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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文 摘

北京西部，首钢园中，百年工业遗产直通
“未来”。

2024 年春天，矗立于首钢园核心区域的宏伟
高炉“浴火重生”，变身为首钢一高炉·SoReal 科
幻乐园对公众开放。一高炉“蒸汽朋克”的粗粝
外表之下，5G、云计算、扩展现实、数字孪生等
前沿科技构建新场景，指引游客乘坐“太空星
舰”探索未来世界星辰大海。

“通过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不仅
可以在古老的遗迹中看到历史的重现，还可以为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新的可能性。这些创
新科技应用不仅丰富了我们的体验，更开创了文
化旅游的新篇章。”科幻作家、北京元宇科幻未来
技术研究院院长刘慈欣说。

随着人工智能、元宇宙、扩展现实等新技术
在文旅领域加速应用，越来越多文旅新场景、新
平台、新项目涌现市场。

春节期间安阳殷墟推出拥有海量文博知识的
“数智人妇好”，暑期中主打冰雪光影互动的哈尔
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投入运营，进入冬季
后沉浸式体验展览在全国各地开花……一年来，
当人们切身感受“文旅热”，科技已是其中重要变
量。

革新、增效、添动能，科技正为“诗和远
方”镀上崭新光泽。

科技赋能加速

放下手机，走进空无一物的大厅，戴上VR设
备，眼前景象斗转星移：1921 年的上海风雨飘
摇，工人走上街头游行、工厂里传播着马克思主
义；石库门中，中共一大召开的历史时刻即将到
来……

这样的体验，来自中共一大纪念馆2024年新
推出的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展——“数字一大·初
心之旅”。走出展厅，游客们感慨不已：“仿佛亲
历了红色历史！”

从走进景区到走进展区，从不远万里到不期
而遇，科技加速消弭着旅游的“边界感”。

如今的游客，希望轻松“动起来”，身临其境
地感受历史场景和异地风光；希望文化“活起
来”，让沉淀的时光重新流淌；希望景区“亮起
来”“美起来”，在延长开放时间、增加游览项目
中展现别样魅力。

这些渴盼，科技都有办法满足。

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日发布的 《全国智慧旅游
发展报告2024》指出：VR大空间重塑旅游感知，
跨越时空边界，成为过去一年来旅游业发展的新
风口。生成式人工智能及垂直大模型为文旅行业
带来了交互式数字内容创新，游客的交互式体验
持续优化，沉浸式体验更加多元，个性化体验持
续提升。

“大众在文旅方面的个性化需求与经济社会各
领域在文旅方面的分散化供给如何实现有效对
接，这是文旅融合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国旅
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更好满足大众的文旅需求，不能再像过去观光旅
游时代那样仅仅依靠资源存量，而要依靠科技增
量。

需求引领、创新驱动，不论是内容生产创
新、产品和业态创新，还是商业模式创新、治理
方式创新，科技正加速融入文化和旅游生产和消
费各环节，催生更多文旅新气象。

智慧含量积蓄

苏州工业园区，人工智能大模型正深度融入
旅游。

2024 年，由同程旅行研发的同程“程心”大
模型成功入选苏州市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试点示
范项目。这个AI大模型“能说会学”，可为游客提
供智能行程规划、酒店预订、交通票务预订、景
点推荐、旅游问答等服务。

杭州城市文旅智能体“杭小忆”、携程问道、
飞猪和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打造的AI
游北京朝阳……生成式人工智能广泛提供智能
化、个性化行前规划和游览服务，已经成为不少
游客的“旅行伴侣”。

“文旅领域最重要的生成式AI应用就是信息服
务，包括信息主动查询、推荐、路线规划、资源
预订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副院
长邓宁说，“也许有一天人们会习惯于将各文旅场
所的智能体添加到微信好友中，并且像与人交流
一般跟他们进行互动。”

科技不仅让旅游服务更懂游客，也让旅游管
理者更会服务。

全省投诉一张网、理赔受理一个平台、赔付
处理一套标准——2024年8月，“海南放心游”平
台上线运行一周年，助力海南成为全国首个实现
旅游消费投诉“先行赔付”全省域覆盖的省份。

截至 2024 年 9 月，这一平台累计承接投诉 6714
次，追回消费者损失80.78万元。

“海南放心游”的背后，是科技赋能文化旅游
治理的新格局。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各省已
建成近30个综合性智慧旅游平台。这些平台联结
了各类旅游场景，汇集了各类旅游消费数据，逐
步实现“一屏尽显，一网统管”。

