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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内外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业各种数据呈爆炸式增长，形成了旅游大数据，同时5G、VR虚拟

现实技术以及智能手机等信息技术也在飞速发展，因此，智慧旅游成为全球旅游业的探讨方向。我们只

有充分挖掘数据中的潜在信息，从而通过大数据技术进行预测和分析统计，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管理为

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构建一种乡村“智芯”文化生态旅游模式，从而可实现乡村智能化。本文以大创

项目中构建“潜遗墨化”非遗智慧平台为契机，从当前的旅游现状着手，对大数据背景下小型城市智慧

乡村旅游开发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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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t home and abroad, all kinds of tourism data are gr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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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sively, forming tourism big data. At the same time, 5G, VR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smart 
phon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re also developing rapidly. Therefore, smart tourism 
has become the discussion direction of global tourism. Only when we fully tap the potential infor-
mation in the data, so as to predict and analyze statistics through big data technology, can we bet-
ter manage and provide high-quality services for tourists, and build a rural “smart core” cultural 
eco-tourism model, so as to achieve rural intellectualization.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building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isdom platform of “potential ink” in the innovation project, this pa-
per starts from the current tourism situation and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rural tourism 
in small c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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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智能旅游是在当前疫情常态化下的新兴旅游产品，同时也是推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

关键之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可以随时通过智能手机和一些 App 获取各种旅游信息，而且各种

移动应用也提供了大量的在线服务。然而，目前乡村旅游普遍受欢迎程度低，辐射面积小，人口流动少。

同时民间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良性开发利用不足，文化旅游产品附加值低。此外，非遗文化旅游大多都

在农村地区，与乡村旅游紧密相连，而当前农村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无法实现有效的沟通，甚至导致农

产品滞销和行业不明。通过分析研究旅游大数据，挖掘旅游者内在的需求，联合非遗产品不同特征，构建

优化旅游服务的方式，构建智慧平台实现良性供给。通过平台的建设和应用，一方面将有助于对乡村旅游

进行监管，促使乡村旅游不断提高其旅游服务质量。另一方面积极促进利用国家及政府现有的资源，将非

遗文化资源进行充分整合，使其发挥自身的经济优势，将文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特性得以实现。 

2. 非遗智慧平台建设背景 

广西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其中，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

传统舞蹈、传统习俗、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戏剧、传统文化保护区以及濒危语言文字等，“潜遗墨化”以
搭建培养一批文化志愿者、非遗传承人的非遗智慧平台，在线上开设非遗微课与资料共享、MOOC 慕课、

在线真人一对一辅导，线下提供非遗传承技术培训场地。同时借助当前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

区平台的建设，整合文化传媒宣传的作用，宣传广西非遗文化资源及产品，联合园区企业共同推进非遗

产品宣传销售。在资源端深入古村落、民间乡村等实地探寻非遗传承技艺，非遗文创产品，挖掘非遗传

人资源，同时在当前疫情对实体经济影响情况下，利用政府的相关政策对对当地农民进行传授手艺人的

招募，搭建就业平台。在消费端，一方面利用平台的微信小程序，积极进行非遗文创产品的的宣传，另

一方面积极与高校、社会企业、政府进行联合，积极进行产品宣传，刺激消费让广大消费者对于非遗文

创产品有深层次的认知，在接收产品的同时，加深对国家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感。 

3. 大数据下非遗智慧平台研究的背景 

1、信息技术手段无法用于智慧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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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14 年，智慧旅游就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同时智慧平台也在当时进行积极建设。但由于各

种因素，其建设效果并不明显，部分信息技术手段无法用于非遗智慧平台研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缺乏协同效应。目前，智慧平台的建设多由旅游行政部门规划，旅游企业单独实施，其他行政

部门与其他行业企业之间缺乏合作，导致智慧旅游局面无法打开。二是单一平台的开发建设需要在旅游

相关产业的营销和服务上实现智能化、信息化发展，从而实现旅游信息的有效沟通。但实际上，目前酒

店、交通等行业的营销发展仍以传统宣传手段为主，营销方式单一，所打造的智能化信息化旅游体验网

络也是一种浅层的虚拟旅游形式。旅游企业一直未能在旅游产业链中进行沟通互动，更具创新性和智能

化的发展理念无法被开发和应用。三是缺乏信息创新意识。旅游新业态的发展，离不开游客的积极参与

和支持。智慧平台的建设依赖于游客下载的各种智能终端系统。通过智能终端系统的不断优化，实现非

遗智慧平台的发展。但从我国智能手机消费者的现状来看，虽然智能手机在我国的渗透率已经达到 70%
左右，但使用智能手机体验智能旅游的游客主要是青年群体。非遗智慧平台的建设不仅要靠政府和企业

的建设，更需要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要求以乡村旅游中非遗智慧平台建设为重点，提高游客和公众对

