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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逛馆效率高

画面分成两个镜头，左边是吴文化博物
馆的主持人，右边是核雕技艺传承人的工作
台。只见 10 余把形态各异的刻刀依次排开，
传承人一边与主持人互动，讲解不同刀法的
区别，一边在手指肚大小的橄榄核上刻出蝇
头小楷。

今年暑期，江苏苏州吴文化博物馆推出
“国宝计划”系列直播。7月 6日，系列直播第
一期“探寻非遗工作室”与光福核雕非遗传承
人周春毅连线，一起探秘苏州雕刻的“精、细、
奇、巧”，吸引观众线上观看。连线双方不仅有
问有答，还与观众弹幕进行交流，直播间里好
不热闹。

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推出“百川江海”书
法展览直播，中国丝绸博物馆推出“国宝飞跃
3000 公里”文物展直播，吉林延吉恐龙博物
馆推出“触摸地球历史”古化石展览直播……
许多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场馆的直播活动，
让观众“云”游展览，欣赏珍稀馆藏，听到专业

讲解。
“通过直播来逛博物馆效率很高，时间上

也方便。”北京居民青女士说，她和孩子都很爱
逛博物馆，前段时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参观
时，偶遇“馆长讲展”的直播录制现场。当时，
馆长娓娓道来各项非遗技艺，7岁的女儿听得
入神，回家后她搜索出直播回放，女儿很感兴
趣。青女士说，正是这次机会，让她了解到博
物馆线上直播。“暑假期间，有时博物馆门票预
约还挺紧俏，直播正好可以帮助孩子获得高质
量的专业讲解，避免在线下场馆的人潮中走马

观花。”
直播间灯光、主持人仪态、摄像机机位……

闵行博物馆日前直播“漠北锋鸣”青铜文物
展。闵行博物馆宣教部主任徐迪介绍，暑期
是各校研学活动的举办高峰期，但场馆的接
待能力有限，为了服务更多求知若渴的同学，
闵行博物馆规划了多种直播活动，由专业老
师结合展览内容进行讲解，让同学们有机会
线上研学。“今后，我们还想和汉服博主、摄影
博主等合作，通过多元的博物馆直播，让更多
人爱上博物馆。”徐迪说。

线上好物一键购

博物馆的直播间里，不仅有各式各样的主
题展览，还有品种繁多的文创产品。

每晚8时，中国木雕博物馆在直播间准时
开播，主播一一介绍当天的优惠好物。观众们
不仅了解到每件文创产品的用途与功能，也知
晓了背后的创意匠心和传统文化。依托直播
带货，这家设置在直播平台的中国木雕博物馆

文创商店已累计销售5.9万件产品。
“选购文创产品是我逛线下博物馆时必备

的一个环节，在博物馆的直播间，购买更加方
便了。”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专业的本科
生兰慧，对博物馆文创有着浓厚兴趣。她正在
使用的九色鹿金属书签，就是在敦煌研究院文
创旗舰店的直播间购买。兰慧说，在直播间，
一般主播解说一件文物时，画面右下角会弹出
相关文创的购买按钮，有时还能抢到直播间福
利折扣，操作简洁、物美价廉，不仅能快递到
家，还能直接寄送给朋友，她已多次抢购新出
的文创产品。

博物馆与电商平台合作在直播间“带货”，
拓宽了文创产品的销售渠道，也让相关历史
文化内容走进千家万户。浙江省东阳市中国
木雕博物馆发展有限公司专门负责经营木雕
博物馆的文创产品，该公司员工杨浩说，直播
间用户数量庞大，是传统文化进行大众传播
的一个重要窗口。“虽然我们的直播还处于起
步阶段，数据仍有上升空间，但通过直播这个
渠道，激发观众的兴趣，去了解产品背后的文
物故事。”

