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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音乐大有可为
赵志安

文旅更智慧，“软硬兼备”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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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快推进以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智慧旅游。把
握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社
会、数字政府建设机遇，加强旅游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产品服
务、企业治理等智慧化水平。”前
段时间在北京召开的2021年全
国文化和旅游厅局长会议释放创
新发展的强劲信号，对智慧文旅
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

经过多年实践，业界逐渐认
识到，发展智慧文旅，建好硬件的
同时，也要做强软件，围绕智慧化
下功夫，迈出新一步。

把握新趋势 以服务和管
理效果“论英雄”

近年来，很多业界人士开始
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做智慧
文旅？

“这种基于自身发展实际的
变革需求，本身就是重大进步。”
文化和旅游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信
宏业认为，在传统反馈模式不能
解决群众需求时，文旅行业自主
的集体反思，变被动为主动，使智
慧文旅找到定位，不再是摆设，而
是治疗供需不匹配的良药。导向
问题明晰，推动由技术供给侧优
先，向应用需求侧主导转变，是智
慧文旅发展的一大趋势。

与此同时，有利于智慧文旅
发展的大环境也在形成。一段时
期以来，相关政策密集出台，从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深化“放管
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
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明确指
出推进“互联网+旅游”等深度融
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

“互联网+旅游”推动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到《文化和旅游
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出台，政策加持营造
利好氛围。市场对文化和旅游的
实质性投入明显增多，各大企业
纷纷成立文旅事业部等。

落地重方法 技术与文化
旅游相向而行

如今推进智慧文旅，每一个
项目是不是行得通、真管用、有效
果，都得拿到桌面上来。

对于业界，相较科技创新，发
展模式和应用创新更为实际。没
有发展模式和应用创新的包装，
科技创新可能只是“冷冰冰”的一
堆设备或概念，与有温度的文化
和旅游很难融在一起。信宏业认
为，强调科技创新重要性的同时，
不能忽略人的智慧对科技内涵的
转化。

“当用新的科技理念去审视
所处的行业，可能突然感觉很
陌生，但这个重新审视的过程
很有必要，技术与文化、旅游相
关行业要相向而行，了解各自
行业内涵和特点，互相提升。智

慧文旅不只是目标，更多的是
智慧化的过程，只有用智慧化
思路去推进，才能共同实现核
心业务的创新发展和导向智慧
化的结果。”信宏业认为达到这
一目标，首先要以需求为导向
解决问题，而不是花拳绣腿；其
次要注重迭代发展，结合实际
不断地修正和调整，达到更高
水平；最后要加码持续发展，立
足长远，注重规划，加强运营，
延长生命周期。

整合靠系统“精密智控”
打通多领域

疫情加速了新技术在文旅领
域的应用，智慧文旅与社会治理
的关系更加密切，相互关联，上升
为新发展格局。

行业复工复产阶段，浙江杭
州景区和文化场所首批恢复开
放，成为是高度智慧化的典型。
杭州的底气来自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和顶层架构，依托城市大
脑，打通公共数据，迅速上线健
康码、景区动态监测等应用，实
现高效便捷的管理；来自组织和
体制机制的保障，通过三级游客
服务中心以及旅游景点的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全覆盖，联通城市
大数据系统，实现人流监测、预
警、通知；来自技术迭代，在旅游
预约、停车、入园等多环节，实现
精准反馈、无感交互、无形核验。

精密智控的背后是长期的智慧
化积累。“我们一直在推动更多
技术门槛从有到无，让更多数字
服务从前端走向后台，最大化智
慧管理和服务效能，建强‘数字
屏障’，保障游客安全和行业有
序发展。”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财
经战略研究院旅游与休闲研究
室主任戴学锋认为，智慧文旅涌
现出一批引领行业进步的典型，
是多方力量有机结合、平衡发展
的结果。“其一是政府部门要在
行业发展中找准定位，做好服
务；其二是包括投资商在内的市
场主体，积极建设数字平台，做
优品质；其三是‘网红’旅游者在
互联网环境不断扩大影响力，做
好口碑。三种力量有效组合，才
能最终推动智慧旅游发展壮
大。”戴学锋说。

