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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旅游必须亲临其境。到实地亲眼
目睹，是感知美景的唯一方式。

如今，数字技术逐渐打开文旅产业的想
象空间。从图片、视频、3D技术，到如今VR、
元宇宙的兴起，人们足不出户，便可领略十万
八千里外的美景，且体验感越来越好。

2023 年，被业内人士称为“度假元年”。
中国文旅产业已步入以数字文旅为主要特
征的新时代，年轻的“Z世代”崛起成为文旅
消费主力。文旅产业正积极拥抱数字技术，
为消费者提供智慧化、人性化、虚实结合、
共创共融的新奇体验。

提振文旅产业是稳增长的一道必答
题。我省已明确提出，把数字文旅建设作为
发展文旅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着力
促进文旅产业智能化发展，全面促进文旅
市场活起来、热起来、火起来。

本期福建有“数”，将关注我省数字文
旅的现状，探索未来发展的方向。

智 慧
“数字大脑”让“追泪族”不再扑空

平潭“追泪”季又来了，涂彩君期待已
久，但又担心扑空。

17 日，她通过“畅游平潭”微信小程序
了解到，当晚“蓝眼泪”可能大爆发。她打开
抖音，看到当地的几个直播主正在海上“追
泪”，便决定从福州赶往平潭。

夜幕降临，海面上阵阵浪花泛着蓝光，
如繁星坠落，梦幻一般。在平潭长江澳“观
泪点”，记者和涂彩君这样远道而来的“追
泪族”，一起领略浪漫的蓝色荧光海。

“ 蓝 眼 泪 ”被 誉 为“ 一 生 必 看 奇 幻 美
景”。通过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种草”平
台，平潭“蓝眼泪”的海量视频快速“出圈”，
享誉全国。

曾经，慕名而来的“追泪大军”常常无功而
返。因为“蓝眼泪”的出现，需要季节、风力、地
点、水温、海流与潮汐等条件齐全，且须在无光
害的环境下，因此有“可遇不可求”的神秘感。

从自然奇观变身爆款 IP，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数字技术的应用。0和 1，对“追泪者”来
说，代表着成功与否。而对于科技工作者来
说，通过以0和1为代表的“数字大脑”精准监
测，人们“追泪”的成功率大大提高。

两年前，来自自然资源部海岛研究中心
的科研人员用浮游生物水下成像仪，开始对
造成“蓝眼泪”现象的夜光藻进行监测，以掌
握平潭“蓝眼泪”动态分布和发生机制。

2022 年 11 月底，研究人员在平潭流水
码头周边和坛南湾布设了两台水下成像仪，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图像进行分析，实现对
浮游生物种类识别、体长测量和丰度统计。

“目前，我们已经研发出适用于平潭
‘蓝眼泪’的精准预测模型。”自然资源部海
岛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陈淳表示，“掌握了

‘蓝眼泪’的生消规律，通过后期对平潭不
同的近岸海域的网络化监测，就可以提前
预报‘蓝眼泪’的爆发情况。”

气象大数据，也是监测“蓝眼泪”的方
法之一。

平潭综合实验区气象局工作人员林彦
婷说，2017 年，对平潭“蓝眼泪”做预报的想
法在她心里萌生。

在历史数据的基础上，林彦婷和同事
筛选出与“蓝眼泪”关联性较高的气象因
子，建立“蓝眼泪”气象条件预报模型，以此
呈现“蓝眼泪”出现的概率。

现在，打开“畅游平潭”微信小程序，点
击“蓝眼泪专区”或“追泪季”，就可以看到

“蓝眼泪”未来三天的发生概率。这项预报
数值，整合了“蓝眼泪”气象预报模型以及
成像仪的数据，从去年开始，实现了“蓝眼
泪”分区域预报，并覆盖了热门“追泪点”。

拥有“追泪大脑”的还有民间高手。平
潭本地有许多“追泪”微信群，群里有不少

掌握“蓝眼泪”生消规律的平潭本地人，他
们经过多年实地观察，可以预判“蓝眼泪”
何时“爆发”。

长江澳排塘兜的郭船长就是其中一位。
“前几年，我觉得家乡的‘蓝眼泪’旅游很有前
景，就回乡经营‘追泪’游艇项目。今年 3月，
又新添置了‘鸿津号’，现在已经有 4艘游艇
了。”这几天，他的团队每晚都出海“追泪”，为
粉丝们带来一场场沉浸式的“云追泪”直播。

平潭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会“潜伏”
在“追泪”群，发现哪里“蓝眼泪”观赏级别
高，他们就会派出工作人员前往直播。最近
一段时间，“中国平潭”“平潭国际旅游岛”两
个微信公众号每天都会开启直播。

平潭综合实验区行政审批局党组书记、
局长江裕森介绍，“畅游平潭”中“蓝眼泪”服
务平台自去年上线以来已累计服务游客超
80万人次，其中今年 4月份进入“蓝眼泪”旺
季期间，平台的用户访问量达到 35 万次以
上，成为游客出行、“追泪”的好帮手。

