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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季雨季交替，斑马开始成
群迁徙；非洲狮潜在草丛中凝视
着猎物；夜幕降临，广阔的草原回
归静谧……上海自然博物馆“走
进非洲”主题区里，震撼的音效、
变幻的灯光、超清的动态影像以
及 200 多件栩栩如生的动物标
本，让观众们身临其境，仿佛成为

“大草原的一员”。
早在 2015 年上海自然博物

馆开馆时，全国范围内这类数字
化沉浸式体验尚不多见。如今，随
着技术大幅进步，沉浸式体验已
成为文旅演艺、实景娱乐等行业
的发展热点，为游客和观众带来
全新体验，也成为广大群众战

“疫”时期的精神食粮。
老家在重庆的赵先生一家今

年打算就地过年，但心情也需要
“放飞”。“打算带女儿去看上海科
技馆新推出的‘生肖展’，和朋友

们去探索一下目前很热门的‘推
理馆’，不出沪休闲活动也很精
彩。”他说。

据美团大数据显示，沉浸式
文旅体验已发展成为各个年龄段
人群特别是年轻人能接受、愿参
与的时尚休闲娱乐项目。约有
75%的相关消费来自20岁到 35
岁的年轻人，他们对体验感、故事
性、游戏性、艺术感、夜游等元素
非常感兴趣。

特别是从去年开始，进入疫
情防控常态化阶段以来，数字
化文旅项目极大丰富了人们的
休闲生活。各地博物馆推出数
千项网上展览，众多 A 级景区
开辟线上游览；云直播、云看
展、云旅游等蓬勃兴起、逆势上
扬，用户规模、日均用户时长节
节攀升，成为疫情期间经济发
展的新增长点。

据国家文化科技创新服务联
盟专家王竞然分析，以“体验经
济”为核心的沉浸式文旅产业，以
文化创意为主导，以技术集成为
支撑，通过虚实结合的空间创意
和智能互动的业态创新，能有效
提升观众和游客的参与度。

“数字赋能文旅融合，能让
观光经济向体验经济转变，让
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让
区域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让
传统旅游向智慧旅游转变。”王
竞然说。

随着近年来“互联网+旅游”
快速发展，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与文旅产
业融合，极大丰富了沉浸式文旅
体验内容。可以说，消费升级、科
技赋能、文旅融合，正在相互促
进，形成良性循环。

在四川成都，宽窄巷子景区

引入“全场景引流+新消费体验+
智慧化管理”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线下运用智慧商圈大屏及餐饮软
硬件系统为商家和消费者带来便
利，线上开设“宽窄巷子”品牌馆、
以电子优惠券等形式优化体验流
程，使宽窄巷子这个当地文旅地
标的餐饮业明显复苏。

美团文旅产业促进和交流合
作中心总经理路梦西介绍说，沉
浸式体验的应用营收效果比传统
业态要高10%左右，结合线下文
旅消费场景能更好促进文旅产品
服务提质增效。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2020 年前三季
度，我国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
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
入2.1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1.9%，彰显出新业态的强大发
展潜力。

在该负责人看来，未来文旅
业界将进一步用数字化的手段、
沉浸式的表达，充分发掘文化和
旅游资源；加强虚拟现实、人工智
能、5G、4K/8K超高清、无人机等
技术在文旅领域的应用，推动现
有实景内容向沉浸式内容移植转
化，丰富虚拟体验；推进沉浸式业
态与文旅深度融合，拓展其在城
市综合体、文化场馆、景区街区等
场景的应用。

业界分析，让观众、游客“身
临其境”，离不开科技的帮助，更
离不开厚植文化的力量。华东师
范大学教授楼嘉军认为，引入数
字化技术的根本在于架起文化和
旅游深度融合之“桥”，让广大群
众在高质量文旅体验中培育家国
情怀、感受幸福生活，实现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新华社余俊杰陈爱平）

沉浸式体验：互联网+文旅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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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宫博物院
里，有这样一群活
力四射的年轻人：
他们传承绝技，在
繁琐工艺中恢复文
物往日的神采；他
们醉心钻研，在精
美展陈中呈现文物
背后的独特意蕴；
他们锐意创新，在
互联网端展示故宫
有趣、有温度的一
面……这群年轻力
量，在前辈们的扶
助和支持下，以坚
守与担当、创意与
时尚，为传统文化
寻找年轻表达，展
现大有作为的青春
风采。

近年来，伴随
着文博事业服务品
质的提升和展陈方
式的创新与丰富，年轻人成为文化
消费主力军，“有空就去博物馆”成
为越来越常见的生活方式。以故宫
为例，从《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录
片风靡全网，到国风胶带、祥瑞摆
件等文创产品频成爆款，再到“每
日故宫”“数字故宫”等手机应用备
受好评，故宫成为“网红”，正是我
国文博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
一项项新技术，一个个新创意，受
到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推崇，推动收
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
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
字都活起来。