实践出成效 建设与运营
齐头并进

近年来，公众对在线文旅体
验需求愈加强烈，数字文旅产
品消费愈加丰富，相关领域备
受关注。智慧文旅的消费带动
力得以凸显，众多“爆款”和口
碑好的应用背后，都有技术力
量的深度参与。由此，文旅行业
可见度与技术企业影响力也实
现“双丰收”。

作为较早入局文旅产业的云
数据平台，腾讯云在智慧文博、遗
产活化、大众旅游等方面多有开
拓。一个“敦煌诗巾”项目带来3
个月1万多条丝巾的销售量；一
个敦煌数字展览馆小程序，上线
当天用户参与量超300万人次；
一个“敦煌数字供养人”的身份赋
予，增强了公众的文保意识；一则

“故宫领券”以AI互动吸引用户
参与，把故宫线下清明上河图大
屏的弹幕搅得火热，“故宫文创
店”、冰窖VR餐厅获得可观人流；

“一部手机游云南”APP不仅做实
“互联网+旅游服务”，还与地方政
府共同推出新IP形象“云南云”，
在5个月内促成了“云南旅游”百
度指数整体同比增长1162%，环
比增长733%。

腾讯文旅生态运营总监程向
阳认为，这些成效得益于建设与
运营并重的实践。在他看来，数字
技术助力文旅融合需抓住三个关
键阶段：以数字技术、大内容生
态、数字营销体系为底座，建设文
化云平台，由此衍生文化大数据、
文化保护、文化IP共创等服务，将
特色文化打造为更加智慧化、年
轻化的文化生态；将这一套文化
服务渗透进“吃、住、行、游、购、
娱”旅游全链条中，创造文旅耦合
的全新可能；突破旅游在时间和
空间上的限制，打造更多有创新
性的文旅延伸场景。

（《中国文化报》王彬）

咬 春 李军 摄

《2020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
告》显示，2019 年中国数字音乐
产业规模达到 664 亿元，同比增
长8.4%，数字音乐用户规模超过
6.07 亿人，在线音乐的用户普及
率高达71.1%。可以说，得益于网
络技术发展和移动智能终端的
普及，在线音乐平台已经成为大
众消费音乐的主要途径，具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

相较于以唱片为媒介的传
统传播方式，在线音乐通过互联
网传播，打破时空限制，具有易
传播、易储存和音质高等特点。
更为重要的是，在线音乐在更
新、丰富产品内容，提升、完善用
户服务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可以根据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不断迭代更新。

除了利用技术赋能音乐传
播，为广大用户提供优质的音乐
内容始终是在线音乐平台的立
足之本。为满足用户对音乐作品
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在线音
乐平台通过向版权方取得授权，
逐渐建立起庞大曲库；得益于在
线音乐平台的储存和流通便利，

小众音乐作品也逐渐得到充分
孵化。通过扶植原创音乐人、优
化推荐功能等，在线音乐平台纷
纷开拓“长尾市场”。在利用渠道
优势助推音乐人原创作品的同
时，也能免费获取该作品授权，从
而达到布局小众音乐和丰富自身
曲库的目的。此外，人工智能技术
的发展不断完善平台的“推荐”功
能。基于人工智能算法，平台通过
对不同用户收听记录、收藏记录
等数据的分析，可以精准地向用
户推荐符合其偏好的音乐作品，
更好地满足人们对音乐的需求，
并增强用户黏性。

在线音乐平台善于鼓励并
激发用户的创造力。在线音乐平
台具有交互性，天然适于“用户
生产内容”，用户不仅是消费者，
还是推动内容生产和传播的参
与者。在线音乐的“乐评”就是具
体体现。在线音乐平台的每个音
乐作品几乎都有评论区，用户可
以在这里评价作品、分享感受。
这一功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满
足了用户的社交需求，还是平台
自我推广的有力媒介。比如，某

