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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乡村民宿成为众多

游客旅途中的新选择。相较于

提供标准化服务的酒店，乡村

民宿让游客更便于近距离体验

当地文化。在促进乡村民宿高

质量发展过程中，数字化、智

能化手段提供了有力支持。互

联网平台成为吸引客源的重要

渠道，智慧民宿为游客带来升

级服务体验，多地打造的智慧

服务平台为民宿发展提供了新

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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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客渠道更广

“暑假带孩子短途出游了两次，都是住在
京郊的民宿，体验不错。”北京市朝阳区居民
鲍方说，短途游无论在价格还是时间的花费
上，都更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出去玩。

近两年，越来越多游客热衷于以短途
游、周边游替代长途游。城市周边乡村旅游
不断升温，带动了乡村民宿市场的火爆。

途家民宿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
小长假期间，乡村民宿的订单量占比达
51%，较去年提升 20%。7 月，平台民宿预订量
环比 6 月翻了 1 倍多，其中亲子游订单占比
达到60%。小猪民宿发布的《暑期出行民宿
数据报告》 显示，2022 年暑期民宿平均消
费 较 2021 年 同 期 增 长 20% ， 单 均 金 额 超
2400 元，游客对住宿品质的预期和要求提
升明显。

在吸引客流方面，除了旅行类平台，网
络社交、分享类平台正成为乡村民宿打响品
牌的重要渠道。

鲍方告诉记者，自己平时会通过微博、

抖音、小红书等网络平台，关注一些特色民
宿的介绍。“有的民宿主打‘可以看到最美星
空’，有的民宿是建在森林里的木屋，有的民
宿靠近水库边，都很有趣。不少网友会发文
分享自己的居住体验，慢慢地，我也被‘种
草’了。而且，一些热门民宿经常一房难求，
要提前预订。”

比如在小红书平台上，休闲旅游类内容
广受欢迎，为平台加速旅游业布局提供了契
机。2020年3月，小红书宣布和民宿公寓管
理系统合作，200 多家民宿品牌入驻小红
书，并开通直接预订功能。几个月后，小红
书又与短租民宿预订平台小猪短租达成合
作。据小猪短租方面数据显示，小红书渠道
带来的交易额已超千万元。

智慧服务出新

随着智能家居的普及，不少乡村民宿变
身“智慧民宿”，为消费者提供更加高端化、
个性化的服务。

据悉，湖南省益阳市谢林港镇清溪村着
力发展近郊旅游，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不

久前，村中新建的清溪里智慧民宿正式营
业。民宿运用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智慧
系统，增强了游客居住的安全性。通过遥
控窗帘系统，游客躺在床上就能控制窗帘
徐徐拉开，看见外面摇曳的竹林、如画的
村景。此外，民宿还配备了手工坊、茶
室、篝火广场、生态农庄等休闲场地，丰
富游客的居住体验。

在浙江省舟山市嵊山镇，一家名为“等风
来”的民宿也因智能家居的应用而显得与众不
同。这里每间房的门边都装有一个智能面
板，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通过手机或
遥控器，设置房间内所有智能设备，包括灯
光、空调、窗帘等。客人推开房门，房间的
灯光就会缓缓亮起，落地窗的布帘和纱帘有
序打开，一望无际的海景立马映入眼帘，耳
边会传来轻柔的音乐，与此同时，空调也会
自动开启，将房间调至舒适温度。该民宿经
营者说，这些智能设备让客人的居住体验得
到很大提升。

业内人士认为，智能化是民宿发展的必
经之路。智慧民宿不仅能为旅客带来更好的
居住环境，还能有效解决民宿运营中服务效
率低、管理难等问题，实现安全管理、高效

管理。如何让高科技与乡村民宿的特色更好
融合，让游客既能享受自然风光、田园生
活，又能拥有高品质的居住环境，是民宿行
业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推动民宿转型升级

多地的智慧旅游平台、数字乡村建设，
也带动了乡村民宿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提
供助力。

“我出发前，就有朋友向我推荐了‘徽黄
游’小程序，在小程序里可以订票、订民宿，
特别方便。”从江苏省南京市来到安徽省黄山

市黟县旅游的赵先生，对黟县推出的智慧旅
游平台赞不绝口。

依托该平台，黟县大力促进民宿的集群
发展。截至今年初，当地有140余家民宿酒
店接入“徽黄游”小程序，可提供线上预订服
务。目前，该县建成8个民宿集群，直接提
供就业岗位近3900个，综合收入20亿元，间
接带动2万人增收。可以说，由古民居、古
建筑改建而成的民宿客栈，已成为黟县推动
乡村振兴的“聚宝盆”。

浙江省象山县泗洲头镇墩岙村，去年开发
了一款“畅游墩岙”小程序。它能够向合作单
位实时输送墩岙村民宿资源、旅游产品和定制
个性化旅游路线，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旅游。墩
岙村党支部书记鲍英钱表示，运用“畅游墩岙”
后台大数据，可以对客源、游客喜好和购买力
等要素进行分析，为旅游管理和农产品营销提
供决策支持。“我们希望通过线上平台搭桥，实
现村社对接资源。”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副院
长邓宁认为，推动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应
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比如更加注重乡村
民宿交通的通达性与周边环境的整体提升，
建设具有休闲度假特色的景观工程等。“加强
信息化和数字化建设，也是提升乡村民宿硬
件的一个重要方面。”

足不出户看展览

今年暑期，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张先
生利用数字博物馆资源给孩子安排了丰富
的历史课。“博物馆是宝贵的教育场所，如
今全国各地有了不少数字博物馆，我不必
带孩子出游，在家也能近距离看文物、学
历史，帮助孩子拓宽眼界。”

