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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11 月 6 日，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

盛宴———“烟火山西·流光华彩”山西珐华琉璃博物

馆艺术展在太原文瀛公园精彩启幕，吸引了众多艺

术爱好者与历史文化迷前来观展。

馆长李玉鹏介绍：“我们沿着珐华与琉璃的发

展脉络，精心策划了这场展览，旨在展现它们从古

老岁月走来的辉煌历程。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

次展览，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山西的传统文化，

共同为传承与弘扬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贡献自己

的力量。” 王荔

“烟火山西·流光华彩”
山西珐华琉璃艺术展启幕

科学导报讯 11 月 8 日，“九曲黄河‘晋’创未

来”山西黄河文化创意大赛颁奖仪式在山西传媒学

院举行，三大类奖项花落各家。活动现场，启动了大

赛作品展播页面，该页面集中展示了本次大赛 588
个参赛作品，展播期为两个月。

本次大赛旨在通过集中征集和展示一批社会

各界在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过程中创作出的精

品力作，深刻阐释黄河文化的精髓内涵，讲好新时

代黄河故事，进一步推动黄河文化高质量发展，不断

扩大黄河文化的社会认知度和国际影响力。 刘妍

“九曲黄河‘晋’创未来”
山西黄河文化创意大赛颁奖

科学导报讯 11 月 8 日，唐风晋韵·锦绣太原

（成都）文化旅游推介会在四川成都举行。推介会现

场，大家共同观看了音诗画《跨越千年的重逢》、歌

舞《汾水雁丘》、面艺展示《中国面食看山西》、莲花

落《跟着悟空游太原》等节目展演，一同领略传承千

年的唐风晋韵在新时代焕发的活力与光彩。

近年来，太原市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

全链条发力，积极推动文旅消费场所扩容提质，加

快建设国内外重要文化旅游目的地。 李志江

唐风晋韵·锦绣太原

（成都）文化旅游推介会举行

wenhuaxinxiK 文化信息

近来，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积极利用数字技

术，赋能经济社会生活全过程各领域。其中，数字技

术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值得关注。

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化赋能文化产业取得了

显著成绩。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十四五”数字经济

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先后印发，数字经济规模由

2021 年的 11.2 万亿元增长至 2023 年的 53.9 万亿

元。各地区数字文化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数字化技

术的加持使传统文化资源获得更有效的整合与更

高效的利用。

比如，北京以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强大的科技支

撑，始终走在数字化赋能文化产业前列，积极推动

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创新融合发展。“数字故宫”项

目广泛应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

手段，将故宫文物与宫廷建筑以数字化形式展现在

观众面前。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北京市文化

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0434.8 亿元，同比增长 7.9%。

又如，成都作为西部地区重要城市，依托中国

（成都）网络视听产业基地，大力发展数字娱乐、数

字文创等相关产业，积极推动国产游戏、影视作品

走向国际市场。迄今为止，在成都形成了以数字文

化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条。此外，《哪吒之魔童降

世》等优秀数字文化作品的海外播出，成功展示出

成都数字赋能文化产业取得的成绩，彰显了其国际

影响力。

然而，在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过

程中，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亟待解决。数字技术自

身存在某些局限性，呈现形式相对单一，难以全面

展现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另外，当前数字

化技术更新迭代的速度非常快，数字技术在传统文

化领域的应用体现出相对的滞后性，数字化人才也

在一定程度上较为缺乏。针对此，应立足多个层面，

