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聊城日报社 电话：2921017 地址：聊城开发区东昌路105号 邮政编码：252000 鲁广发登字3715004001号 投稿邮箱：lcrb@lcrb.cn 广告热线：18663509273 邮发代号：23-4044 发行服务电话：2921000 18663501211
零售价：1元 发行方式：邮局发行 发行单位：聊城报业传媒集团 承印：聊城日报社印刷厂（聊城市东昌府区光岳路 120 号) 本报作品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来稿作者如未在来稿中特别注明，视同授予本报将其作品汇编出版的权利

2022年5月30日 星期一
责编 / 邹越 版式 / 张锦萍 校对 /梁琦 肖淑丽 08关注·公益广告

怎
样
让
中
华
文
化
更

更
火
？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
字 化 战 略 的 意 见》（以 下 简 称《意
见》）。数字化文化有什么新特点，如
何更好地落实文化数字化战略？记者
进行了走访。

解锁新创意 催生新业态
刺激新消费

从飞出壁画的敦煌飞天到行驶在
“光影”大运河上的“沙飞船”，从取材
泰山古典文化的数字藏品到线上重游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

《意见》明确，到“十四五”时期末，
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
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
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近年来，在
数字技术加持下，文化发展呈现出一
些新现象。

——数据资源规模化、集成化进
程加速。在敦煌，目前 200 多个洞窟
的数据已超过300TB，汇集形成的“数
字敦煌”中英文数据库免费向全球共
享。得益于这一资源，游客们能够在
球幕影院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壁画，在
数字“飞天”的陪伴下畅游洞窟。

——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提
升。目前，“江苏公共文化云”已实现
全省各级文化馆全入驻、线上累计服
务人次超1.9亿。

随着各类新技术在文化服务领域
被广泛应用，服务体验不断提升。在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观众可登上
一艘巨大的“沙飞船”，在四周投影的
带动下，模拟坐船扬帆远行，感受两岸
的繁华盛景。

——红色革命文化数字内容供
给能力增强。山东博物馆副馆长高
震告诉记者，该馆推出了多项数字化
展陈设计，将革命文物数字化采集成
果与裸眼 3D、VR、全息投影等技术
创新结合。

——文化消费新场景不断“解
锁”。今年2月以来，泰山景区管委会
发行 3 期泰山数字藏品，实现销售收
入数百万元。在有效保护数字版权的
前提下，不可复制、永久保存、随时鉴
赏的数字藏品成为文化消费场景创新
的“排头兵”。

2021年底，敦煌文旅集团启动敦
煌文创 IP 授权业务，在联名、跨界等
创新模式下，敦煌文化以更加年轻的
面貌进入大众生活。

《意见》有望进一步
打通文化数字化进程堵点

《意见》明确要求，建立文化数字
化标准体系、提升科技支撑水平、健全
文化资源数据分享动力机制、加强文
化数据安全保障、激活智力智库资源
等。记者发现，《意见》提出的这些措
施，将大大缓解文化数字化过程中的
问题。

据专家介绍，由于当前部分地方文
化数字化水平偏低，缺乏顶层设计，各
单位在相关标准确定上往往自行其是。

重庆一位专家表示，目前各地大
多采用300DPI的档案采集标准，但是
要看清纸质文物上的虫眼、折痕、印迹
等细节，往往需要800DPI以上的分辨
率，到底采用哪一标准更合适，大家莫
衷一是。

“我们馆目前没有做古籍数字化
扫描，如果投入巨大，结果却不符合国
家标准怎么办？”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古籍特藏部主任王恒柱说。

江苏一位业内人士说，在数字文
旅产业领域，由于尚未确立统一的标
准和路径，行业规模化进展缓慢、产品
创新不足、品牌难以成型。

重庆一位供职于国家一级博物馆
的数字化保护专家表示，由于国内缺
少专门针对文物的数字化识别软件，
难以精准识别图片上的文字信息，采
集了海量图片后也难以形成可供搜
索、查询的有效数据库。

王恒柱透露，一些企业受托从事
古籍数字化扫描工作，但技术能力有
限，只能将古籍逐页拆开，这导致部分
古籍难以恢复原貌。

此外，有专家表示，在数据采集加
工、交易分发、传输存储等环节也需要
进一步提升安全措施。

部分地方数字化“活性”不足。部
分地方数据联通、共享程度仍有待提
高。记者了解到，江西各县级数字图
书馆基本没有实现互通，市以下的数
字文化馆则未完成与省馆数字平台的
对接。

山东大学文学院研究员李振聚告
诉记者，当前珍稀古籍数据开放联通程
度偏低，这与各单位希望自家能优先甚
至垄断使用稀缺资源的观念有关。

数字旅游领域同样存在此类问
题。山东省旅游行业协会会长王德刚
认为，一些云展览、云演艺仍停留在

“网页化”阶段，并未根据数字形态优
化内容，仅将线下内容“平移”上线，观
感不佳。

专家认为，《意见》提出的要求，非
常具有针对性。落实《意见》提出的举
措，必将大大推进我国文化数字化发
展进程。

建立科学标准
加快规范供给 坚持深度创新

专家认为，《意见》为打通推进实
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堵点提供了分
类施策、综合发力的重要依据与方向。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说，《意
见》提出要加快文化数字化建设标准
研究制定。完整、有序、统一的数字化
标准是对数字资源开发利用的关键，
该院正在联手相关机构，完善文物数
字化采集加工标准，开展丝路沿线文
化遗产及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字化
项目。

专家认为，《意见》要求在文化数字
化建设领域布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全
国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科技创新基地，这
为深化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
供了强劲动能。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文物信息部主任刘华成说，文化数字化
建设，推动文化存量资源转化为生产要
素，利用全息呈现、数字孪生等技术，将
带来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
的数字化文化新体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业和信息化
法治战略与管理重点实验室办公室主
任赵精武表示，推进文化数字化基础
设施建设的保障措施和优惠政策，将
确保文化数字产品能够“村村通”“家
家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
认为，《意见》明确要构建与文化数字
化建设相适应的市场准入、市场秩序、
技术创新、知识产权、安全保障等政策
法规体系。这正是针对相关工作具有
跨领域、跨部门、跨时段、跨场景的特
征提出的。

赵精武表示，文化数字化扩宽了
文化产业市场空间与消费场景，但保
障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也很重
要。既要及时填补数字化进程可能带
来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空隙，也要平
衡好权利保障与促进产业创新动能之
间的关系。

据新华社 记者 张玉洁 周文冲
孙晓辉 朱筱 程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