非遗智慧平台建设体系的参与度，构建全面发展的智慧旅游体系。 
2、平台需求分析 
非遗旅游市场如火如荼，非遗领域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但是，非遗领域可持续发展仍面临着较大

的挑战，如：市场上大多数非遗领域产品是以观光为主要游览方式的传统旅游产品，参观非遗博物馆旧

址、非遗文创展示等静态景观，所蕴含的文化精神没有很好地表达出来，缺乏深度体验，千篇一律，旅

游产品的单一性难以对游客形成吸引力。市场缺乏兼具一定规模的、深度的非遗领域产品和注重游客参

与与体验的，集观光、休闲、娱乐，社交为一体的非遗领域平台。在非遗领域快速发展的趋势下，为更

好地提升游客非遗领域满意度和体验质量，非遗领域的产品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非遗领域的不断发展，非遗领域景点不断增多，游客的目的性减弱，一个集景区展示、线路导

航、电子导览、景区查询、门票购买、文创购买、主题活动、社交社区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智慧服务平

台更能精准对焦游客个性化需求，帮助游客解决“去哪旅游、怎么旅游”的问题与急剧增加的导览需求，

提高游客旅游过程中的参与感与互动性。 

4. 大数据下“潜遗墨化”非遗智慧平台建设研究 

1、平台界面设计 
1) 欢迎界面。设置欢迎 Loading 界面，可将品牌 Logo 欢迎页面作为 Loading 页，也可从景区招租广

告宣传画作为 Loading 页内容，同时也可将合作的景区活动海报作为 Loading 页内容。 
2) 注册/登录界面。用户在此页面注册(短信验证码注册，设置密码；第三方账号注册)并登录(验证码

或密码登录；第三方账号登录)。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忘记密码，此页面设置“找回密码”项，用户可通过

短信验证码重置密码。该页面也可对个人信息以及订单进行修改或删除，对发现的平台问题及漏洞提交

建议，平台会把处理结果第一时间反馈给用户。 
3) 景点界面。主要介绍应用目前服务的景区，通过该页面进行景区简介的游览、收到重大活动提醒等；

可选择意向游玩景区，页面自动跳转到导航界面；通过点击“开始游览”按钮，自动跳转到导览界面，用户

根据游览偏好选择“成人”或“亲子”，浏览红色景点的详细故事和人物生平事迹，并可通过关键词快速查

询信息。同时，设有“预约导游”功能，可根据拟前往的景区、日期和具体时间等信息，选择已在平台实名

认证注册且可提供线下讲解服务的导游，进行下单预约讲解，导游界面会显示“游客已下单”字样提醒。平

台会对下单用户的个人信息保密，接单导游只能查看到下单用户的号码后 4 位、导览需求等基本信息。 
4) 导航界面。用户选择“前往景区”，平台会显示将调用的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等应用供用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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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导航功能。支持地图操作，包括放大、缩小、定位、测距、移动，恢复全图等；支持输入关键词查

找红色景区、景点信息[1]。同时，为用户提供从当前位置前往景区的导航服务，包括自驾车、公共交通、

步行等不同方式。 
5) 导览界面。进入景区后，用户可根据个人偏好，游览时间、应用对象等，通过预设选项选择自助

导览讲解的线路和风格。 
6) 分享界面。游览结束后，系统将自动显示本次游览的线路、距离、消耗的热量等信息，并可通过

游客个性化照片的上传，将本次游览的信息一键分享到主要社交平台。 
7) 管理界面。可在后台管理中对红色景区、景点信息进行增、删、改、查，对用户的反馈和建议第

一时间做出处理、给出回复，建立“有问有答”的平台完善机制。 
2、平台技术运用 
1) 配音及音频处理技术 
目前，市场上的智慧导览产品大多数是以“音主阅辅”为主，通过声音，图片、视频等方式来强化

用户的视听感受，让游客仿佛穿越或身临其境当时的情景。高质量的旅游音频产品对配音人员的声音，

配音技术的运用、配音设备的齐全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平台通过选取声音有较强辨识度和亲和力的配音

人员、配音技术掌握娴熟的技术人员、质量高的配音设备等，来满足用户在视觉、听觉上的个性化需求。 
2) 数据库技术 
数据库技术是“潜遗墨化”智慧平台建立的核心技术，线上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对景区信息进行检索，线