越来越聪明的数据“大脑”，为文化和旅游部
门把握市场趋势、提升公共服务、强化安全应急
提供更有力支撑，也为旅游治理提质增效添砖加
瓦。

文旅融合升级

2024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等五部门联
合印发《智慧旅游创新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促进
数字经济和旅游业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以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智慧旅游创新发展。

在策划了“胡夫地平线”“永恒的金字塔”等
热门沉浸式探索体验展的策展人田达治看来，无
论是运用数字化手段创新艺术表现形式、充分利
用文化设施和旅游服务场所搭建数字化文化体验
场景，还是加强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科技能
够助力文旅融合发展已经显现成果、形成共识。

“技术迭代迅速、成本不断降低、政策红利释
放，但关键还是看创意、看人民需求。”田达治
说。

比如，2024 年，一些单位创新性建设“票务
防黄牛”“入境便利化”“景区适老化”等系统，
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对旅游管理难点、社会关注热
点和广大游客需求的有效回应。

另一方面，科技发展程度与文旅融合程度相
辅相成。戴斌认为，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更加需要
提升科技支撑水平，更加需要聚焦文旅融合发展
重大战略和现实需求，全面提升文化和旅游科技
创新能力。

插上科技的翅膀，人们飞往的“诗和远方”
就是美好生活。

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负责人说，必须确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着眼于人、落脚于
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让科技创新成
为人们“获得感”的重要源泉。通过技术革命和
服务创新，旅游出行“说走就走”，旅游服务“触
手可及”。（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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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近日先后上线
学生和务工人员预约购票服务，符合条
件的旅客可通过专区预约购买 2025 年春
运期间往返车票。12306上线的这项服务
功能，使用体验如何？新华社记者采访
了多地学生和务工人员。

常在北京海淀区送单的
外卖小哥孙溪灏，在休息之
余，从手机上看到了12306预
约购票功能上线的消息。他
告诉记者：“以前得定闹钟抢
票，还担心抢不到。这回我
直接预约了一张明年 1 月 20
日回江西新干的 K1453 次车
票，开车前 16 天会有短信通
知。如果预约没成功，按照
正常预售期买票也不迟。”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
自治县居民蔡淮墨的母亲在
浙江省金华市务工，15 日蔡
淮墨就帮母亲预约了2025年1
月 6 日回重庆的票。“母亲使
用智能手机不熟练，提前帮
她预约，多一份安心。”蔡淮
墨说。

据铁路12306科创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2024 年 12 月
15日至2025年2月7日，已通
过实名制核验的务工人员可
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务
工人员春运预约购票服务”
专区，预约购买 2024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5 年 2 月 23 日的火
车票。为保障预约服务平稳
运行，12306团队在该服务推
出前提早进行准备，优化资
源 配 置 ， 做 好 应 急 处 置 准
备，保障用户体验流畅。

记者在一些地方火车站的售票窗口
看到，务工人员在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
下预订车票。

“每个订单可添加 1 个乘车日期的 5
个‘车次+席别’的组合，同一账户最多
可同时提交 3 个订单。”在厦门火车站，
售票员罗芳手把手教在厦门鞋厂打工的
重庆人黄正林在手机上预约购票。

成功提交了多个从厦门到重庆北的
车票预约组合后，罗芳叮嘱他：“您选择
的票，17 号系统就会发短信通知您是否
预约成功。如果成功了，记得17号23点
前完成支付，支付成功才算真正买到
票。”

“务工人员群体涉及范围比较广，铁
路部门主要通过12306大数据，安排务工

人员群体集中出行的部分车次、席别提
供预约服务，无需提供证明材料，已通
过实名制核验的务工人员如有需求，均
可使用预约购票服务，实际上是增加了
一种购票选择。”铁路 12306 科创中心相

关负责人说。
随着高校寒假临近，许

多大学生也开始规划返乡行
程，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预
约车票。

针 对 学 生 群 体 ， 铁 路
12306手机客户端推出了“学
生 预 约 购 票 专 项 服 务 ” 专
区。2024年12月12日至2025
年 2 月 12 日，符合条件的学
生 旅 客 可 在 专 区 预 约 购 买
2024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5 年 2
月28日的火车票。

“终于不用再像之前一样
卡点拼手速，也减少了在第
三方购票平台尝试开会员急
速抢票、好友助力等方式的
困扰。”中央财经大学大四学
生杨璞玉说，她提交了3个回
河 南 漯 河 的 待 兑 现 预 约 订
单，回家的旅程又多了一份
保障。

