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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剧院、数字展览、智慧景区……近年来，大批数字

文旅项目涌现。文旅产业与科技相遇，催生出许多新业态、

新产品。专家表示，未来会有更多科技创新融入文化和旅游

场景，让人们的生活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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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出户享受文化盛宴

通过5G网络，在家中欣赏8K超高清电
视实时传输的音乐会；戴上VR眼镜，在虚
拟剧院里沉浸式观看精彩演出……广州大剧
院与科技公司合作，借助5G、超高清视频等
技术，共同打造“5G智慧剧院”，给线上观
众带来沉浸式的良好体验和视觉盛宴。据
悉，“5G智慧剧院”是广州大剧院在全国率
先发起的新业务形态，成为传统舞台艺术积
极拥抱科技并进行探索创新的范例。

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需要科技的融合与助力。国家图书馆
推出 5G 全景 VR 《永乐大典》，将虚拟现实
技术应用与古籍文献阅读服务结合，立体
化展示书本中的文字及场景，让传统文化
资源焕发新的生命力，也为更多古籍文献
等传统文化的模式创新、技术创新、服务
创新提供参考。

推动线上线下融合，能有效增强文化的
传播力。基于AR、VR技术，中国国家博物
馆精心打造《复兴之路》云端展览，利用虚
拟展厅技术，再现历史情景，延伸观赏空
间，拓展文物内涵。通过云端展览，观众可
以查看展品的文字、图片、多媒体影像等。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提
出，加快信息化建设，推进文化和旅游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推动 5G、人工
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在文化和
旅游领域应用。

专家表示，应大力发展云展览、云阅
读、云视听，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走上“云
端”、进入“指尖”。丰富公共数字文化资
源，推动将相关文化资源纳入国家文化大数
据体系。同时，加强公共文化机构和数字文
化企业的对接合作，拓宽数字文化服务应用
场景和传播渠道。

科技助力打造旅游名片

文旅产业与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开辟
出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以“一机游、一码
游”等为代表的智慧旅游平台有效助力旅游
产业转型发展。

杭州近年建设“城市大脑”工程，打造
数字文旅新名片。据悉，文旅智慧系统是杭
州“城市大脑”的核心板块。“跟着‘城市大
脑’游杭州”“多游一小时”“10 秒找空房”

“20秒景区入园”“30秒酒店入住”等场景应
用极大改善游客体验。

科技赋能，传统文旅产业加速迭代创新。
例如，山西文旅数字体验馆以“华夏古文明，山
西好风光”为主题，让游客通过VR、AR、体感
交互等超现实体验研读华夏文明。该馆以数
字技术创造独特视角，结合人工智能、混合现
实、大数据、全息成像、动作捕捉等技术应用，
将山西文化旅游资源精彩呈现。游客沉浸其
中，壮美山河尽收眼底。

目前，5G技术已应用于旅游场馆的数字
化平台建设、资源整合、服务应用等方面。
在中国 （海南） 南海博物馆，观众可以通过

5G+VR直播，身临其境欣赏海岛的日升月落
等。据了解，该馆的 5G 创新项目包含 5G+
VR全景直播、5G+AR文物修复助手、5G+
AI游记助手、5G+客流统计分析、5G+智慧
安防等，安保、管理、服务领域的智慧化水
平显著提升。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信息中心主任李全
民提出，应把握文旅发展新趋势，加快数字

化转型。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
术，开发有特色的产品，创新热门资源，盘
活冷门资源，有效促进文旅全产业链条融合
互通。如基于大数据的洞察预测、决策分
析，能助力实现旅游管理服务的精准化。

“加强旅游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互
联网+旅游’，加快推进以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为特征的智慧旅游发展。”业内人士建

议，加快智慧旅游相关标准建设，推进预
约、错峰、限量常态化，建设景区监测设施
和大数据平台。以提升便利度和改善服务体
验为导向，推动智慧旅游公共服务模式创
新。培育云旅游、云直播，发展线上数字化
体验产品，鼓励定制、体验、智能、互动等
消费新模式发展。

鼓励开发数字文创产品

山西财经大学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王慧
娴说，数字时代改变了人们的旅游消费形
态，旅游产品的呈现方式更加多元、创新，
游客通过移动终端设备就能实现“吃住行游
购娱”的线上一站式服务。

提振文化和旅游消费，数字化是不可逆
转的发展趋势。借着政策的利好和互联网时
代的东风，文创产品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
代。文化和旅游部等 8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
开发的若干措施》，提出搭建展示推广和交易
平台，鼓励搭建面向全社会的产品开发、营
销推广、版权交易等平台。支持文化文物单
位通过在电子商务平台开办旗舰店、进行网
络直播等形式开展优秀文化创意产品营销。
提升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科技应用水平，鼓励
开发数字文化创意产品，加大文化创意内容
和技术装备协同创新，加强大数据、物联
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领
域的应用。

