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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记者观察

“空档期”里

抓好服务升级

疫情对旅游行业冲击不小，
但利用好这个“空档期”，抓紧
时间练内功，提升景区软硬件服
务水平，也不失为危中求机的上
策。事实上，不少地方正在这
么做。

首先是抓硬件提升。
疫情期间，白洋淀景区加紧

对生态防洪堤、白洋淀码头及周
边道路景观进行改造提升；野三
坡景区拆除了拒马河沿线各类违
规建筑5万余平方米，景区“显
山露水”。

“现在景区评级比过去严格
了很多，做得不好被降级、摘牌
已经不新鲜。而评定景区等级质
量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景
区的硬件部分，包括游客中心、
生态停车场、旅游标识系统和星
级厕所等多个方面，它们与游客
对景区第一印象直接相关。”河
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张
聪说。

近些年，我省旅游景区在硬
件提升上成效显著，但很多硬件
设计仍有完善的空间。

以老生常谈的景区厕所为
例，虽然现在卫生条件已大为改
善，但许多景区女性如厕排长
队、老人起身没有扶手等情况依
然存在。

“一个厕所究竟需要多少个
厕位、男女厕位比例怎么定、安
全扶手安在什么位置，这些看似
是小细节，却对提升景区品质和
形象影响很大。”张聪认为，硬
件提升往什么方向使力，景区应
当深入调研，特别是听取游客意
见，推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
改进措施。

还要注重服务升级。
目前，我省许多景区均已有

了微信公众号、电子票务、视频
监控、免费 Wifi 等智能服务系
统。但系统升级了，人员没到
位、培训没到位的状况还普遍
存在。

疫情期间，许多游客有出行
意愿，但想去的景区开没开门、
限不限流，一些景区的官方网络
平台或没有公告，或公告不及
时，或留言无人回复。很多人只
好去网上查找其他游客近期的

“路书”“攻略”，才能把以上问
题弄清楚。

“疫情期间，我省许多景区
抓紧时间对从业人员进行了线上
培训，培训的关键是找到服务的
薄弱环节，重点补短板，看是制
度不完善，还是人手不足、不专
业，针对性制定策略。”张聪说。

更要抓产品创新。
这次疫情对旅游行业是一次

优胜劣汰的洗牌，游客获取信息
渠道的多元，势必让旅游产品的
竞争更为激烈。

白洋淀景区宣布，取消此前
的多道门票制，推行一张门票游
景区，并且收购了私人运营船
舶，实行统一管理；

野三坡景区推出了全新的绿
色旅游、研学旅游、体育旅游、
地质科普、森林氧吧等多条旅游
产品线路，还在拒马河沿线建设
了5个绿色农业种植区，增加了
农耕体验游产品。

“现在是品质游、个性游、
体验游的时代，旅游景区要聚焦
并充分挖掘游客需求，紧跟市场
趋势。”张聪说，比如当下，受
疫情影响，本地游、周边游是主
流，自然风景区及郊野游受到欢
迎，家庭组团的自驾游、亲子游
明显增多。

“目标人群、出游方式在
变，相应地，适合当下市场人群
的产品、营销方式也必须改变，
比如跨界整合资源，跟着直播的
步伐变通营销模式等。总之要发
散思维，加速‘玩法’上的创
新。”张聪说。

文/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文
旅
业
触

文
旅
业
触
﹃﹃
云云
﹄
，
﹄
，
收
获
了
什
么

收
获
了
什
么
？？□

河
北
日
报
记
者

李
冬
云

“‘博物官’，官员的官。进入博物
官这个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博物
院’，然后进入精华馆藏路线功能页
面，这条路线将为您提供一个游览时
间在 120 分钟以内，包含 29 件精华文
物赏析的游览路线……”

