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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慧旅游城市建设现在已成为各大旅游城市建设的重点工作。洛阳市,自然资源丰富,且文化底

蕴浓厚,在智慧旅游城市的建设中,除了基础设施建设到位之外,更要发挥文化的作用,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逐渐实现智慧旅游向智慧文旅的转变。本文在分析洛阳智慧文旅现状的基础上,深度剖析洛阳市智慧

文旅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洛阳市智慧文旅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在丰富洛阳市智慧文旅发展策略研究的

基础上,为洛阳市智慧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策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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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new development path of smart cultural tourism in Luo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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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tourist cities has now become the key work of major tourist cities. 

Luoyang is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and rich in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tourism city, 

besides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place, we should also play the role of culture. Shaping tourism with 

culture, highlighting culture with tourism, and gradually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mart tourism to 

smart cultural touris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smart cultural tourism in Luoyang,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mart cultural tourism in Luoyang, 

and puts forward the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mart cultural tourism in Luoyang. On the basis 

of enriching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Luoyang Smart Cultural Tourism, this paper provides 

strategic refere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uoyang Smart Cultur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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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洛阳作为国家首批智慧旅游试点

城市,在智慧旅游的建设方面成绩已然

十分突出。2014年,洛阳建立‘1148’

智慧旅游建设总体框架,在社会系统各

部门协作下,洛阳的智慧文旅建设慢慢

走上正轨,在学习其他发达城市智慧文

旅建设经验的同时,也受到其他很多旅

游城市争相模仿。但是,在智慧文旅城

市的建设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在

旅游旺季,如何通过数字服务真正的提

升用户体验、智慧旅游人才如何培养

等。如何结合洛阳自身优势,发掘特色

资源,走好智慧文旅建设之路,是本文

探讨的重点。 

1 智慧文旅的概念界定 

近几年,智慧旅游一直是国内外学

者研究的热点话题。智慧旅游的概念在

国外 早是由加拿大旅游业协会的菲利

普斯[3]在演讲中提出的,他指出智慧旅

游就是需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持续、全

方位地对旅游产品和旅游业务进行系统

开发与营销。国内学者也对智慧旅游做

了大量研究,李云鹏[1]从旅游信息服务

角度对智慧旅游的概念做出了定义。李

京颐[2]从“技术论”“模式论”的角度对

智慧旅游做了分析。纵观国内外学者对

智慧旅游的概念和内涵分析,无论是智

能旅游、信息化旅游还是智慧旅游,都要

围绕旅游者这个主体来展开, 终落脚

点仍在旅游者的体验上。近几年旅游与

文化的融合已成为各大旅游城市业务拓

展的一个方向,所以,本文认为智慧文旅

就是以地域文化为依托,结合各种信息

技术,整合旅游者、企业、政府、社会等

多方信息资源,通过不断的融合与完善,

将地域文化与旅游资源融合起来,以地

域文化为导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既能

够使景区和企业提供精准服务,以达到

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又能够提升旅游

满意度的一种旅游新业态。 

2 洛阳市智慧文旅发展现状及

问题 

2.1洛阳市智慧文旅发展的条件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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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洛阳旅游资源丰富且文化底

蕴浓厚 

洛阳自然资源丰富,截止2021年,洛

阳拥有旅游景区139个,乡村旅游经营单

位821家,拥有世界文化遗产6处,民俗文

化多种多样,此外,洛阳拥有独特的博物

馆资源。2020年洛阳重点打造“东方博

物馆之都”。在“东方博物馆之都”建设

过程中,洛阳不断加加大对博物馆数字

化、智能化建设的投入,让收藏在博物馆

里的文物“活起来”。同时,作为十三朝

古都的洛阳,文化底蕴浓厚,历史遗迹众

多。沿洛河一字排开的夏都二里头、偃

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洛

阳城五大都城遗址举世罕见。 

2.1.2信息技术做支撑实现数字

赋能 

2021年9月,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与洛阳旅发集团战略达成合作。旅发

集团已投资建成了洛阳旅游大数据中心,

推出了“享游河洛”APP、旅游大数据多

级综合业务管控云平台等智慧旅游产

品。2020年5月29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发布的《河南省加快5G产业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中指出,该行动计划的目标