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

在产业政策层面，继续出台和持续完善相关政

策体系，制定数字化赋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专项

计划，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大

力支持数字化技术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应用，为技术

创新与研发、项目规划与实施等提供资金支持。重

视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引进，打造一支高质量、高水

平的数字化人才队伍。

在企业层面，加强文化产业数字化应用的研发

力度，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支持企业借助数字技术

进行品牌建设。运用大数据分析受众偏好等，提高

自身产品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创新文化新形

态。鼓励文化产业进行跨界深度融合与创新，如“数

字文化垣教育”“数字文化垣旅游”等，实现数字文化

产业与其他领域互惠互利，打造共赢局面。

在消费者层面，加强传统文化数字化的宣传力

度，倡导绿色消费理念，提高消费者对数字化文化

产品的认知。通过线上数字平台不断拓展消费渠

道，借助数字技术提高消费者体验感。建立健全相

关法律法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wenhuaxuyuK 文化絮语

姻 王沧

wenhuarenwu
文化人物K

白守贵：续写百年饼业传奇
“平遥的牛肉太谷的饼，清徐的葡萄甜盈

盈……”这首由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的山

西民歌《夸土产》中提到的太谷饼，是山西省

晋中市太谷县的传统名点，起源于明末清初，

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太谷饼以其甜而不腻、

酥而不碎、味美鲜香、久放绵软的特点闻名全

国。在太谷，有这样一位太谷饼制作者，他以

匠心独运的技艺和不懈的创新精神，成为在

太谷饼加工技术领域深耕多年的专家。他就

是山西鑫炳记食业股份有限公司“白守贵职

工创新工作室”带头人———白守贵。

鑫炳记太谷饼是山西鑫炳记食业股份

有限公司旗下的知名产品，该公司前身为太

和糕点铺，由李恒钰于 1859 年创立，至今已

有超过 160 年的历史。鑫炳记太谷饼不仅承

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还以其独特的制作工

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泛赞誉。白守贵这

位地道的太谷人，从小就对太谷饼怀有深厚

的情感，自 2011 年进入鑫炳记以来，先后担

任过维修工、维修组长、厂长、工会主席等职

务，他工作兢兢业业，以厂为家，在平凡的岗

位上埋头苦干，荣获多项市级、县级五小竞

赛优秀成果奖，被评为优秀工会工作者、公

司劳模等。

白守贵不仅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太谷饼

制作大师，更是企业技术创新的灵魂人物。

2019 年，随着公司工会工作的深入发展，白

守贵职工创新工作室应运而生，他作为工作

室的带头人，更是肩负起了推动企业技术创

新、培养技能人才的重任。

走进白守贵的工作室，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排排整齐排列的试验设备和各式各样的

原材料。这里，是白守贵无数次尝试与失败、

灵感与汗水交织的地方。他深知太谷饼作为

地方特色美食，其传承与创新同样重要。因

此，他在保留传统制作工艺的基础上，大胆引

入现代科技手段，对太谷饼进行了全面升级。

为了提升太谷饼的酥脆度而不影响其

原有的风味，白守贵带领团队连续数周进行

试验。他们尝试了不同的烘烤温度、时间和

湿度组合，甚至亲自到田间地头挑选最适合

的原料。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与调整，终于研

发出了一种全新的制作工艺，使得太谷饼在

保持传统风味的同时，更加酥脆可口，赢得

了消费者的一致好评。

除了在产品创新上下功夫，白守贵还非

常注重生产流程的优化和设备的改进。他主

导研发的太谷饼传输翻转器械，就是一项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成果。

“传统的太谷饼生产过程中，翻转工序

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且效率低下。有

时掌握不好火候，要么没烤熟，要么烤糊

了。”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白守贵自 2020 年 5
月开始研发设备，“先联系到浙江一家整流

器厂家，说了我们的要求后，对方推荐了上

海上整整流器厂，这种整流器是目前市场上

最先进的，一般是用在高铁上，费用颇高，但

为了企业的长期发展，我们咬牙买了回来。

历经 3 个多月的组装、调试、试用，终于成功

设计出了这款智能恒度动力电柜生产线。”