4 月 24 日 14 时，拍摄者手持云台
跟随讲解员刘可非拍摄，讲解视频通
过5G网络传输到直播平台，河北博物
院联合腾讯新闻，开启线上直播节目

“宝藏四方”。
巨无霸青铜门环——透雕龙凤纹

铜铺首、史上最豪华的香薰——错金
铜博山炉、中华第一灯——长信宫灯、
刘胜和窦绾的地下“情侣装”——金缕
玉衣……我省一件件国宝级文物通过
直播一一亮相。

刘可非讲解的同时，直播留言的
弹窗里，一条条留言和一个个代表喜
欢的红色爱心图标快速上升、飘过。

“博山炉真是太美了。”
“这个形式非常好，真涨姿势（长

知识）。”
“有机会去河北，一定去现场看。”
两个小时内，有 83.9 万人在线观

看了直播。与此同时，河北博物院也提
前将直播链接转发到了微博、微信公
众号页面下。一些没赶上直播的网友
留言，“要去看回放”。

云游博物馆，让一些网友有了在
现场都不曾有的新发现。

4 月 24 日，石家庄网友陈琦看完
直播，在“博物官”河北博物院界面下，
进入“精品馆藏 3D 全览”，用鼠标“把
玩”着刚讲解过的国宝，结果在“长信
宫灯”身上，有了新发现——“长信宫
灯的底儿原来是空的”。

“早知道长信宫灯环保，但一直没
搞清楚烟从宫女袖子进入身体后怎么
排出去，无意中把3D版长信宫灯底部
翻转上来，空的，再查资料，才弄清楚
了环保原理：古人会在宫女膝下放水
盘过滤烟尘。”陈琦解释。

他把这个“重大发现”发到朋友
圈，从留言看，很多实地参观过长信宫
灯的朋友都不知道。

“文物注重细节的观赏，但在博物
馆，文物的许多细节是游客隔着厚厚
玻璃罩看不到或不留心的。网友能把
长信宫灯‘翻转’过来，得益于近些年
河北博物院数字化建设，推动了展陈
方式的多样化。”河北博物院院办主任
黎波说。

近年来，随着 5G、AR、VR等互联
网新技术的发展，各省纷纷加快公共
文化产品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建设，我

省也在加紧布局。
2019年6月8日，河北数字博物馆

试运行，包括河北博物院、定州博物馆
等十家单位建立了数字资源库，利用

“云端”发布馆藏、对文物进行多角度
高清展示、详解文物细节和历史、设置
虚拟体验和互动，让游客足不出户，在
网上与文物实现“亲密接触”。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博物
馆又玩起直播，离游客更近一步。

黎波介绍，3月 30日，河北博物院
初次试水直播。从 3 月 30 日—4 月 3
日，每天中午 12:30，河北博物院通过
中国移动咪咕圈圈平台、官方微博连
续推出了5期、每期约20分钟的“云博
物馆直播”，累计观看超过28万人次。

除了云看展，很多网友还通过直
播，体验了寄情诗和远方的云旅游。

“快看，快看，云在动。”
4 月 23 日 19 时，20 岁的大学生董

晓丽在唐山的家中和远在吉林的男朋
友通过一家媒体的5G高清直播信号，
同时在电脑屏幕前注视着珠穆朗玛峰
上一团团正在飘动的云。

“我们轮流说着变化的云像什么，
看着直播镜头里夕阳映在雪山上的金
色一点点褪去，光线逐渐变暗。没想到
能站在世界之巅看雪山、看云、看日
落，隔着屏幕真向往那份静美圣洁。”
董晓丽说，自他俩去年元旦去了一次
玉龙雪山，就变成了“雪山控”，看了这
次直播，心里又对西藏“种草”了。

疫情让人们宅在家的时间太久
了，“云旅游”直播，一下又勾起了许多
人对诗和远方的向往。

中国旅游研究院面向城乡居民的
专项调研显示，超过 70%的受访者表
示，希望疫情结束后外出旅游。

云文旅，还让很多志趣相投的网
友发现，可以更容易地找到同伴、结交
朋友。

4 月 22 日 10 时，柏乡汉牡丹园，
“2020中国柏乡汉牡丹云赏会”开通网
上直播。

直播中有一个与海内外柏乡籍乡
亲视频连线的环节，许多柏乡网友得
知有京剧名家李胜素，都早早进直播
间等着。

“我在直播间里认识了十几位同样
喜欢李胜素的柏乡老乡，还互相加了微
信，有一个居然和我住同一个小区。”50
岁的柏乡网友胡启智是李胜素的忠实

“粉丝”，平时也只是自己唱唱京剧，一
次云赏花，帮她结交了一众票友。

云文旅的平台，让人与人之间的交
友机会和方式，也随之变得多元、有趣。

5 月 1 日，北京故宫。一家主打虚
拟旅游的网络平台直播页面下，一位
主播正在带网友线上游故宫，而在评
论区里，许多网友向主播“喊话”：

“主播，大点声，风的噪声太大，听
不清。”

