品的销售。

“薄如纸、亮如镜、声如罄”的荣昌陶、

走向国际市场的荣昌夏布、具有独特风格

的 中 国 传 统 工 艺 品 荣 昌 折 扇 …… 重 庆 市

2020 年启动的“晒旅游精品·晒文创产品”大

型文旅推介活动中，荣昌区的直播间吸引了

众多游

客围观和留

言 参 与 。 从

“非遗体验”到“运

动 健 康 ”再 到“ 美 食

休 闲 ”，观 众 不 仅 在 线

欣 赏 美 景 、了 解 文 创 产

品 ，也 展 现 了 强 大 的 购 买

力：直播活动销售货品超过

264 万 件 ，全 口 径 销 售 额 约

1.05 亿元。

受疫情影响，以往主要靠游

客采摘销售的四川省汶川樱桃一

度面临不小的销售压力。当地积

极尝试全新“云”模式，先后和国内

知名直播平台合作，打造了汶川甜樱

桃采摘节，通过云传播、云推介、云签

约、云旅游、云采摘等多种方式，让汶川

樱桃插上了“云”翅膀，打开了更大的市

场。

有些云旅游产品，还拉动了预订销

售。比如，有些民宿地理位置很好，从

日出到日落，每一个时间段都非常美。

民宿经营者就通过直播，带大家看到不

同 时 间 段 的 美 景 以 及 当 地 的 特 色 餐

食，实现了一边观看一边预订，带动了

远期收入。

图①：故宫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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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云游敦煌”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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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乌鲁木齐到处可见

的便是冰与雪，记者驱车到离

市区 50 多公里外的南山，进入

丝绸之路滑雪场，带你来一场

冰雪之约。

为了给游客更好的体验，

滑雪场今年推出游园套票，可

在雪场内参观游玩。记者购买

游园套票进入滑雪场后，令人

意外的是体感并不冷。这里位

于世界黄金滑雪纬度——北纬

42 度到 45 度之间，冬季平均温

度在零下 10 摄氏度。

工作人员介绍，滑雪场建

有 多 条 缆 车 ，每 小 时 运 力 达

9000 人，其中有直达海拔 2500
米山顶的 8 人吊厢高速滑雪观

光缆车，是全国滑雪度假区里

距离最长、落差最大的滑雪观

光高速缆车。

乘坐缆车到达半山腰，是

一座木屋，阳光从大大的落地

窗 倾 泻 进 来 ，屋 里 暖 意 融 融 。

游 客 可 以 在 这 里 来 一 场 下 午

茶 ，沐 浴 在 阳 光 中 观 赏 风 景 。

游客焦兴和朋友点了一壶茶，

坐在室外聊起天来，“我常来这

里，你看，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

博格达峰。”

木 屋 外 ，是 4 号 吊 椅 式 缆

车起点。乘坐 4 号缆车前往山

顶，脚下是皑皑白雪，两旁是高

耸的雪岭云杉，静谧中，能听到

雪地里偶尔跑过的小动物弄出

的 声 响 。 不 时 有 阳 光 透 过 树

枝，在人身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仿佛置身童话世界。

观光游览之外，21 条雪道吸引了大批雪友来此挑

战，体验飞驰在雪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其中最受欢迎的

便是艾文道。艾文道长 1800 米，海拔 2300 米，落差 500
米，最大坡度 36度，位居中国最具挑战雪道第二名。

在雪道起点，不少雪友正在准备挑战。对于雪龄

10 年的杨先生来说，艾文道已经不是难题，只为了享受

“风从耳边呼啸而过”的感觉。指着雪道上较为平缓的

一小段，杨先生开玩笑说，那里被人们称为“人生思考

点”，因为过了这个点，雪道坡度陡然增大，“大部分人

会害怕，所以会停在这里‘思考人生’，决定到底要不要

往下走。”

为了保护雪友的安全，滑雪场内有一支二十几人

的救援队，由经验丰富、水平较高的专业人员组成，一

旦有人受伤，会在最短时间内进行救援。“经常有雪友

在‘人生思考点’吓软了腿，被救援队固定在雪橇上拉

着滑下去，我们拍了视频发到网上，被戏称为‘滑雪最

高礼遇’。”工作人员说。

除了艾文道，还有不少适合普通滑雪者的雪道，甚

至有一条全国最宽的初级雪道，宽度达 150 米。针对

初学者，雪场推出了免费定点打卡初级教学，有专业教

练从穿戴装备、安全教学、犁式转弯等方面进行讲解，

短时间内初学者就可以掌握基本的滑雪技能，享受冰

雪带来的乐趣。在这里，记者看到不少四五岁的孩子

在学习滑雪。“我自己就喜欢滑雪，我们新疆又有这么

丰富的冰雪资源，也想让孩子接触一下，如果能喜欢就

最好了。”一位父亲说。

实在鼓不起勇气尝试滑雪的游客，也可以有自己

的选择，雪场内专门设置了雪圈场地，凭游园套票换取

雪圈后，可乘坐长度约 500 米的魔毯到达高处，坐在雪

圈中顺着雪道呼啸而下，尖叫声和欢笑声不时传来。

滑雪、游览之余，雪场还吸纳了 30 家餐饮档口，提

供各地特色美食，游客在游玩之余，可以尽情享受美食。

滑雪场工作人员介绍，为了让游客在这里玩得开

心、安心，雪场坚持每日消毒；对工作人员和游客都实

施体温检测，雪场内设置了各种提示牌，并有工作人员

不断提示戴好口罩，避免聚集；此外，对游客数量进行

了控制，目前每日接待数量控

制 在 最 大 承 载 能 力 的 1/3，超

过这个数量就会进行限流。

图③：新疆雪场风景。

图④：雪友乘坐雪圈嬉戏。

图⑤：雪友享受滑雪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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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 9 点，昆明动物博物馆标本制作师罗