张先生介绍，他通过陕西历史博物馆
线上 VR 展，沉浸式地欣赏到琳琅满目的
文物，同时能收听语音讲解、完成游戏互
动。记者了解到，陕西历史博物馆线上VR
展有“大唐遗宝”“彩陶中华”“晋祠”等不同
主题，进入展览页面，访客动动手指就可
以选择感兴趣的参观内容。例如，“大唐遗
宝”展览有“典章器用”“美食美器”“玉容霓

裳”等不同板块，访客不仅可以直接选看喜
欢的部分，还能通过放大文物来感受具体
细节。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妙手回春——韩休
墓壁画玄武图修复虚拟展”除了生动的动画
讲解，还让访客完成互动游戏。据悉，线上互
动游戏以 3D 画面显示，这不仅可以让访客
直观感受修复细节，还能犹如身临其境，帮
助人们深度了解历史文化信息。“VR展带来
丰富、逼真的体验，孩子可以从中学到很多
历史知识，数字博物馆让人在家也能‘行万
里路’。”张先生说。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等近日发布的《2022
文博数字化报告》显示，云展览和数字展览
成为文博数字化发展的新亮点。2021 年全
国博物馆策划推出线上展览3000余个，网络
总浏览量超41亿人次，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线
上观展走近历史。

虚拟形象创新传播

不久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一名特
殊的新员工上岗了。她叫“艾雯雯”，拥有
丰富的知识储备和讲解技能，熟知国家博
物馆内的文物珍品。特别之处在于，她是
一名“虚拟数智人”。

有趣的是，在发布视频中，“艾雯雯”
走进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厅，与馆藏
文物产生了神奇感应，让文物“活”了起
来。例如，海晏河清尊上的白釉海燕变成
了“艾雯雯”佩戴的珍珠耳钉，引发不少网
友点赞。

今年6月，敦煌研究院和腾讯公司联合
打造了敦煌莫高窟官方虚拟人“伽瑶”，其
原型是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声音婉转如歌的
神鸟“迦陵频伽”。通过数字化技术打磨细
节，“伽瑶”身穿古代服饰，外在形象亮眼，
还能实时做出表情。在“伽瑶”亮相的发布
会上，伴随着复原古乐风韵的音乐，她表
演了一段优美的敦煌舞。

据了解，基于“云游敦煌”小程序构建
的敦煌文化知识图谱，“伽瑶”成为“云游敦
煌”的数字讲解员，随时随地跟线上游客交
流互动，带着更多人领略敦煌文化的魅力。

“大家看，这里是北京中轴线，是古都
北京的灵魂所在……”北京市文物局联合腾
讯公司近日发布“数字中轴”概念先导片。
该视频以虚拟动画人物为导引，将新颖的
内容触达更多年轻人。据悉，“数字中轴”
项目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游戏技术、人
工智能等，打造北京中轴线创意内容新形
式，具体包括线上数字博物馆和线下数字
沉浸展两大板块。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学术委员会
主任陈少峰认为，虚拟数字人接连涌现，
是数字文化的发展趋势，为人们带来耳目
一新的服务体验。未来逛博物馆，或将看
到更多的虚拟人提供文化服务。

智能设备提升游客的居住体验

数字技术让乡村民宿更火了
本报记者 李 贞

不少博物馆借助互联网技术打造数字化产品

“在家也能‘行万里路’”
本报记者 周姝芸

近日，观众在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上体验VR数字博物馆项目。
新华社记者 周 义摄

本报北京电（记者王政） 记者近日从第
十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上获悉，作为支撑
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移
动物联网正迎来新一轮快速发展期。截至今
年 6 月底，3 家基础电信企业发展移动物联
网终端用户达 16.4 亿户，比上年末净增 2.4
亿户。

网络基础设施更加夯实，基础支撑加快
完善。截至6月末，中国移动通信基站总数达
1035万个，比上年末净增38.7万个。其中，5G
基站总数达 185.4 万，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17.9%。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窄带物联网
（NB-IoT），实现了全国主要城市乡镇以上区
域连续覆盖，4G网络实现全国城乡普遍覆盖，
5G网络已覆盖全部的地级市、超过98%的县
城城区和80%的乡镇镇区。

移动物联网连接数快速增长，终端用户
数接近移动电话用户。统计显示，今年上半
年，3家基础电信运营商月统计物联网连接
量维持25%以上增长，至6月底，移动物联

网终端用户规模快速接近移动电话用户，两
者规模差缩小至2949万户，占移动网终端连
接数（包括移动电话用户和移动物联网终端
用户）的比重已达49.6%。

应用场景不断丰富，产业链持续完善。
截至目前，中国已形成涵盖芯片、模组、终
端、软件、平台和服务等环节的较为完整的
移动物联网产业链。移动物联网行业应用正
不断向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智能家居、智
能交通与车联网、智能物流以及消费者物联
网等领域拓展。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期间，
移动物联网将成为承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先进技术落地的重要表现形式。接下
来，将面向重点场景实现网络深度覆盖，形成
固移融合、宽窄结合的基础网络。进一步加
强高端传感器、物联网芯片、操作系统等关键
技术研究。加快移动物联网技术与千行百业
的协同融合，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社会服
务智能高效、百姓生活方便快捷。

中国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达 16.4亿

北京市门头沟区积极探索河长制工作与智慧化管理深度融合，引入5G水文遥测智
能船、全地形管道检测机器人等新型设备，强化对城市河湖和管网的巡查，有效弥补
了人工巡河的短板，提升了巡河效率和发现问题的能力。图为门头沟区水务局利用5G
水文遥测智能船对永定河进行“体检”。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位于贵州省榕江县加宜村的一家民宿。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