“镜头晃得我头晕。”
“特写对焦怎么对不准啊。”
噪声大、镜头晃动、对焦不准……

直播中的一些技术细节，会让许多网
友云游故宫的体验大打折扣，许多人
也因此退出直播间。

“手持直播设备户外行进中，多少
都会面临这些问题。像博物馆这种室
内环境下好一些，网络稳定，噪音、光
线可控制，目标相对明确好对焦。而在
户外，网络流量要足，信号要好，行进
解说中还要兼顾安全，对直播设备、打
光设备、声音媒体设备的性能要求更
高。”省艺术摄影家协会会员冯健说。

直播的观赏效果仍有提升空间，
是这个新兴行业的共识。在河北博物

院的直播、柏乡牡丹云赏会中，观赏效
果不理想，让许多网友意犹未尽。

比如，河北博物院“宝藏四方”直
播中，拍摄的文物因反光、对焦不准等
原因看不清楚；柏乡汉牡丹云赏会中，
连线柏乡籍嘉宾环节，嘉宾头像很小，
画质不清晰，网友说只能看到朦胧美
的李胜素。

“直播时，手持云台怎么减少手
抖，怎么转场切换镜头、怎么对焦和调
光等摄像技巧，目前主要是外行学着
干。因为收入不高，很多有经验的摄像
师还没进入这个领域。”冯健说。

不过，对于云上文旅产业，比技术
更大的困扰，在资源强弱差距大。

记者注意到，博物馆云看展看似
热热闹闹，其实冰火两重天。

在此次云游博物馆的热潮中，玩
得风生水起的，全都是拥有知名IP、国
宝众多的大博物馆，有的博物馆一场
直播的在线观看人数就赶上了全年的
客流量。而全国众多的二级、三级博物

馆，却显得“静悄悄”。
“主要是馆藏文物资源没办法与大

馆竞争，大馆国宝级文物多，自带吸流
量功能，各大网络直播平台会抢着去谈
合作。流量有了，国宝级文创周边产品
就更好卖，直播带来的收益就更多。”我
省一位博物馆领域业内人士表示。

记者发现，虽然我省大多数二三级
博物馆也均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向网友
发出了云看展邀请，但进入云看展页
面，大多数博物馆只是将微信公众号上
原有的“语音导览”“馆藏精品”等数字
化板块向网友重新推介了一次。

在现有资源下，如何从形式和内容
上，对文旅资源进行整合、升级，也面临
挑战。

为了拉近文物与公众的距离，在陈
展形式上，我省一些博物馆陆续推出了

“虚拟漫游”VR 全景导览功能，游览者
可以在3D多维实景空间内全角度游览
博物馆。

记者登录河北数字博物馆，点击
“数字展览”一栏，共有河北博物院、定
州博物馆、沧州博物馆等18家省内博物
馆可以提供“全景展馆”服务。

而除此之外的大多数网上展馆，主
要还只是图片加文字，文物本身也缺乏
视觉冲击力，一件文物的语音讲解通常
不到一分钟，很难让人产生兴趣。

“‘云旅游’并不简单是在线上发布
一则图文和视频，而是通过用户与‘远
方’的实时互动，听取视频或直播中的
专业讲解，从而获得自己在线下旅游时
得不到的独特体验和听不到的独家故
事。”河北省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协会秘
书长张志刚说。

而如何通过线上盈利，也是云文旅
需要思考的问题。

“从我省大多数文化旅游机构目前
的操作上看，云上带货能力并不强，云
文旅的主要目的还是强化网络营销，搭
目前最热门的直播平台顺风车，降低宣
传成本、扩展客源。”张志刚说。

有业内人士表示，博物馆等文化机
构的收入方式、激励制度要顺应新的传
播手段做出调整。目前大多数博物馆的
流量、文创产品研发和销售的成绩，均
不与人员薪资挂钩，也就是人多人少、
卖多卖少一个样，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博物馆推进数字化的积极性。