“以前用的翻盖烤炉，现在改成我们自

己研发的双温自动摆放饼和自动翻饼不间

断生产的恒度隧道炉，每个班原来 6 名烘烤

工，现在只用 1 名，成型组原来 7 个工人，现

在只用 1 人。使用这种自动流水生产线后，

虽然用工人数减少了，产量却提高了 10
倍。”白守贵介绍说。

由于白守贵的不断创新，不仅极大地降

低了工人的工作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还

保证了太谷饼的品质。“这些设备保证了相

同的温度和时间，烘烤出来的饼质量好、产

品稳定，深受大家的喜欢，现在我们厂生产

的太谷饼供不应求。”这些创新成果不仅在

公司内部得到了广泛应用，还吸引了行业内

众多企业的关注和学习。

白守贵深知，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

才的支撑。因此，他非常重视对年轻员工的

培养和教育。他常说：“作为一名工匠，我们

要有精益求精的态度，要有敢于创新的勇

气。”在他的影响下，工作室的每一位成员都

秉持着这种精神，不断追求卓越、勇攀高峰。

在工作室里，他亲自指导年轻员工学习太谷

饼的制作技艺和创新思维方法，鼓励他们敢

于尝试、勇于创新。他定期组织技术培训和

交流活动，邀请行业内的专家学者来工作室

授课指导，为年轻员工搭建学习和成长的平

台。在他的悉心培养下，工作室里涌现出了

一批批优秀的技能人才和创新人才，为企业

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岁月悠悠，匠心灼灼。白守贵的付出与

努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和认可，成

为了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佼佼者。然而，对

于他来说，这些荣誉不仅是对他过去工作的

肯定和鼓励，更是对未来工作的鞭策和激

励。他深知，作为一名企业技术带头人，自己

肩负着传承工匠精神、推动行业发展的重

任。未来，他将继续秉持着匠心独运、创新无

限的精神，带领白守贵职工创新工作室不断

前行，为太谷饼这一地方特色美食的传承与

发展续写下一个百年传奇。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隋萌

白守贵在介绍设备 姻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文化赋魂 科技赋能

看智慧文旅新模样
wenhuashidianK 文化视点

进入数字时代，旅游业正在紧跟时代变

化。《“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开发

数字化体验产品，发展沉浸式互动体验、虚拟

展示、智慧导览等新型旅游服务”“推动智能旅

游公共服务、旅游市场治理‘智慧大脑’、交互

式沉浸式旅游演艺等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

以景区、文博场馆、休闲街区等多元场景

为载体，结合人工智能、全息影像、增强现实等

软硬件技术让文旅消费有了智慧模样。新产

品、新场景、新体验层出不穷，丰富着人们出游

选择的同时，也在助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活化文化 老景区游出新体验

10 月 19 日上午，在山西文旅数字体验

馆，一场智能化旅游盛宴正在上演。戴上 VR
眼镜，随着座椅的摇摆，游客“飞越”五台山、

应县木塔、晋祠、平遥古城、云冈石窟、壶口瀑

布等山西的壮丽景观。短短十分钟内，游客们

便能俯瞰表里山河，尽览黄河、长城、太行的四

季美景，这种身临其境的奇妙感受让人赞叹不

已。腾飞的感觉让来自临汾的游客张先生不自

觉地抓紧两旁的扶手，他笑着解释说：“虽然知

道自己坐在椅子上，但体验过程太逼真了。”