全景呈现体验好

如何避开人潮与热浪，“一键抵达”博物
馆现场？除了“蹲守”直播间，还可以参观线
上展馆。

北京故宫博物院为观众准备了多种数字
产品和服务。进入“全景故宫”，用户可以在
空无一人的太和殿广场自在漫步，甚至进入
太和殿内，获取线下无法获得的视角；在“数
字多宝阁”中，只需轻轻滑动鼠标，文物便可
以翻转、放大，给参观者提供 360 度无死角的
文物观赏体验；在故宫青少网站，有生动有趣
的科普漫画、丰富专业的视听课程、可供下载
的主题手账及素材等，已成为青少年暑期娱
乐学习的一片“新天地”。河南的何女士是博
物馆数字资源的粉丝，她说：“在数字博物馆
可以无限次细细观摩，发现了不少实地观看
没注意到的细节。”

良好的线上观展体验，离不开技术赋能。
5G、3D 建模、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将实时、全面、真实的博物馆呈现在
用户眼前。吴文化博物馆曾历时半年，逐一
扫描环太湖明清遗迹，数字化呈现 4 座古镇、
17个古村及上百座古建筑。吴文化博物馆工
作人员李爽说，博物馆直播和文物数字化，最
终将沉淀为重要学术资源，以流媒体的形式
永久留存。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勇认为，博物馆
的数字化实现了教育、科普和学术资源的交流
与共享；同时，数字技术创新了文物故事的表
达手段，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
源与历史素材。

听专业讲解，选文创产品，看虚拟现实

这个暑假，去网上“探馆”
叶 子 李飞斐

暑期去哪儿玩？博

物馆是大多数青少年的

必选项。如今，众多博

物馆开启线上直播间、

完善数字博物馆，让人

们尽兴观赏。数字化手

段突破时间和空间限

制，给公众提供解锁博

物馆的便捷方式，也为

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打

开了新路径。

山西运城博物馆的志愿者通过直播讲解书画作品。 景冬波摄 （人民图片）

据新华社银川电 （记者任玮）
记者从宁夏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
获悉，目前银川市已与北京、重庆等
全国254个市县区签订政务服务“跨
省通办”合作协议，持续扩大政务服
务“朋友圈”，实现公积金、异地就
医、户籍办理等 205 项便民业务“跨
省通办”，切实解决企业群众办事的

“急难愁盼”。
据了解，签订“跨省通办”合作

协议后，双方采用“统一标准、相互
授权、异地受理、远程办理、协同联
动”服务模式，实现两地企业和群众
办事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就近
一次办成。患有肾衰竭的银川市民
李先生在西安市的医院做了肾移植
手术并进行血液透析治疗，办理异
地就医备案等手续后，每次数千元
的治疗费用只需在西安当地支付个
人自付的几百元，不用再担心跨省

就医“报销难”“垫付贵”等问题。
为打通跨地区业务协同办理的

“数据梗阻”，银川市依托全国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对接住房公积金、
社保、医保等专网系统，汇集本地电
子签章库、电子证照库等数据资源，
并面向全市政务服务单位提出“跨
省通办”数据共享需求清单，相关数
据所属部门按照“应享尽享”原则，
将所需数据向宁夏政务服务网汇
聚，实现数据共享服务。

银川市还以企业群众关注的高
频事项为重点，推动更多“跨省通
办”事项实现“掌上办”，并在银川市
民大厅及各县（市）区政务大厅设置
了 14 个“跨省通办”专窗，作为线上
服务的补充，提供线下办事咨询、证
照代发等服务。截至目前，银川市
已累计办理养老、医保、公积金等

“跨省通办”业务62.6万件。

银川“跨省通办”解决群众办事“急难愁盼”

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大通道“甬广”高铁广汕高铁段电力保障
工程日前提前送电。广汕铁路电力保障项目跨越铁路档距长约600米，
涉及 50根导地线，跨越档的档距较大。本项目有效保障了广汕铁路重
要站点的建设落地和铁路安全运行。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克服迎
峰度夏、检修高峰、送电保供三重压力，运用智慧工程系统实现现场数字
化管理，将电力保障项目由设计工期45天缩短至30天，提前完成项目送
电为广汕铁路开通打下坚实基础。图为夜间施工现场。 刘海宁摄

