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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大模型等新兴科技在文旅企业决策和战略、数字

文旅产品供给和服务提升等方面的潜力，推进文旅企业

的技术转移和商业化能力建设。

（二）推进文化资源数字化，促进业态创新

一是进一步培育文旅数字IP，促进文旅IP以向本土

化、体验化发展，提供优质数字文旅供给，建设高知名

度品牌。四川非遗等文化资源丰富，非遗创新性保护走

在西部前列。政府应与非遗行业合力推进文化行业标准

的执行，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数字资源采集

和著录》等行业标准和政府规定为参考，依据戏剧、文

学等类别分类而治，[13]以资源数字化为起点，规范化、

标准化保护多样文化资源，形成有利于保护非遗文化、

民族文化、三国文化的数字化保护体系和版权保护平台，

对根植于四川的文化进行数字化系统管理，提升数字文化

资源的经济效益，发挥数字文化产业的巨大潜力。

二 是 积 极 探 索 数 字 文 化 资 源 与 多 种 文 化 产 业 和 旅

游产业的业态创新之路，吸收借鉴先进地区数字文旅产

业的发展经验，以多终端的方式提升公共文化数字化供

给 ， 提 升 内 容 丰 富 度 和 多 样 化 ， 增 强 数 字 服 务 的 可 及

性和可用性。[14]积极开发数字化创新示范项目，如云旅

游、数字艺术、沉浸式体验等，与当下新兴文化业态剧本

杀，密室逃脱等开展联名合作，通过以传统文化内核赋能

新兴业态，以更具年轻人青睐的方式，实现创新发展。

三是加强数字技术的创新运用，为文旅体验的前、

中、后期中提供数字化全流程保障。建立规范的产品上

架诚信体系和投诉响应反馈体系，监控并及时处理不良

服务和产品，以实时数据监测保障体验全过程安全，避免

过度拥挤、突发状况等带来的安全隐患，并预测甚至提前

响应应急预案，对场馆和景区进行数字化实时性管理。

（三）加强平台建设，带动“上云赋智”

数字化技术的推动不仅体现在资源数字化，也体现

在渠道的数字化建设。平台是数字文旅产业重要基础设

施，是游客主要信息获取渠道。四川数字文旅建设开展

时间较早，“智游天府”平台和乐山市智慧景区云平台荣

获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创新实践优秀案例名单，从文旅大数

据中心和综合管理、宣传推广、公共服务三大板块链接全

省涉旅数据互联互通。[15]今后，四川应进一步加大相关平

台建设和推广力度，以更好的基础设施提升游客的实时体

验，积极开展优秀平台建设川内扩展和人才培训，进一步

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优秀经验；同时结合其他省份经验以实

现创新性发展，如学习宁波围绕“文旅消费主题年”主

线，举办各类数字文旅前沿技术和顶尖新品展览及优质

数字文旅项目推介活动等。[16]与时代进步和技术进步共

举，加强文旅大数据建设。在基本公共文化供给方面，

加强“四川公共文化云”建设，推动“文旅行业云”构

建，引导文旅行业主体“上云用数赋智”，以大数据、

大模型等为文旅行业主体提供准确数据帮助企业决策和

未来发展接轨，使得“上云赋智”落到实处。

目前，网络平台是信息获取的第一渠道。四川要进

一步加强与新媒体平台的合作，扩大宣传渠道，为四川

热门景点和小众景点进行精准引流。创新与平台合作方

式，如福建文旅厅与抖音合作推出“萤火”达人计划，

组织个人推荐官与本地“网红”创作者联盟加入农旅采

风团，助力乡村旅游。[17]以平台为载体，让受众信任和

喜爱的KOL为媒介推荐相关景点，发挥非头部KOL的人际

传播能力，而特定垂直领域的KOL也能参与到数字文化

的生产当中，从Vlog生活和旅游记录，文化创意生产等

方面传播旅游城市和景区，被“种草”的用户会持续参

与并长期传播，形成持续性长期影响力，进而形成传播

热点。如“淄博赶烤”，以网络热点为始，各方文旅参

与，以数字传播流量带动当地旅游快速发展。

（四）强化供需对接、促进文旅消费

数 字 文 旅 产 业 更 新 周 期 短 ， 四 川 应 快 而 主 动 迎 合

虚拟化、体验化、差异化的文旅需求转向，顺应个性化

和垂直化的发展需求，以日间、夜间、乡间、城间“四

间”融合，积极拓展线上和线下、现实和虚拟等多种新

业态时空，培育差异化、特色化的数字文旅消费新热点

和新场景，提升四川数字文旅产业的消费吸引力和品牌

力。同时，四川应积极探索数字消费新渠道和新商业模

式，发展网络消费、定制消费、体验消费和智能消费等

新模式，同时配合多种商业新模式，以历史文化、消费

热点为发力点，吸引国内外多种数字文旅消费。同时以

产品运营和市场营销等多种手段，对数字文旅产业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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