音乐平台曾开展线下营销活动
“乐评专列”，就是以用户发布的
乐评为核心内容：高点赞量的在
线音乐乐评铺满整个地铁车厢，
吸引人们的关注，既传播了优质
音乐作品，又为在线音乐挖掘了
潜在的用户。

“歌单”是在线音乐平台用
户生产内容的另一“产品”，调动
起人们的参与热情。用户可以根
据自己的偏好和需求创建并发
布歌单，歌单一经发布，即可供
其他用户收听、收藏、评论和分
享。创建歌单不仅为广大用户展
现音乐审美提供舞台，还为平台
源源不断地输送优质的音乐消
费内容。比如，某个由用户创建
的华语流行音乐歌单，曾创下超
过 1 亿的播放量，在线音乐用户
生产内容的蓬勃活力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在线音乐平台不
断丰富音乐的消费场景。如今，
除在线播放及下载服务外，以音
乐为中心的直播、在线K歌等音
乐消费形式渐成规模。当用户在
线收听某个作品时，页面往往会
出现该作品对应的直播以及在

线K歌的选项。这意味着用户欣
赏在线音乐时，不再限于听觉层
面，而是可以直接观看视频内容
甚至亲自演绎。其中，云端音乐
演出让广大用户足不出户，就可
以观看到心仪的歌手或乐团的
表演。比如，某音乐平台推出全
景在线演出，为用户提供“身临
其境”的沉浸式体验，弥补人们
无法观看线下演出的缺憾，获得
较高观看量和良好用户反馈。

音乐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为音乐传播及音乐消费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便利。未来，作为大
众消费音乐的重要途径，在线音
乐平台将在遵守行业规范、保护
音乐版权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
丰富曲库、开拓更多音乐服务和
音乐消费场景，为人们营造更加
色彩斑斓的音乐生活。

冬日黄昏，走
过一条小吃街时，
无意中闻到一缕甜
香而暖的气味，似
曾相识。我凝神分
辨片刻，猛然想起
这是甜丸的味道。

在我的老家
皖南一带，每到冬
天，家家都爱做甜

丸。寒冬腊月，一碗甜丸让人从嘴里
到心里都甜滋滋的，幸福感倍增，小
孩更是喜爱。

制作甜丸的食材可丰可俭，因
情况而定，基础食材有三种：糯米、
芝麻和白糖。还可以增加金桔饼、
青红丝、松子仁、核桃粘、花生碎
等，这样包出来的甜丸口感丰富、
更有营养。

儿时，家境尚可，奶奶又是制作
甜丸的高手，所以每到冬天，贪吃的
我都要长胖。我最爱跟着奶奶到小
街上采购食材——先到米店称糯
米、红豆和黑、白芝麻，然后到糖酒
店称白糖和青红丝，再到干果店称
花生、瓜子和核桃。置办齐全后，奶
奶一手牵着我、一手拎着元宝篮，踏
着青青石板路，乐悠悠地走回家。

一到家奶奶就把糯米用清凌
凌的井水浸上，泡上两三天，米粒
儿鼓胀了，奶奶在檐头下架起一盘
小磨，磨米粉。小磨吱呀吱呀唱着
歌，雪白细腻的米粉堆满了瓷盆，
散发着好闻的米香。磨好的米粉用
温开水和匀，奶奶就开始制作馅料
了：先将红豆泡软、上锅慢蒸，趁着
这功夫剥花生、核桃壳，取出果仁
放到小钵子里捣碎，撒上白糖，抓
拌均匀，放在一旁待用；然后上锅
炒芝麻，芝麻炒熟了，红豆也散发
出浓浓的香味儿了。把蒸熟的红豆
捣成泥状，和干果碎、青红丝、芝麻
掺和在一起，加水、糖，抓拌均匀，
馅子就制做好了。奶奶揪下一小团
糯米粉，揉搓几下，用拇指挖出一
个小洞，舀一勺馅子塞进去，一个
圆溜溜的甜丸就包好了。

