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充分利用数字化，可以提高我

省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效率，深

度开发文化遗产，增强其面向社会

公众的传播效果。文化经过传播

之后才能成为软实力，通过数字化

手段保护我省文化遗产，不仅能增

强我省文化软实力，还有助于提升

文化自信，并进一步扩大中华文明

传播力影响力。

第三，有利于我省旅游产业升

级。

旅游业是我省主导产业之一。

现代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仅是停留

于简单的观光游览上，而应该是深

度的文化体验、健康休闲、购物等

“旅游+”的发展模式。利用数字化

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可以深

度开发文化旅游产品，增强文化和

旅游的有机融合，提升公众在旅游

中的文化体验感。

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十四

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提出要

“推进文化和旅游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发展”。《海南省“十四五”旅

游文化广电体育发展规划》提出要

充分发挥文化专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和民间艺人作用，将海南

省特色文化符号融入旅游景区、特

色街区、文化公园建设，加强非遗工

坊、非遗作品与旅游的结合，让非遗

表演成为旅游演艺、非遗工艺转化

为旅游商品、非遗传承人成为网络

红人，打造非遗旅游产业园。

数字化技术赋能文化和旅游，

有助于推动“旅游+”的发展，全面

整合旅游资源、提升旅游服务质

量；让旅游从单一场景向多场景转

型，极大丰富旅游业态，推动旅游

从观光游转为深度体验游；创新旅

游营销模式，推动旅游业从大众营

销转为精准营销。可以说，数字化

将整体性系统性地实现对文化和

旅游产业链的重塑。

据调查，我省共有不可移动文

物4274处，包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35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8

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478 处。

我省水下文物特别丰富，共发现水

下文化遗存126处，数量居全国之

首。同时还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达到

32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82项，

市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00多项。

但我省在数字化保护和传承文化

遗产方面还有很多功课需要补上。

一是观念跟不上数字化技术

发展的步伐。当前，数字技术更迭

迅速，很多单位的认识与技术快速

发展存在“脱节”现象。由于文化

遗产种类繁多，涉及不同的类型，

各地文化遗产保护主管部门受资

金、人力限制，对于文化遗产的保

护以整理发掘为主，而文化遗产的

数字化保护、修复、再现工作则难

以进行。在我省一些部门修订的

文化发展规划中也较少涉及对于

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数字化内

容，许多市县的旅游文化发展规划

没有把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

放在数字化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来

进行设计，导致文化遗产的保护和

传承主要还是通过传统的手段。

有些单位对于各种项目的申

报很积极，但在实际工作中对于数

字化应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

承重视不够。比如，为了申遗成

功，有的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在申

报期间对文化遗产的宣传力度较

大，形成较高的社会关注度；申报

成功后，热潮逐渐褪去，对于文化

内涵的挖掘和宣传力度远远不够。

在内涵挖掘上，过度注重挖掘物质

遗产的文物价值，忽视对遗产背后

所蕴含的历史与文化内容的解读，

对文化遗产背后的故事，也很少考

虑利用数字化的手段进行记录和

展示。

二是实践中数字技术手段的

应用不够。虽然有些单位在文化

我省数字化文化遗产保护和传
承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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