下采取实地调研等方式来填充、完善数据库的内容，用户注册时所填写的基本信息、交互式平台的建立等都

离不开数据库技术的支撑[2]。在数据库中，可根据用户在平台中选取的景点、游览时选择的导游、导览时

选择的讲解词和线路等信息分析平台客户群体在旅游时的需求特点，归纳用户的共性需求与不同需求，从而

对焦用户个性化需求，有针对性地完善产品，达到稳定已有用户、吸引其他用户的目的，实现产品收益最大

化。同时，通过大数据分析，结合用户所在地、基本信息等向其推荐适合的红色旅游目的地，服务具有选择

困难症的游客，有效帮助用户进行旅游安排，以需求为导向，提供精准服务，树立平台在游客心中的形象。

大数据可以为用户提供准确有效的信息帮助，包括：线上订票订房、搜索美食和娱乐休闲设施等。 
3) 物联网技术 
物联网可以快速、有效地帮助游客解决对旅游目的地陌生的情况，利用物联网技术开发场景可视化

功能，构建相关景区的虚拟场景，使用户仿佛亲临现场[3]。程序操作页面上设置“往前”“往后”“往

左”“往右”等按钮，虚拟化场景可通过用户操作按钮同步发生相应变化，并且还可以通过虚拟场景了

解旅游目的地的环境状况、交通情况、民宿酒店状况、旅游产品等信息。在智慧导览产品中，物联网技

术的运用是程序有效运营的基石之一。 
4) 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兴的技术系统，具有知识表示、自动推理搜索方法、机器学习、获取知识、知

识处理、理解自然语言、计算机视觉等技术，这对智慧导览系统有着极大的作用。智慧导览技术运用了

配音及音频处理、数据库、GPS 定位导航系统、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这些技术的融合需要人工智能

技术作为连接者，将平台所运用的技术进行柔和衔接，使平台运营通畅。 
3. 平台功能的实现 
1) 景区信息查询。用户可以在旅行前通过平台了解想要前往的景区的基本情况、游玩日期的天气情

况、当天预计客流量、基础设施情况等信息，决定是否前往，也可通过平台进行门票预约，避免出现旅

游体验不佳的情况。 
2) 旅行方案选择。用户可根据个性化旅行需求，在平台上自行选择游览线路、景区或选择个性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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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服务，平台根据用户以往检索内容、兴趣爱好、性格特点，旅行习惯等指标为用户进行私人定制，利

用互联网大数据整合网络资源及大数据分析自动生成个性化方案，为用户提供一条省时、省钱且省力同

时又全面周到的旅游线路。 
3) 讲解方案选择。用户进入景区时，可选择平台讲解或讲解预约功能，也可自行游览。平台为用户

提供景区的导览和随行讲解服务，也可根据用户需要预约导游讲解。 
4. 游客端子平台 
1) 3D 虚拟游 
3D 虚拟游系统，足不出户感受真实所在。在景区实景图的基础上，运用 3D 虚拟现实技术、云计算

等技术构建一个虚拟的旅游场景，从而打破时间、空间的局限，为游客提供足不出户而身临其境的旅游

感受，同时为景区的宣传与推广助力。 
2) 5G 直播， 
文化远程传播。通过 5Gn live 超高清直播平台，实现居家百姓以游客视角游览景区，专业导游随身

讲解，与景区实时互动。通过远程视频直播，景区可实现疫情期间持续的、高效的宣传，保持游客对景

区的关注度，为疫情结束后的产业恢复预热。通过对非遗景区、博物馆的直播，可实现疫情期间持续文

化传播，让百姓居家学习中华文化、感受非遗传承文化、传承文化精神，提升抗击疫情的信心。 

5. 未来“潜遗墨化”非遗智慧平台完善建议 

积极构建特色品牌联动。加大与非遗文化旅游景点景区、博物馆等的合作，借助较有影响力的景点

景区提升平台的知名度，形成品牌联动效应[4]。不断完善平台内容，注重挖掘产品内涵，开发出独具特

色的产品，提升平台的核心竞争力。完善用户体验反馈机制。高效的反馈与评价机制可及时地追踪用户

痛点，发现平台缺陷和漏洞，针对问题进行重点突破，从而有效地提升平台竞争力，强化产品的生命力。

并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和充实： 
1、完善旅游信息数据标准体系 
基于平台建设体系特点，针对旅游信息数据标准体系可以从服务保障标准和服务提供标准的设施标

准、管理标准、信息标准、质量与评价标准以及安全与应急标准五个具体方面进行标准体系的构建[5]。
完善旅游信息数据标准体系可以为旅游提供标准化的服务和系列化的产品，有助于消除企业、景区以及

行业之间的数字鸿沟，提高非遗旅游产品的服务质量和产品品质。 
2、更加侧重游客的多元化的需求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大众消费理念的转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和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日益增长，非遗

旅游已经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需求的异地化实现方式，旅游消费过程从传统以景点观光为主，转变为在目

的地的停留生活体验，是要从景点等单一场所扩展到旅游目的地所有空间，需要满足游客多元化的信息需求

和对非遗产品体验需求，为游客提供能够真正感受地方自然特征和非遗文化个性的旅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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