甜丸吃法多，可以蒸着吃，可
以炸着吃，也可以煮着吃，我最爱
吃奶奶煮的桂花甜丸汤，乳白的汤
水，金黄的桂花，起锅时奇香扑鼻，
汤水“咕嘟咕嘟”吐着泡泡，白白胖
胖的甜丸被桂花簇拥着，在锅里沉
沉浮浮。筷子夹起一个，吹口气，轻
轻一咬，糖馅如融化的果酱一般流
淌出来，甜蜜沁心，唇齿留香。细细
品味，糯米皮子又滑又腻，馅子里
的红豆香、干果香、芝麻香充溢口
腔，青红丝带着点儿酸酸的味道，
好吃得停不下来。

故乡风俗，新年一定要吃一碗
甜丸汤，寓意新的一年里顺顺当
当、和和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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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生肖”主题文物
亮相南京贺新春

辛丑牛年新春将至，南京博物
院近日推出“十二生肖闹新春”主
题文物展，展出223件(套)与“十二
生肖”有关的文物。本次展览将持
续三个月。

在中国，“十二生肖”文化源远
流长，它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二生肖”即子
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
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十二生肖闹新春”主题文物展
策展人谢博介绍，本次展览一共展
出了223件(套)文物，包括瓷器、玉
器、竹木牙角、书画、年画、皮影等南
京博物院院藏的所有艺术门类。

整个展览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为“十二生肖”文化；第
二部分以“十二生肖”作为一个分
类标准，设置多个展示柜，展示“十
二生肖”的馆藏精品；最后一个部
分则是“牛”主题文物的集中展示。

（中国新闻网徐珊珊）

辽宁省博物馆展出
60多件馆藏“牛元素”文物

新华社沈阳2月5日电（记者
赵洪南）辽宁省博物馆近日推出

“牛转乾坤——辛丑牛年新春生肖
文物展”，展览遴选辽宁省博物馆
馆藏“牛元素”文物60多件。

此次展览，辽宁省博物馆以图
片与文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策展，
除了精心挑选馆藏文物外，还汇集
了中国文物报社与其他文博机构
的数百幅文物艺术品图片，希望能
带给观众全新的体验，为新春佳节
增添节日氛围。

展览展出的辽宁省博物馆馆
藏清代《仿仇英百牛图卷》描绘了
漫步在河边的水牛和牧童。画卷
中，牛或慢行觅食，或侧卧小憩，或
水中沐浴，或河边嬉戏，可谓百牛
百态，聚散有度而又富有情趣。牧
童们边放牧边在水边、树荫下玩
耍，与众多的牛共同构成了简单、
自足、欢愉的田园图景。

展出的齐白石《水牛图轴》也
备受关注。画面中，水流粼粼、波光
潋滟，一头水牛仰鼻泅渡，显得格
外从容、惬意。齐白石作画构图简
洁、笔酣墨饱，处处洋溢着自然朴
实、生气勃勃的气息。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介绍，在十二生肖中牛对应着地支
中的“丑”，寓意勤奋与力量。出于
对牛的喜爱，古人选取牛的艺术形
象广泛应用在兵器、乐器、装饰品
等器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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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举行
2021年“我们的节日·春节”
线上主题活动启动仪式

本报讯（姚琼 李沛华）2月 7
日，陕西省渭南市委宣传部、市委
文明办、市创建办联合举办了“我
们的节日·春节”线上主题活动启
动仪式。

活动涵盖“中华一绝—华州皮
影”多媒体资源库展播、“迎新春过
大年”传统文化展播、“魅力非遗”故
事讲座、“网络大拜年”、“迎新春”网
络猜谜、“金牛迎春”书画摄影展播
活动、“我们的节日·留下瞬间——
传播文明”随手拍作品征集评选，

“我们的节日·春节”——渭南年味
摄影大赛，“非遗过大年·文化进万
家”等一系列线上主题活动，将充分
挖掘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的
深厚文化内涵，丰富市民的文化生
活，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充分发挥中华民族传统
节日思想熏陶和文化教育功能，不
断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一
步提高市民素质、提升城市文明程
度、弘扬传统美德，推动渭南经济、
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为全面推进各
项创建工作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