之一就是完成洛阳市5G基站的全覆盖,

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建成5G网络建设先行

区,将洛阳市打造成为国际5G+智慧旅游

名城。 

2.1.3新兴技术的应用 

2021年,河南省广播电视台以洛阳

文化文依托,先后推出多个震惊全国的

作品,从《唐宫夜宴》到七夕奇妙游的《龙

门金刚》,再到12月的“洛阳冬至奇遇”。

这一个个震撼人心的作品,离不开新兴

技术的加持,其中3D技术、AR、VR等技术,

为观众提供了沉浸式的体验感受,更具

有震撼力和真实感。 

2.2洛阳市智慧文旅发展的问题

透视 

洛阳市智慧文旅虽然近几年突飞猛

进,但和发达城市智慧文旅建设方面仍

存在差距。只有找到问题所在,我们才能

针对性的解决问题。 

2.2.1社会各系统中之间缺乏融合 

旅游囊括了衣、食、住、行多方面,

社会的发展,赋予了旅游业更多的形态,

从智慧旅游到智慧文旅,旅游业的范围

也从 简单的衣、食、住、行,拓展到更

宽广的层面,涉及的主体越来越多,囊括

的范围越来越广。 

智慧文旅是否“智慧”,关键一点是

数据融合。在当下的智慧文旅建设中,

数据孤岛和应用孤岛现象并存。酒店、

交通、景区、企业、政府,如何实现数据

实时交互,如何依托融通数据进行跨行

业之间的决策,仍是现在洛阳市智慧文

旅建设面临的 大难题。 

2.2.2缺乏个性化的服务和信息

推送 

科技的发展使我们进入了大数据时

代,数据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便捷,也使

我们的生活更加智能。所以,数字化、智

慧化成了我们现代生活的特点。虽然数

字化和智慧化都是依托于信息技术,但

是,他们两者之间的含义和体现却有很

大不同。数字化是技术应用成果的直接

体现,而智慧化则是在人性化和个性化

的基础上实现技术的标准化,帮助我们

的各项事物优化再生。所以,现在各大景

区虽然已经投入了智慧文旅的建设支撑,

但是,多数仍停留在数字化层面,对数字

化的结果分析之后如何推送个性化的服

务与信息,仍是现在智慧文旅建设需要

突破的问题。 

2.2.3现有的文旅项目无法承载洛

阳厚重的文化底蕴 

作为十三朝古都的洛阳,是华夏文

化发祥地之一,是中国历史的缩影,文化

底蕴浓厚。但是,旅游带来的文化效果甚

微,比如众人所知的老君山,只知其金顶

美丽,景色优美,却很少知道老君山和老

子的关系；虽然,河南卫视依托洛阳文化

不断创作出震撼人心的作品,但是洛阳

文化源远流长,底蕴厚重,不是几个作品

就可以承载的。智慧文旅建设的核心是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智能化设施的投入

只能解决路径问题,核心导向还要处理

好文化和旅游之间的关系。目前,各大景

区所做的推广宣传侧重点仍在好玩、好

看的表面层次,如何通过文化带动旅游,

将文化融合到旅游中,也是智慧文旅建

设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3 洛阳市智慧文旅高质量发展

路径分析 

智慧文旅建设是一项复杂且艰巨的

工程,建设过程中肯定会有遇到很多问

题,针对目前洛阳市智慧文旅建设中笔

者发现的几点问题,结合其他发达城市

智慧文旅建设的经验,现提出以下几点

建议。 

3.1政府带动加强跨行业数据融合 

智慧文旅建设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涉及主体众多,大数据能为服务者提供

更多的决策支持,服务者可以提供更精

准更个性的服务和信息推送,消费者才

会有更好的体验,这才是智慧文旅 终

的追求。但是,这需要各行业之间,各主

体之间,实现数据融通。数据对现在的企

业来说,可以说是命脉所在,所以,如果

没有相应的政策及技术支持,企业是不

愿意开放数据的。当前,国家也在不断出

台政策,大力整治信息泄露事件,所以,

要做到数据融通,一要靠政府出台相应

的政策,在数据融通方面做引导与约束；

二是要投入相关技术的研发,保证在跨

行业跨企业分享数据时,能保证企业和

消费者的信息安全。 

3.2加强洛阳文化资源的开发,实现

文旅融合 

九县六区的洛阳,地处中原,历史悠

久,一砖一瓦都体现着历史的痕迹。目

前,各大旅游景区在对景区的宣传时,

多侧重于好玩、好看,对景区的文化资

源开发有限,宣传更有限且形式单一。各

大景区对文化历史的演绎也仅局限在

每天定时的剧目演绎,洛阳的文化历史

只展现出了冰山一角。所以,政府要组

织相关单位去进一步开发洛阳文化资

源；各大景区也要针对景区的文化开发

不同的展现方式,比如拍摄和景区文化

相关的微电影。 

洛阳山区较多,自然风光优美的同

时,乡村文化资源也十分丰富,所以,我

们要上下联动,将乡村资源开发出来,在

注重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

要注重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 

3.3开发特色课程,培养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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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文旅的建设需要专业的人才去

支撑,比如智慧景区平台的搭建与运营

人员、数据分析专员、新媒体营销人员、

5G网络维护人员、导购等等。这些均需

要各层次高校依据企业需求去开设相应

课程,培养专业人才。而目前的大专院校

或者职业院校开设的课程多集中在酒店

管理、旅游管理等专业,在大数据、物联

网、人工智能在旅游行业的应用方面,

对应的课程较少,这就需要学校去根据

企业需求和社会需求,修订人才培养方

案,培养企业和社会亟需的专业人才。 

3.4提升智慧文旅营销能力,实现精

准营销 

智慧文旅的营销能力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营销内容,要注重个性化营销。虽

然,现在各大景区已经投入智能设备,搭

建智慧平台,开展智慧旅游。但是,由于

各种因素的影响,上下联动,实时更新,

根据消费者的喜好做个性化推送还比较

欠缺。目前,能做到的仅仅是更加方便,

但是根据消费者的喜好如何去推送适合

消费者的各项服务,仍需要在大数据的

基础上去做决策和实施。因此,我们要根

据目前能够提供的条件,探索出个性化

的营销内容。 

智慧文旅的营销能力另一方面体现

在营销策略上。目前,抖音和快手等短视

频平台是大家接触 多的营销途

径,2020年的疫情将直播、短视频推向高

潮,2021年,乡村类短视频成为直播热点,

也成为了各大网红带货的主要阵地,所

以,洛阳市可以结合当下热点,打造政府

直播IP或者打造能够代表洛阳乡村文化

特色的网红,抓住当下的流量入口,带动

洛阳智慧文旅的发展。 

4 结论 

综上所述,智慧文旅建设是个浩大

且艰巨的工程,需要以社会系统各部门

的联动为支撑,以文化彰显为导向,在信

息技术和高新技术的加持下,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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