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我国文

化旅游消费加快回暖，

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

不断涌现，激发了文旅

产 业 发 展 新 动 能 。 其

中，应用虚拟现实、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打造

的沉浸式文旅受到游客喜爱。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开发

数字化体验产品，发展沉浸式互动体验、虚拟

展示、智慧导览等新型旅游服务”。旅游企业

要运用数字技术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更多

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更好满足不断升

级的文旅消费需求。

数 字 技 术 的 快 速 发 展 为 旅 游 业 带 来 新

机遇，从景区门票线上预约到沉浸式旅游场

景的开发，数字技术全面提升了旅游的多样

性 和 便 利 性 。 当 前 ，数 字 科 技 迅 速 发 展 ，以

数字化推进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有利于更

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旅游休闲新需求，进一

步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实现文旅经济高质量

发展。

人工智能、大数据、5G 等现代信息技术

的发展，为文旅产业融合创新发展提供了新

动力。一方面，数字技术为旅游者提供了更

加便捷化、个性化的旅游体验，通过在线预订

平台和应用程序，旅游者可以轻松预订机票、

酒店、景点门票等服务，还可以享受定制化服

务。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为旅游业带来了新

机遇，旅游企业可以开展新的业务模式和服

务方式，加快传统旅游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

融合，实现旅游业的多元化发展。

强化数字文旅消费，加强数字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要增加沉浸式体验，如沉浸式演艺、

沉浸式展览、沉浸式体验馆、沉浸式灯光秀等，

增强游客娱乐体验。推进智慧旅游建设，提升

智慧旅游服务体验，提

供虚拟导游、VR（虚拟

现实）漫游、智慧导览、

预订预约等功能，进一

步增强旅游市场活力。

鼓 励 文 化 创 意 产

业与数字技术相结合，

开 发 数 字 化 文 旅 产 品

和 内 容 。 通 过 开 展 数

字艺术展览、数字文化演出等，提供与数字技

术相关的文化体验，开发更多数字化的文创

产品。

我国旅游市场潜力巨大，要以数字化打造

更多文旅新供给，提升旅游体验和满意度，满

足游客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需求，形成促进

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点。

（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市社会

科学院副研究员）

以数字化打造更多文旅新供给
王 丽

近日，商务部会同农

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

等单位联合印发了《县域

商 业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3—2025 年）》（以 下

简 称《行 动 计 划》），围 绕

“建立县域统筹，以县城为

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

础的农村商业体系”，提出

“ 到 2025 年 ，在 全 国 打 造

500 个 左 右 的 县 域 商 业

‘领跑县’，建设改造一批

县级物流配送中心、乡镇

商贸中心（大中型超市、集

贸市场）和农村新型便民

商 店 。 90%的 县 达 到‘ 基

本型’及以上商业功能，具

备条件的地区基本实现村

村通快递”，明确了未来三

年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的工

作目标和任务。

建设县域商业体系是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的 重 要 内

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全

面促进农村消费的必然选

择。近年来，我国县域商

业取得快速发展，县域商

业网络持续完善，农村物

流配送不断提速。去年，

全国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

贸 服 务 中 心 983 个 ，乡 镇

商贸中心、集贸市场 3941
个，各地建设各类县级物

流 和 寄 递 配 送 中 心 1500
个，乡镇快递和邮件处理站点 7600 个，95%的行政村实现

快递直达。县域商业持续完善，有力推动了农村消费潜

力释放。

我国县域消费升级不断提速，对县域商业体系提出

了更高要求。虽然我国县域商业供给不断优化，但还存

在一些不足，比如，消费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商品种类

还不够丰富、物流配送成本偏高。对此，需要按照《行动

计划》的部署，持续推动供应链、物流配送、商品和服务下

沉以及农产品上行，加快补齐农村商业设施、商品服务等

短板弱项，通过不断完善县域商业体系，实现促进农民增

收和消费提质的良性循环。

推动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离不开政策扶持。财政资金

要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加大投入力度，支持各地不

断完善县域商业网络和物流配送体系，让农产品进城和

工业品下乡的渠道更通畅。做好增量的同时要优化存

量，进一步强化设施功能，增强乡镇商业的集聚效应和村

级商业便民服务能力，改造升级一批乡镇商贸中心、集贸

市场、乡镇大集和农村新型便利店。广大经营主体是县

域商业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要进一步加强主体培育，支

持各类农村经营主体数字化、连锁化转型，培育县域龙头

企业，激发县域市场更大活力。

县域消费潜力巨大。随着县域消费理念、消费品质

不断升级，这部分需求的释放意味着新的市场机遇。推

动县域商业高质量发展，要以渠道下沉和农产品上行为

主线，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工业品下乡和农产

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在县域消费市场形成需求牵引供

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为乡村振兴和扩

大国内需求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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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以“增强质量意识，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的中国质量万里行——青海质量行暨 2023 年青海省