农研大赛促进成果转化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上海
交通大学等多个科研院所的农研团队日前在崇明
岛进行了“第三届多多农研科技大赛”，比赛项目
为集装箱“AI”生菜种植。赛后，主办方鼓励获奖
团队进一步完善农业科研成果，把技术方案应用
到广袤的田间地头，助力农业农村发展。

“我们希望借此促进农业领域的技术交流、创
新和发展，推动中国农业技术的高质量发展。”主
办方拼多多的高级副总裁王坚表示，赛事可以吸
引更多青年农业创新人才和优秀的现代农业企业
参与农业领域科技创新，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
化和应用，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农民收益。

参赛者徐丹介绍，中国大部分农民种菜还是
凭经验，但年轻一代不是凭经验，而是凭数据。徐
丹所在农业公司的玻璃大棚里有自动化的喷淋装
置、保温幕布、温度湿度传感器等，每天哪个时间
段需要哪个人去哪一间大棚干哪些农活，都由计
算机后台直接派任务。

智慧栽培草莓产量增长30%

智慧农业发端于物联网设备和与其对应的农
业信息化系统，通过监测和改善生长环境，使农业
生产更稳定可控。农民在生产、加工、销售过程中
越来越多地应用智能技术。

两年前在农研大赛上获得二等奖的“智多莓”
团队看到了“智慧农业”的场景和广阔的市场，决
定成立智多莓公司，将更多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种
植。“智多莓”已形成智能灌溉、智能温室环控等硬

件、软件、算法产品，在辽宁、云南、安徽、内蒙古、
上海、北京等地输出 40 套智能系统，用于辅助草
莓、蓝莓生产。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老窝
村，“智多莓”搭建数字化草莓生产体系，使老窝村
草莓产业总成本下降约30%，其中每亩肥料支出减
少 2500 元、植保支出减少 1000 元，草莓产量增加
30%，助力当地农民增收与产业发展。

专家表示，乡村振兴，需要人才、需要技术。
长期以来，由于人才单向从农村流入城市，农村人
才严重短缺，一些好政策、好项目、好产业无法落
地实施。现在，一批又一批懂“AI”的年轻人投身
到农业发展，为乡村振兴带来无限可能。

农活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

近年来，植保无人机、北斗导航、免耕播种机、
智慧农业物联网……各式各样的新科技在中国农

村的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操作这些“新农具”的
生力军正是新一代年轻人。

曾经，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是
很多农村青年的梦想。如今，看准农业生产向
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现代化转变的机会，
一些年轻人选择走进农村干事创业。他们把
高新技术应用于田间地头，不仅提高了农业生
产力，生产成本也逐步降低，经营效率进一步
提升。

现在的农村里，“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
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已不是新鲜事，相关部
门也在尽力帮助回乡创业的人解决后顾之忧，让
其留得下、能创业。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
出，要加快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推进智慧农业发
展。有专家说，乡村就业、创业的大学生变身“新
农人”，运用智能技术务农，让农活不仅是“体力
活”更是“技术活”。

数字技术赋能农业提高产量提升品质

这些年轻人用“AI”种地
本报记者 王丕屹

“现在还有年轻人愿意种地吗？”

“有！”今年2月，一群年轻人跑到上海

崇明岛种菜，还在暑假展开了农业科

研大赛。他们尝试突破学科壁垒，在

没有土壤与日照的条件下，精细调控

温、光、水、肥、气，不断设计优化智能算

法，以更低能耗种出更高产量、更好品

质的生菜。数字技术赋能农业，已经

成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选项。

在北京市平谷区西樊各庄，科技助农的大学生查看园艺种植机器中的植物生长情况。 胡然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