为加快文创领域创新发展，业界也在积
极行动。国家版权交易中心联盟联合央视动
漫集团、京东科技、阿里拍卖、腾讯云等多
个机构日前发布 《数字文创行业自律公
约》，倡导共建良性的数字文创行业发展生
态，助力中国文创行业发展。《数字文创行
业自律公约》提出，为数字文创作品流转提
供创新解决方案，让创作者的作品能更好触
达市场，促进原创文化行业繁荣发展。据
悉，这是国内首个面向数字文创领域的行业
公约，包括赋能实体经济、弘扬民族文化、
促进行业发展、坚持原创正版、保证价值支
撑、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网络信息安全等
内容。

国家版权交易中心联盟相关人士表示，
希望通过《数字文创行业自律公约》的发布
和实施，邀请更多的机构与社会力量参与到
数字文创行业的规范发展中来，共同为文化
产业发展营造一片干净、公平、健康的发展
环境。

业内人士指出，面对信息化数字化发展
大趋势，应充分运用新技术，创新中国文化
传播和发展方式，充分展现中华历史之美、
文化之美。要加大挖掘和培育具有鲜明中国
文化特色的原创IP，打造具有广泛影响力的
数字文旅品牌，让各类文创产品更丰富多彩。

文化与科技加速融合 各类应用场景丰富

数字文旅的精彩生活
海外网 李雪钦

▲工作人员在“一码游
贵州”全域智慧旅游平台后
台查看游客信息。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河北省黄骅市博物馆

工作人员正在网络直播介绍
展品。

张国文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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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发展政策机

制不断完善、服务能力显著提升、科研创新能力逐

步提高、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在传承创新中加快建

设中医药民族医药强区。

中医药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广西拥有公办县级以上中医医疗机构104所，

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达2.18万人。

深入实施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建立涵盖所

有二级甲等及以上中医医院的治未病中心（科

室）网络，二级及以上中医医院设置治未病科比

例83.1%。

不断加强医联体建设。广西有37所公立中医

医院建立紧密型医联体，48所县级中医医院牵头

建立县域医共体。

广西力争到 2022 年底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乡镇卫生院中医馆全覆盖。

中医药传承创新能力稳步提高

出台《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动广西中

医药教育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中

医药教育改革与高质量发展12项举措。积极构建

涵盖自治区、市、县、乡、村五级中医药壮瑶医药人

才骨干网络。

实施广西名中医培养工程。遴选新一批广西

名中医，开展广西名中医及其学术继承人培养工

作，建设各层级名中医药专家工作室、名中医工作

站，开展“名中医八桂行”活动。

实施广西中医药岐黄人才培养工程。培养一

批高水平中医药临床人才和多学科交叉的中医药

壮瑶医药创新型人才和创新团队，培育广西入选

国家中医药创新团队、岐黄学者、优秀人才的后备

力量。

实施广西中医药薪火人才培养工程。开展中

医类别全科医生培养、全科医师转岗培训、中医类

专业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中医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等项目，有针对性地开展中医馆骨

干人才培训项目，稳步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及水平。

中医药对外合作交流深化拓展

打造中医药合作平台。12月9日，桂澳经贸合

作暨中医药合作恳谈会举行，桂澳两地中医药合

作交流不断深化。建设中国—东盟传统医药交流

合作中心，举办中国—东盟传统医药健康旅游国

际论坛，建立信息分享机制，加强对话交流，推动

形成多层次多渠道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医药壮

瑶医药发展。

对外交流取得一定成果。与老挝、菲律宾等

36个国家相关机构签订相关协议，共同推进药用

资源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同开展药用植物资源普

查。联合编写《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草药典》，共

建老挝药用植物园。

依托中国—东盟传统医药交流合作中心及国

际合作基地平台，通过开展联合办学联合培养、师

资教育、建设分中心等方式，组织开展对老挝、柬

埔寨、缅甸等东盟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传统医药人员培训。

与中国澳门、泰国等建立联合实验室或研究

中心，围绕常见高发的疾病，联合攻关，共同分享

传统医药研究成果。

积极推动中医药海

外传播，在柬埔寨、老挝

有关医院设置中医科，

建立中国—东盟民族医

药远程诊疗试点平台，

为当地民众提供优质的

中医药服务。

“中医药+健康”产业融合发展

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广西中药资

源物种7506种，位居全国前列。遴选中药材示范

基地、中医药特色医养结合示范基地、中医药健康

旅游示范基地和定制药园共117家，示范基地建设

项目纳入大健康产业“四个一百”培育工程，推动

“中医药+健康”产业融合发展。

打造“桂十味”道地药材品牌，包括肉桂（含桂

枝）、罗汉果、八角、广西莪术（含桂郁金）、龙眼肉

（桂圆）、山豆根、鸡血藤、鸡骨草、两面针、广地龙

10 种广西道地药材品种。聚焦“桂十味”深度开

发，培养龙头企业和特色品牌，完善现代市场流通

体系，促进“桂十味”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促进中

医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下一步，广西将进一步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

强化中医医院能力和内涵建设，加强中医药人才

培养，促进中医药科技创新，推进中医药事业产业

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中医药壮瑶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新局面。

广西中药材示范基地—永福县福中福罗汉果种植示范基地，今年罗汉果产量近5000吨广西中药材示范基地广西中药材示范基地——永福县福中福罗汉果种植示范基地永福县福中福罗汉果种植示范基地，，今年罗汉果产量近今年罗汉果产量近50005000吨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