“质量月”系列活动日前启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要利用质量月契机，推动全社会树立质量

第一意识，抓好《质量强国建设纲要》组织实施，广泛开展

质量提升行动，深化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健全质

量多元治理机制。青海省市场监管部门将扎实开展系列

活动，启动工业产品质量技术帮扶“提质强企”行动，开展

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和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双随

机”监督检查，组织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举办“检验检

测机构开放日”，推动数据、仪器、设备等资源开放共享。

（林丽鹂）

中国质量万里行青海质量行启动

本报电 近年来，供销合作社系统探索建立“互联

网+第四方物流”供销县域集采集配模式，依托买方、卖

方、物流配送企业，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整合快递、快消

品、农产品、农资 4 类企业资源，提升数字化水平，促进

供销集配服务共享。中国供销集团所属中国供销商贸流

通公司在湖南、湖北等地投资建设了 8 个集采集配中心

项目，运营管理规模超 80 万平方米。其中，去年年底投

产运营的中国供销五峰商贸物流园集采集配中心，整合

县域商贸物流业务，开展集中采购、集中仓储、集中运输、

集中配送、集中管理、集中寄递服务，降低县域乡村末端

寄递成本 20%以上，减少城乡商品流通和居民寄递费用

15%以上，大幅提升了运输时效。

（齐志明）

供销集采集配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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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渠 道 下 沉
和农产品上行为
主线，完善农产品
现代流通体系，畅
通工业品下乡和
农产品进城双向
流通渠道，释放县
域消费需求潜力