文化的主体是人，传承的载体
也是人。“文化+创意”“文物+科
技”加快融合，文博事业不断发展，
关键在于人才队伍有情怀、懂专
业、会创新。出土文物重现光彩，仰
仗大国工匠传承技艺、传承匠心，
在冷板凳上创造奇迹；文化瑰宝获
得知音，需要专业人士利用现代技
术手段和传媒方式，讲好历史故
事；文创产品“跨界破圈”，离不开
策划者出点子、营销者搞推广，推
动文博走近日常生活。尤其当博物
馆从单纯的文物陈列变为集文博、
教育、旅游等于一体的文化综合
体，亟待多元化人才投身其中，为
文博事业贡献才智、增添活力，让
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流传后世。

曾经，考古文博是高校里的冷
门专业，如今，“高分报考古”越来
越常见。“十三五”期间，全国文物
系统从业人员增至 16.23 万人，文
博人才队伍初具规模；全国各高
校设立的考古、文博、文保和文化
遗产专业增加 1/3 以上，为文博事
业培养生力军。青年最富有朝气、
最渴望创新，在推出符合公众需
求、富有时代特色、充满朝气活力
的文化服务及产品方面具有天然
的优势。从故宫博物院传承绝技
的文物修复师，到秦始皇帝陵博
物院为兵马俑拍证件照的文物摄
影师，不断壮大的青年人才队伍，
正在成为文物保护、文化普及、文
博推广的中坚力量，折射出行业
发展的未来潜力。

广博深邃的文化宝藏魅力无
穷，吸引无数青年成为中华文化的
传承者和弘扬者。也要看到，时下我
国文博事业蓬勃发展，对人才储备
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让考古文博
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必须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人才选用和激
励机制。近年来，从继续推进文博人
才培养“金鼎工程”，加大对技能型、
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力度，到相关部
门印发关于文博事业单位人事管理
工作、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
导意见，推动解决人才引进难、基层
岗位少、职称评定难等问题，我国在
文博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积攒了不少
宝贵经验。我们必须继续完善机制、
补齐短板，让人才供给满足人才需
求、教学内容匹配岗位技能、薪酬待
遇跟上行业发展。

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
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
来。锻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文博人
才队伍，用匠心呵护遗产，以文化
滋养社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
代代相传、历久弥新，为中华民族
实现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腊月里，最让我感知迎接新
年气息的，莫过于家家户户挂在
墙上、悬于檐下、铺在窗台的各
类咸货了。冬日，看着那成串的
香肠、成捆的猪蹄、偌大的鲢鱼、
晾干的鸡鸭在阳光下滋滋冒油，
喜悦便抑制不住地从心底溢出。

江淮一带的人爱吃咸货，每
逢腊月，家家户户都会精心挑选
鸡、鸭、鱼、猪肉，洗净、分块、抹
上盐，在瓦盆内腌制数日后，用
麻绳串好，择晴日挂至户外。咸
货耐放，寒冬腊月里、青黄不接
时，半块咸肉、一根香肠便可保
证一日三餐有饭有菜、有滋有
味，让一家老小大快朵颐。

咸货种类多、吃法多，做出来
的味道也五花八门、各有千秋。
比如咸鸭，常与大米一起蒸。具
体做法是将大米淘净下锅后，放
上“井”字形蒸屉，将洗好、切块
的咸鸭均匀放在蒸屉上，再撒上
一把大豆，铺上几颗红椒。盖上
锅盖，大火煮开后转为小火慢
煨，待锅巴香溢满灶屋时，揭开
锅盖，这时原本干巴巴的咸鸭已
肉色白净，油脂如膏。鸭油渗进
米中使白米饭更加美味，而米香
混入鸭肉中亦令咸鸭倍加好吃，
再加上大豆香、红椒香，那滋味，
嘿，拿金子来也不换！

有的咸货被赋予美好而朴实
的愿望，比如咸猪脚。儿时，大年
初一是睡不得懒觉的，一大早父
母便喊我们起床，母亲早已煮好
一锅热气腾腾的咸猪脚，每人分

一只，就着一杯清茶细细地啃。
吃猪脚，意味着新年跑得快、跑
得稳，能奔个好前景。

我最喜爱的咸货非咸猪肝莫
属。在家乡，咸猪肝分沙肝和面
肝，顾名思义，沙肝嚼在口中有颗
粒感，而面肝则入口细腻，宛如奶
油。我以为面肝更美味。切猪肝非
常考验刀工，高手能切得又薄又
匀又好看，嚼着格外香甜。