文寿就已开始忙碌。从 业 17 年 多 ，罗 文 寿

经手制作的标本不计其数。看到记者对标

本制作感兴趣，罗文寿也来了兴致，说起自

己的工作几乎“手舞足蹈”。

一件大标本要做一年

朝阳斜照，将标本制作室

的 一 角 染 成 了 金 黄 。 眼

镜 、口 罩 、手 套 ，全 副 武

装后，罗文寿举起吹

风 机 ，开 始 为 黑

颈 鹤 做 最 后 的

整形。

混合着动物气息的空气有点冲。罗文寿

指着周围摆放的各类标本，手在空中划了一

圈，大大咧咧地说：“你们刚来觉得味道大，

其实闻习惯了就好了。”

罗文寿拿起一条小鱼，“这是翻模仿真标

本，由专门的模具做成。”他走到另一头，拿起

一张袋鼠皮，“这是铬鞣所制，保存时间长，但

硬了点儿。”介绍起标本制作基本方法，剥皮、

腌制、浸水、脱脂、软化浸酸、鞣制、雕塑假体、

缝皮、整形……罗文寿滔滔不绝。

作为村里唯一的大学生，罗文寿大学读

的是兰州大学动物学专业。罗文寿第一

次接触标本制作，是大四在兰州兴隆

山保护区实习期间。成为真正的

标本制作师，是在罗文寿工作

之后。本科毕业

后，罗文寿养

了 一 年 鸵

鸟 ，后 来

回到老家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在哀牢山

无量山自然保护区做巡护员。

2003 年，昆明动物博物馆筹备标本馆，专

门从瑞士请了专家来培训标本制作人员。因

为找不到合适人选，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

究所科研人员想到了以前在自然保护区野外

考察时认识的罗文寿，一个电话打过去，罗文

寿高高兴兴地跑到了昆明。

罗 文 寿 亲 切 地 称 呼 瑞 士 师 傅 丹 尼 尔 先

生为“丹老师”。“当时丹老师一年来几次，一

次来个把月，他来我们就来。”说完罗文寿指

了指展览馆的方向说，“馆里体积最大的那

头亚洲象，就是他带着我们做的，花了近一

年时间。”

罗文寿到现在还清楚记得，丹尼尔教他

做的第一个标本是金钱豹。“那只豹子足足有

1.6 米长！”这对只做过鸟类标本的罗文寿来

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 一 开 始 就 是 依 葫 芦 画 瓢 。”罗 文 寿 打

趣。制作假体前，要先画施工图纸，金钱豹的

前视面、后视面、侧视面都得画出来。丹尼尔

画施工图，根据测量好的尺寸，一比一先画骨

骼，然后在骨骼基础上画出肌肉，最后描出外

形轮廓。罗文寿先站在旁边看，然后在丹老

师指导下动手练习。通过不断练习，他逐渐

掌握了方法、要点。刚开始不熟练，罗文寿

光画施工图就用了三周，金钱豹标本前

前后后做了两个月，“三张图纸连起来有

墙这么大，是不是很壮观？”他很珍惜这些

图纸，可惜在搬家时弄丢了，他很遗憾。

熟悉每块肌肉怎么舒张

罗文寿最得意的作品，是两只英勇的大

公鸡为争夺食物和种群地位激烈打斗，取名

为“搏”。2017 年，“搏”在中国自然科学博物

馆协会举办的全国鸟类标本制作大赛中，获

得了大赛最高荣誉。

“两只鸡做得最好的地方是鸡冠。”罗文

寿从隔间翻出一串圆形饼状材料，或白，或

黄，或粉红，“好的标本，要让人一眼看去和真

的一样。”他边摸材料边

介 绍 ，鸡 冠 主 要 用 这 种

聚 氨 酯 材 料 ，制 模 时 就

在这种液体中加入颜料，

倒模以后假体本身就有

颜色，不用再在表面刷颜

色。“用这种方法做出来

的 鸡 冠 ，颜 色 从 里 透 外 ，

像是自然散发出的光泽，而

且还带弹性，别说看，就连摸起来跟

真的也没多大差别。”罗文寿说。

想要做得真，功夫要下深。刚开

始学做标本时，罗文寿跟着师傅一周去

一次圆通山动物园。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

道。罗文寿说：“老虎奔跑时四条腿怎么动，

每一块肌肉怎么舒张、收缩，眼睛是什么形

状，瞳孔什么颜色，我主要看的是这些细节。”

正是罗文寿的细心，给中国科学院昆明

动物研究所工程师杨劲松省了心，“小朋友来

博物馆，都以为庞大的亚洲象群是真的呢，还

说下次再来看‘真’大象。”

不过，在罗文寿看来，看动物纪录片同样

重要。“摄像机被伪装好放在自然环境中，更

能捕捉野生动物本身的生活习性，还原其生

活状态，只有看到动物最本真的样子，我才能

让动物标本‘活’起来！”

左图：罗文寿在制作动物标本。

余湘珺摄

云南昆明动物博物馆标本制作师罗文寿——

让动物标本“活”起来
杨文明 李天宇 余湘珺

足不出户赏景，身临其境体验

“云旅游”有看头
本报记者 王 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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