在江苏南京，河海大学
大一学生朱晏吾 16 日一早便
预约了 2025 年 1 月 17 日回连
云港的高铁票。“以前节假日
要 定 时 抢 票 ， 现 在 可 以 预
约，体验好多了。”朱晏吾
说。

在感受预约便利性的同
时，一些务工人员和学生也
提出了更多期盼：

“现在务工人员只能预约部分车次，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车次可供选择。”

“希望进一步优化系统，提升预约成
功率，为旅客精准匹配车票资源。”

春运期间特别是高峰时段，在铁路
客流高度集中、极不均衡、单向流动等
特点的影响下，部分时段、部分车次火
车票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仍然存在。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铁路部门将及时分
析预约配票的情况，为合理配置运力提
供参考，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今年
除推出学生和务工人员预约购票这一服
务外，春运期间铁路部门还将联动企
业、地方人社部门开行务工人员专列，
为重点人群返乡、返岗提供便利。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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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黄河千年回响！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河”宣传推广活动举办

大河奔腾连古今，文旅融合谱新篇。12月17日，“行走河
南·读懂中国河”宣传推广活动在洛阳市洛邑古城举办。

活动旨在宣传展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
大战略提出 5 年来河南黄河文化旅游新产品、新业态、新场
景，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满足人民群
众多样化文旅需求。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黄东升在致辞中表
示，近年来，河南在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方面取得了丰硕成
果。明确了“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核心区、黄河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先行区、黄河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三大战略定
位，构建了“一核三极引领、一廊九带联动、十大标识支撑”
总体布局，形成了全方位、多领域的顶层设计体系。坚持古为
今用赓续历史文脉，坚持文旅融合创新业态，坚持塑造品牌擦
亮名片。成功举办世界大河文明论坛、“全球文旅创作者大会”
等活动，黄河文化影响力不断提升。

洛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表示，洛阳创新推行文物保
护“洛阳模式”，加快建设国家夏商文明考古研究中心；系统性
推进文化传承发展“专精特新”工程，高标准建设“1+3”高品
质古都文化体验区；洛邑古城“汉服热”全网刷屏，《唐宫乐
宴》等沉浸式演艺火爆出圈，287公里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全
线贯通，“黄河人家”等精品民宿广受好评，“大河安澜”“悦读
黄河”精品研学让更多人“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河”。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党组书记张锐在致辞中
说，蒙豫两地虽远隔千里，
但共饮一河水，人缘相亲、
文化相融、经济相通，有着
深厚情谊。“行走河南·读懂
中 国 河 ” 活 动 ， 以 黄 河 为
题，通过宣传展示黄河文化
旅游新产品、新业态、新场
景，让更多人感受黄河文化
的魅力，这对我们打造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
带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日报社河南分社社
长王乐文表示，今年以来，
人民日报社河南分社发挥平
台优势和驻地优势，密切关
注河南文旅市场，以小切口
展示大中原，向全国人民推
介了河南文旅的新实践、新
成就。今后我们将继续跟踪
宣传好河南在黄河文化旅游
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方面

的新实践、新成绩，助力河南文旅在网上“破圈”、在网下出彩。
活动现场，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黄河新文旅发表见解。
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分享道，让黄河文化“潮”起来，

少不了三点：少不了寻根探源，为黄河文化赓续传承提供活水
源泉；少不了文物故事，惊世文物、众多遗迹，为世人呈现黄
河文化的多彩画卷；少不了创新创意，考古盲盒让人们感知探
索的快乐，美食饮品打造“舌尖上的博物馆”，文具、服饰、日
用品等国潮文创火热“出圈”，文创让黄河文化融入大众生活。

南开大学现代旅游业发展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石培
华也表示，河南正在逐渐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的典范。他提到，河南是新国风、新国潮沉浸式旅游的典范和
引领者；引领了休闲生态旅游、幸福生活旅游的新场景、新成
果；引领了中国式的东方生活美学。

在“黄河文化旅游新场景”分享会环节，沿黄城市知名景
区洛邑古城、殷墟景区、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云台山景区、陕
州地坑院景区、万岁山大宋武侠城带来文旅发展成果展示，为
观众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

同饮黄河水，豫蒙一家亲。作为黄河文化的重要承载地，
豫蒙两地都有着丰厚的人文底蕴与自然风光。活动现场，河南
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签署文化旅游战
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整合资源、联动宣传，共同开发富有地域
特色的文旅产品，实现市场共享、客源互换。（人民网）

（（图为文创产品展示图为文创产品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