“飞越山西”飞行影院只是山西文旅数字

体验馆众多科技文旅场景中的一个缩影。这

里，VR、3D 投影、镜像空间、全息成像、数字互

动等科技手段被广泛应用，让游客能够穿越

时空、突破地域限制，同时体验山西不同景区

的独特魅力。

事实上，山西省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景区、

文博场馆、休闲街区等文旅场景正在积极探

索“科技+”的道路，通过与科技深度融合，运

用人工智能、全息影像、增强现实等软硬件技

术，为游客带来更加丰富、多元的旅游体验。

山西文旅集团正在融合 AR、VR 等科技

手段，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晋阳之战”，

希望让游客在游览太原古县城的同时，能更

好地了解这座古城的历史和文化。这种文化

的活化，让传统旅游资源焕发了新生，为游客

提供了更加深入、全面的旅游体验。

科技加持 新场景彰显新魅力

如果说科技手段的加持，让传统景区有

了更好的呈现；与之不同的是，科技手段本身

正在成为文旅新场景。

到平遥除了看古城、体验穿越时空的错

落感，晚上的灯光秀已经成为游客们不能错

过的风景。国庆节期间，平遥古城游人如织，

每晚在迎薰门广场举办的灯光秀成了游客打

开古城的必选项目。这场灯光秀并非简单的

视觉表演，它深度挖掘了平遥当地的历史、文

化和人文底蕴，将古城的街景、金井市楼、双

林寺彩塑等元素融入其中，成了一场融合平

遥文化、灯光特效及音乐的视觉盛宴。

不久前的凤凰传奇太原演唱会上，无人

机光影秀同样惊艳。随着音乐响起，上千架无

人机在夜幕中腾空而起，通过精准的编队和

绚丽的灯光变化，呈现出一系列精彩绝伦的

图案和文字，如代表山西特产的老陈醋、象征

凤凰传奇的凤凰等，彰显出太原独特的地域

文化、文旅资源和城市魅力。这场视觉与听觉

的双重盛宴不仅令歌手和歌迷震撼不已，更

赢得了网友们的广泛赞誉。

这些用科技手段打造出的新风景，不仅

展示了现代都市的繁荣与科技文化的交融，

也为多地积极打造沉浸式文旅产品、培育文

化和旅游消费新场景提供了新途径。这些创

新举措不仅让游客获得了更为愉悦的游览体

验，也为城市文旅产业开辟了新的增长点。

智慧景区 高效率提升高品质

9 月 27 日，世界旅游日之际，众多景区推

出门票半价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尽管是工

作日，乔家大院景区的游览人数却与节假日

不相上下。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无论停车、

购票还是入园，一切流程都井然有序，这得益

于智慧景区的全面建设。

在乔家大院景区，停车场配备了自助收

费系统，避免了出口排队收费的烦琐。此外，

游客还可以通过景区的公众号轻松购票，无

论是自由行游客还是旅行团导游，都能根据

自己的时间和兴趣灵活规划行程，极大地提

升了游览效率。除了方便，智慧景区还带来游

览品质的提升。过去，聘请导游讲解对于一些

游客而言是一笔不菲的开销，于是为了省钱

把游览变成了走马观花；而今，智慧导引系统

的普及，让专业、细致的讲解变得触手可及。

通过无线耳机的传导，一名导游的讲解可以

让十几名甚至几十名游客同时听到。像乔家

大院这样的人文景点，游客只需花费少量费

用，就能深入了解建筑背后的文化故事和家

族发展历史，让观景体验丰富、深刻。

山西博物院等文化场馆还积极应用 AR
技术，推出智能文物导览设备，让书本上静止

的文物“活”了起来。“晋侯鸟尊、鸮卣、龙形

觥、猪尊、杂技俑、雁鱼铜灯……凡是带有眼镜

图标的文物，都可以通过这套设备，打开观看

到文物介绍。”山西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介绍，只

需戴上眼镜，说一句“打开第几个（文物摆放序

号）”，便能看到对应的文物视频介绍，不仅有

声音，还有三维立体动画，就像在看一部精彩

的 3D 电影。目前，该设备已在 50 件文物中实

现应用，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此外，智慧景区建设还涵盖了更多方面，

以游客需求为导向，提高了景区在旅游管理、

服务、安全等方面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为

游客提供了全方位、便捷的智慧化服务。

作为文旅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智慧文

旅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提升了文化旅游

体验，提高了旅游服务水平。未来，随着科技

的不断进步和创新应用的深化，相信智慧景

区将呈现出更多精彩，为游客带来更加丰富、

多元、便捷的旅游体验，同时也为文旅产业的

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安晓奕

“数字文化+”
产业前景广阔

11 月 12 日，游客在陶寺遗址博物馆参观。当日，位于临

汾市襄汾县的陶寺遗址博物馆正式开放。这是依托陶寺文

化建设的一座专题性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近万平方米，展

厅面积约 5000 平方米，展出陶寺出土的陶器、玉器等文物

230 件（套），展示了距今约 4300 年~3900 年的陶寺文化的考

古发掘与研究成果。 姻 杨晨光摄

观陶寺遗址
看文明初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