融 合
提升数字化服务，实现人与景的交融

数字为旅游业赋能，主要目的是提升
服务品质。

《福建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改革发
展专项规划》提出，重点建设 100 个具有示
范意义的智慧旅游景区，推动景区在旅游
体验、旅游管理、旅游服务和旅游营销等层
面智慧化发展。

智慧景区的意义，在平潭“追泪”游项
目上已然彰显。

每年春夏，国内不少海域都能看见“蓝
眼泪”。平潭“蓝眼泪”一枝独秀，频频“出
圈”的奥秘在哪里？

“数字化就像是护城河，让平潭‘蓝眼
泪’在面对同类产品时，能够有更强的竞争
力。”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游与文化体育局副
局长黄婕潇表示，借助数字智慧引流和智慧
导览，平潭“蓝眼泪”更快“出圈”，也更能满
足游客的体验感。今年“五一”假期，平潭接
待游客67.83万人次，同比增长118.7%。

不只是平潭，今天，打开“畅游八闽”
APP，全省上千个景点的介绍、交通信息等
一应俱全。通过 APP，游客可以查看福建旅
游信息、好玩资讯。APP 上还有问答机器人
解答游客问题。

打造这样的数字文旅综合服务平台，为
的就是拉近景点与游客之间的距离，为入闽
游客提供更优质便捷的“一站式”文旅服务。

在今年4月召开的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
大会上，我省提出要着眼科技含量，突出数字
化，构建数字文旅综合服务平台，加快智慧景
区建设，大力发展沉浸式数字文旅产品。

这些年，武夷山市在实现智慧景区管
理方面已先行一步。

今年“五一”期间，武夷山市累计接待游
客 40.36万人次，比 2019年同期增长 25%。其
中武夷山景区共接待游客16.65万人次。

面对人流高峰，如何确保游客游览安
全、有序？武夷山旅游智慧管理平台发挥了
重要作用。

“可以实时监测人流情况，高峰期可通
过 管 理 平 台 进 行 统 筹 调 控 ，实 现 错 峰 入
园。”福建武夷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智
能化管理中心主任袁福良介绍，大数据对
游客信息的收集，便于景区进行精细化管
理。分布在景区多个主要入口、游客密集游
览区的数字摄像头监控设备，有效保障了
游客的安全。景区游览的智慧服务系统，让
游客在出行之前就能了解详细的旅游指
南，实现景区票务预订与网络分时预约，还
可以实现自助游览定位、自助导游讲解等。

数字文旅的边界，远不只数字化管理
那么简单。

从源头引流，到智慧管理，再到构建数

字文旅的发展框架，这条脉络正逐渐明晰。
12 日，我省印发《新形势下促进文旅经

济高质量发展激励措施》提出，支持数字文旅
发展。强化全省文旅数据资源汇聚共享和开
放开发，加快建设全省数字文旅综合服务平
台。鼓励各地加快推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
智能、混合现实等现代科技在文旅领域应用，
鼓励和引导景区逐步向数字化、智慧化转型。

省文旅厅已汇集我省各地文旅部门、
104 家 4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和 152 家公共
文化场馆数字文旅发展情况，在充分调研
基础上，提出出台 1 份数字文旅政策指导、
建设 1个文旅数据资源中心、搭建全省政务
管理和综合服务 2个平台、培育多个数字文
旅典型应用场景的工作思路。目前，省文旅
厅正在加速推进相关政策出台，谋划举办
全省数字文旅工作推进会，凝聚全省数字
文旅发展共识。

沉 浸
从人走向景，变为景走向人

当人走入景中，数字文旅赋能的是服
务品质。而推动景走向人，则是数字文旅更
大的想象空间。

如今，旅游的内涵日益丰富，除了线下
实地感受，云展览、云旅游的形式在旅游行
为中越来越常见。尤其是随着 AR/VR、元
宇 宙 等 技 术 的 成 熟 ，旅 游 展 现 出 更 多 可
能性。

8 日，厦门中国移动咪咕元宇宙总部传
出消息，“鼓浪屿元宇宙”项目首期产品有
望于今年 6月上线。

一年前，中国移动咪咕与厦门市政府
达成战略合作，“鼓浪屿元宇宙”成为率先
推进的国内文旅元宇宙标杆示范项目。

中国移动咪咕厦门公司总经理廖智勇
告诉记者，“鼓浪屿元宇宙”将搭建鼓浪屿
1.88 平方公里映射物理时空的场景，高清
实时渲染的比特景观，可以满足用户沉浸
式的文旅元宇宙体验需求。这个自主可控、
自由探索、即时互动、实时在线的“元宇宙
第一岛”，可为“上岛”游客提供文旅游览、
互动娱乐、消费购物等数字生活体验。