旅游的核心是人的移动，线上“种
草”，线下也要美好，游客才会买账。

4月 19日，石家庄市民王宪锋在抖
音上“种草”了太行山中一处古村落，但
出游体验并不美好，乘兴而去，败兴
而归。

当天他们一家老小一早就驱车进了
太行山。先是遇上地图上标示的正常通
行道路莫名被堵，多绕了20公里才到村
口，结果又发现拉着红线，古村落没有对
外开放！王先生下车问守着村口的老大
爷，为啥景区在网上不做提示，老大爷摆
摆手，一言不发，示意他们赶紧离开。

一路上，他们看到很多朝村子方向
开来的自驾车，最终都无功而返。

“疫情期间，许多景区开放与否，信
息都挂在网上。暂停开放的，都在地图
上用显眼的红色字标示，但这处作为省
市两级旅发大会观摩项目的古村落，不
仅地图上查不到营业信息，连自己的微
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没有。”王宪锋说。

“‘云上’的一大优势，便是实现文
旅产品和服务信息的充分供给。消费者
和文旅产品供给方的信息越对称，消费
的动力才越足。”张志刚说。

文旅消费需求和层次的提升，使得
行业对既懂专业知识，又懂数字化知识
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变得更为迫切。

“ 大 家 看 曲 阳 石 雕 的 这 只‘ 萌 ’
虎 ……这张错金银铜板兆域图可谓是

‘战国黑科技’……来看看刘胜窦绾夫
妇的‘情侣装’金缕玉衣……”在河北博
物院“宝藏四方”直播中，经常能听到解
说员讲解中用上妙趣横生的网络用语。

“直播这种新形式，对博物馆讲解
员提出更高要求，要知识面更宽，同时
能灵活应变、积极互动。”黎波表示，今
后讲解员的目标是变身圈粉无数的“直
播网红”，要能带“货”。这个“货”，可以

是对文物的多维度讲解，可以是对传统
非遗技艺的展示，也可以是独具文化内
涵的文创产品。

博物馆需要这样的讲解员，旅游行
业也同样需要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

比如很多年轻人，旅行前宁可熬夜
在网上查资料、做自由行攻略，也不愿
报团；选餐馆先比较网上评分和评价；
要住郊区个性化装修的民宿，而不住市
中心的快捷酒店；而且如果行程太累，
可能会在民宿睡到中午再出发。

“随着 90 后、00 后群体逐渐成为消
费主力，游客的文旅需求，正在从单一化
转向个性化、多样化，更加注重自由度、
品质感、体验感和文化感。”张志刚说。

为实现文旅产业相关各方信息数
据的联通共享，今年2月，河北省文化和
旅游厅印发《关于有效应对疫情支持全
省文旅企业发展的十条政策措施》，其
中提出要大力提升文化和旅游公共服
务信息化水平。

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整合旅游资
源，推动建立基于大数据的城市智慧旅
游云服务平台。

5月 1日，承德市打造的“一部手机
游承德”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试运行，
提出要实现“全承旅游，全城服务”。作
为承德智慧旅游大数据平台的延展，上
线景区导览、精品线路、诚选特产、酒
店、直播、导游、全景VR等20余个板块
功能，同步发布承德旅游信息。

在此之前，2019年，我省推出了“一
部手机游河北”，张家口推出冬奥景区
智慧旅游平台，保定推出“一机游保定”
微信小程序，2017 年，秦皇岛推出智慧
旅游平台。

业内人士认为，数字时代的来临，
正在激活文化和旅游资源，为文旅产业
发展注入新活力。

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许多人都有了线上“云文旅”的体验。

云直播、云看展、云赏花、云旅游……一时间，众多文化旅游机构

纷纷推出“云上”项目和服务，数字文旅产业可谓异军突起、逆势上

扬，成为许多政府、媒体和资本关注的焦点。

体验热闹一时的“云文旅”，人们的感受如何？随着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人们逐渐回归出游常态，

文旅行业又该如何让线上服务线下，实现游

客“线上种草、线下美好”？对此，记者

做了调查。

“云上”带来新体验

形式和内容仍有完善空间

满足需求还要更“智慧”

◀4月24日，河北博物院讲解员
刘可非（右一）通过网络直播为观众介
绍“宝藏四方”馆藏项目。

河北日报记者 田瑞夫摄

▶5月 17日，工作人员在
河北省邯郸北科自然博物馆珍
稀蝴蝶标本展区直播。

新华社发（郝群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