当前，沉浸式文旅受到游客青睐。沉浸式

演艺、沉浸式夜游、沉浸式展览展示、沉浸式街

区……近日，在 2023 北京文化论坛“文旅融

合”平行论坛上，第一批 24 家全国智慧旅游沉

浸式体验新空间培育试点项目正式授牌。

沉浸式旅游带来哪些新体验？下一步如

何 推 动 相 关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 记 者 进 行 了

采访。

智慧旅游融合创新
发展，沉浸式产品受青睐

走进陕西西安曲江新区长安十二时辰主

题街区，浓浓的文化气息扑面。

在上元安康踏歌台上，演员还原唐代名画

《簪花仕女图》；在仙山红龙的青绿山水间，与

“白居易”隔空对话……边走边看，视觉、听觉

与情绪随着一场场演出逐步深入，沉浸到这场

关于历史文化的美妙演绎中。

行走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不同故事

中的人物，为这个智慧旅游沉浸式空间场景注

入更多生动元素。这条唐文化体验主题街区

集唐乐歌舞演艺、文化社交休闲等为一体，通

过虚拟现实手段让游客直观感受唐文化。

近年来，我国文旅市场快速发展，沉浸式

文旅产品越来越受游客喜爱。在北京、上海、

杭州、武汉、成都等重点旅游城市，“沉浸式”成

为游客搜索旅游产品的热词。

为了推进智慧旅游融合创新发展，文化

和旅游部开展了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

推荐遴选暨培育试点工作，并于近日公布首

批入选的 24 个项目名单，推动全国智慧旅游

沉 浸 式 体 验 新 空 间 产 业 化 、标 准 化 、规 模 化

发展。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智慧旅

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是指依托旅游景区、度

假区、休闲街区、工业遗产、博物馆等场所或

相关空间，运用增强现实、虚拟现实、人工智

能等数字科技，并融合文化创意等元素，通过

文旅融合、虚实结合等方式，让游客深度介入

与互动体验而形成的一种旅游新产品、消费

新场景。

“沉浸式旅游走热，得益于供给端持续发

力，不断满足市场新需求。”北京联合大学旅游

学院教授刘敏认为，从供给看，互联网、虚拟现

实等新技术在文旅领域加速应用，带动沉浸式

旅游等智慧旅游供给不断创新。从需求看，旅

游消费呈现明显的个性化、多样化趋势，游客

对文旅融合新产品的需求更旺盛，为文旅创新

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IP+夜游”模

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夜演、夜游、夜市三大“夜

经济”板块，吸引更多游客放慢脚步深度体验，

有效提高了过夜游客率，带动了餐饮、酒店、休

闲、娱乐等产业发展。

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为恢复和扩大消费注入
新动力

夜登名楼，江风阵阵，《夜上黄鹤楼》在湖

北武汉精彩上演，经典诗词和穿越场景隐现于

情景剧中。现场的游客不约而同跟随画外音

一起吟诵诗词，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在黄鹤楼下的诗碑廊旁和主楼广场瞰川

亭处的时空驿站，穿着传统服饰的工作人员与

现场游客对诗、合影，多种互动进一步丰富了

游客体验。在诗词市集，游客可以自己制作诗

词团扇或明信片，享受现场手作的乐趣。

推动旅游市场快速发展，文旅融合是当前

的明显趋势，不仅给游客带来新体验，也带动

形成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为恢复和扩大文旅

消费注入新的动力。沉浸式旅游通过挖掘、提

取、展现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文旅深度融合，

丰富了旅游内涵。

随着我国旅游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旅游方

式从走马观花式的“赶景点”向深度游览、互动

式旅游转变。沉浸式体验新空间通过融入更

多文化元素，提升了游客的参与感。

无人机表演、光影水秀、烟花秀……在山

东济宁曲阜尼山圣境景区，沉浸式文化夜游主

题活动“尼山圣秀”吸引了大批游客。

“尼山圣秀”依托科技手段，以天空为幕，

将音乐、喷泉、激光、水雾、烟花等融合，音乐

与喷泉交响、激光投影与烟花表演立体呈现，

为 游 客 打 造 充 满 惊 喜 和 魅 力 的 沉 浸 式 新

体验。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卜

希霆认为，沉浸式旅游通过空间和场景的重

构，实现了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不仅为游客

提供了更丰富的感知体验，也为文化传承、传

播提供了更好的体验场景，让更多文化遗产得

以保护和开发利用，传统旅游空间在叠加技术

和文化之后焕发新活力。

加大优质产品供给，
推动沉浸式文旅集约化
立体化发展

走进上海天文馆，登录天文馆元宇宙时光

机，可以开启时光穿梭之旅。在同一时间，能

看到春季鲜花盛开、冬季银装素裹，感受夜幕

璀璨、雨雾朦胧，尽阅天文馆建筑之美。

以“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数字孪生城”

建设为契机，上海天文馆深化数字化建设，打

造天文元宇宙沉浸式体验产品，构建智慧旅游

沉浸式体验新空间。

据介绍，上海天文馆创新天文元宇宙沉浸

式体验架构，在建筑形体上运用轨迹、球体、曲

线、悬浮等手法，创造出独特的空间形态，当人

们漫步其中时，可以体验到各种天文现象，为

参观者创造了一段全景式、多感官、超现实、艺

术化的天文探索旅程。

文化和旅游是拉动内需、繁荣市场、扩大

就业的重要产业，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专家表示，当

前，文旅市场发展势头良好。进一步激发市场

活力，要加大优质旅游产品供给力度，而以沉

浸式旅游体验为代表的智慧旅游就是发力的

重点方向之一。

夜幕降临，灯光辉映。长 328 米、高 15 米

的夯土墙上，动态的《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

图》徐徐展开，近千年的历史情景通过巨幅“画

卷”生动展现……位于河南郑州国际文化创意

产业园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智慧旅游沉浸

式体验新空间，为游客打造了游园观剧全新体

验。开园两年多来，观剧人次已超千万。

数字大屏上，汉字“雨”缓缓飘落，轻轻触

摸，汉字散开，空间内“下起大雨”……北京朝

阳大悦城内的 teamLab 无相艺术空间，让很多

游客感觉身临其境。在近 1 万平方米的空间

内，森林、海洋、天空等元素艺术化再现，30
多个互动新空间作品组成一场“探秘宇宙之

旅”，让这里成为北京文旅市场的热门目的地

之一。

“文化是沉浸式文旅项目的基础。”北京第

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厉新建认为，在沉浸式体验

项目中，地域特色、科技创新、历史文化、时尚

观光四个要素缺一不可，要增强文化支撑，使

旅游体验变得更丰厚。

武汉星月云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徐维华认为，沉浸式旅游发展有两大趋

势：一是业态集群化。以沉浸式的方式赋能文

化景区、文化街区及文化园区，与餐饮、住宿、

旅游、购物和娱乐等行业相关要素的创新相结

合，使原本独立的旅游消费点形成组团化、规

模化结构。二是旅游立体化。更多新技术的

广泛应用，将给体验者带来多维度、全包围式、

交互感强的体验。

专家认为，沉浸式旅游具有广阔的发展空

间。首批全国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培

育试点名单的公布，有助于充分发挥行业内的

引领示范作用，带动沉浸式旅游等旅游新业

态、新体验更好发展。文旅企业应紧跟消费趋

势，打造更多样化、高品质的沉浸式旅游产品，

激发文旅消费更大的潜力。

（实习生贾司瑒参与采写）

日前第一批全国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培育试点项目正式授牌

文旅新产品带来消费新体验
本报记者 王 珂

图①：湖北武汉黄鹤楼景区一角。

刘鑫燚摄（人民视觉）

图②：游客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拍照留念。

孙立君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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