这并不是天马行空。尽管“鼓浪屿元宇
宙”还未上线，但通过频频落地的其他景区的
AR项目，人们已能一窥元宇宙景区的端倪。

拿起手机扫一扫，悠长的坊巷里出现
一条AR时空长廊；从网红“爱心树”上摇落
粉色爱心；“AR 导游”莉莉可陪你一起玩转
坊巷。这便是中国移动在三坊七巷打造的
元宇宙项目。

今年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福元宇
宙 2.0”针对福州闽江之心，用 AR 技术打造
了元宇宙商业街区，形成覆盖 50 万平方米
的 AR 游园会。从仅展示到实现实体互动，
元宇宙景区的体验更进一步。

南平也开始了数字文旅尝试。在和平古
镇，以建设全国首个元宇宙“数字古镇”为目
标，邵武市启动了“元·和平”项目建设。

邵武地处闽北，有着 1700 多年建县史。
当千年古城遇见元宇宙，未来在哪？

“这绝不是赶时髦、追潮流，而是在文化
数字化时代的一次积极尝试。”邵武市市长
郭绯红表示，邵武率先采用元宇宙综合技
术，赋能数字邵武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
并在线上无限拓展资源空间，试图打造数字
经济+元宇宙文旅生态的智慧文旅示范区。

省文旅厅二级巡视员张立峰表示，省
文旅厅积极鼓励创新数字文旅的发展模
式，数字邵武“元·和平”创新工程是福建省
数字文旅发展的又一创新举措，将元宇宙
科技与文旅产业有机结合，为数字文旅的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作为数字中国的思想源头和实践起
点，近年来，“数字福建”一直走在全国数
字化发展的前列，而文旅经济是数字化发
展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信息中心原党
委 书 记 杜 平 建 议 ，福 建 要 进 一 步 发 挥 优
势，进一步有效推进数字科技发展，赋能
赋智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着力实现高安全
性、高适应性、高性价比和低碳化，适应时
代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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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平潭”APP 上的“蓝眼泪”预报信息

工作人员在平潭海域布设“蓝眼泪”监测设备。 （资料图片）

“鼓浪屿元宇宙”的画面

数字邵武“元·和平”的画面

▲平潭“蓝眼泪”奇观 念望舒 摄

在 4 月召开的福建省文旅经济发
展大会上，省委书记周祖翼指出，“做
大做强做优文旅经济正当其时、恰逢
其势”。

“察势者明，驭势者赢”。数字经济
风起云涌，数字文旅建设作为基础性
先导性工程，对我省推进文旅经济高
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我省是文旅资源
大省，也是“数字中国”的思想源头和
实践起点，发展数字文旅有优势、有特
色，机不可失，势在必行。

趁势而上，聚力发展。全省文旅经
济发展大会发布了《新形势下促进文
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措施》，对文旅产业
数字化发展提出了目标要求、制定了
激励措施。各地紧抓文旅经济发展重
大机遇期，聚焦做大做强做优，聚力数
字文旅转型，全力以赴推动文旅经济
高质量发展。

与 时 俱 进 ，创 新 赋 能 。“ 畅 游 八
闽”APP、平潭“蓝眼泪”IP、武夷山景
区智能化管理平台等智慧建设项目，
提升了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永定土
楼“天涯明月刀”、“鼓浪屿元宇宙”、
数 字 邵 武“ 元·和 平 ”等 数 字 文 旅 产
品，创新消费场景，让人耳目一新。全
省文旅行业大力培育新的消费业态、
消费模式、消费场景，多维发力，加快
推 进 数 字 文 旅 深 度 融 合 ，激 活 了 动
能，取得了成效。

调研中我们也看到，数字文旅产业
作为新兴业态，发育还不成熟，我省各
地在发展中也遇到一些问题和挑战。

比如，深度融合意识不强。数字文
旅作为复合型产业，要实现高质量发
展，就必须深度融合，必须对不同资源、
产品、服务进行整合、重组和创新，需要
全局谋划、协同创新、整体推进。目前一
些地方存在观念滞后问题，对文旅产业
数字化变革认识不足，还不能很好地整
合产业、主体、资源，不能很好地因地制
宜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

数字基础建设相对薄弱，数字赋能
不足。一些景区数字基础设施投入不
足，景区的数字化管理与服务水平不
高，各级数字文旅平台的综合功能有待
完善。在数字文旅产品开发、数字文旅
场景建设等方面特色不够鲜明，还缺乏
有影响力、竞争力的沉浸式文旅产品面
市，无法形成更加完整的价值链。

……
心有高标能致远。在万物互联的

数字时代，面向旅游“蓝海”，畅享春暖
花开，福建数字文旅建设正踏浪扬帆，
趁势而上。

驭势者赢
□方金春

系列报道

在平潭，对“蓝眼泪”已可以实现数字监测和动态预报。图为
工作人员在讨论如何布设监测设备。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