咸货是下酒的“主力军”。年下
走亲访友时，主人将咸鸭胗、咸口
条清煮切片，滴少许米醋、香油，就
着小酒别有风味；香肠、咸鹅蒸熟
后切块，大碗端上桌，尽显主人待
客豪气；熏鸭、风肉水煮后切片，配
小米粥吃，最是清口开胃。

如今，生活富足了，人们对于
腊月腌咸货不再像以往那样重
视，欣喜之余也少了几分乐趣。

新华社上海 1 月 18 日电
（记者 郭敬丹）记者近日从上海
市委宣传部获悉，正在建设中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纪念馆将于今年“七一”前正
式开馆。这一备受瞩目的“新馆”
基本陈列展厅建筑面积约3700
平方米，将聚焦中国共产党建党
初期在上海的革命实践，展出各
类展品超千件，其中实物展品
600余件。

据悉，该展厅将布置“伟大的
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
列”展览，以“初心使命”贯穿全
篇，通过序厅、“前仆后继、救亡图

存”“民众觉醒、主义抉择”“早期
组织、星火初燃”“开天辟地、日出
东方”“砥砺前行、光辉历程”和尾
厅等7个板块，综合采用文物实
物、图片图表、动态视频、油画雕
塑、实景还原、多媒体声像等多种
展示手段，生动体现中国共产党
的诞生历程。

中共一大纪念馆建设项目
于2019年 8月 31日开工，紧邻
中共一大会址。

据了解，相关工程建设将于
今年4月底实现项目竣工。5月，
中共一大纪念馆拟试运行，7月1
日前正式开馆。

新华社西宁1月19日电（记
者 白玛央措）由西北大学文化遗
产学院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18日公布
了吐谷浑伏俟城的钻探调查报
告。专家表示，本次调查采集了
大量瓦片和陶片，取得了丰硕成
果，是吐谷浑王城多年未有的突
破性新发现。

据考证，“伏俟”为鲜卑语，
汉语意为“王者之城”。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研究
馆员刘卫鹏介绍，2018年7月至9
月、2020年7月至8月，为配合丝
绸之路南亚廊道青海段的申遗工
作，考古人员对青海省海南藏族
自治州共和县石乃亥乡的吐谷浑
伏俟城进行了大规模钻探调查。

通过两年工作，考古人员厘
清了内城城内建筑布局，发现并
确定了外城北墙和城门，在外城

南部发现房址和灰坑，并在外城
以外的东、北、西三面发现城址4
座，夯土高台5座，人工堆筑高台
1座，居住址1处。通过考古钻探
和遗物测年，联合考古队确定了
青海共和县石乃亥乡铁卜加城就
是吐谷浑伏俟城，其时代从南北
朝延续至隋和唐初，宋代对其进
行了利用和重修，印证和补充了
历史文献的记载。

考古人员认为，本次调查成
果是吐谷浑伏俟城多年来的重
要新发现，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吐
谷浑遗物首次被发现和辨认。刘
卫鹏说，本次钻探调查众多的新
发现，填补了伏俟城布局的大量
空白点，既为吐谷浑伏俟城的保
护、规划和研究提供了科学基础
资料，也为丝绸之路南亚廊道青
海段申遗工作确立了一个极为
重要的支撑点。

新华社郑州1月19日电（记
者 桂娟 史林静）经考古人员持
续发掘，隋唐洛阳宫城玄武门遗
址日前初现全貌。该遗址的发现
对了解唐宋宫城的形制布局有
重要意义，有助于研究中国古代
都城的形制变化和沿革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洛阳唐城工作队队长石自社
介绍，玄武门遗址为隋唐洛阳城
遗址的重要部分，目前已探明玄
武门遗址的建筑形制、确切位置
和沿革变化，理清了应天门、玄
武门等宫城建筑群的空间关系，
并发现隋唐至北宋时期宫城的
形制变化特点和遗址迁移方向。

目前，考古发掘出唐时期的

门道、墩台、马道、城垣遗迹。发掘
显示，玄武门是单门道过梁式建
筑结构，门道宽6米，东西两侧为
宽13.9米、进深16.5米的墩台。墩
台两侧与城墙相接，城墙南侧有
东西向直坡式马道，东侧马道长
约40米，西侧马道长约50.5米。

“玄武门是宫中军事事件的
主要发生地，门外有驻军守卫，
对整个宫城起着重要保护作
用。”石自社说，该遗址的发掘为
探索隋唐时期宫城的形制布局
具有重要的价值，遗址的迁移变
化为研究隋唐至北宋时期宫城
的形制演变提供了重要线索，同
时也为隋唐洛阳城遗址保护展
示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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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纪念馆7月1日前全新亮相

吐谷浑“王者之城”钻探调查
取得突破性新发现

隋唐洛阳宫城玄武门时隔千年“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