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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布的“七十二变”
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离不开旅游业

的高质量发展。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旅
游发展空间布局是否合理、旅游产品和
服务是否优质、商文旅融合成色如何，都
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考题。

书香市集“香”在哪
■ 蒋丽莉

■ 谷朋

数字化转型，要有点“个性”
■ 孙一琳

从炉渣“再就业”想到的
——让思路转个弯②

火了一个，带火一片
■ 杨建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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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

徐 虹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院长

闫 丽 本报评论员

别让“数字迷宫”困住老人

调查显示，目前超50%的

App尚未提供“长辈模式”，

一些手机App的适老化改造

浮于表面，在出行、就医、消

费等日常生活场景中仍让老

人无所适从，犹如陷入“数字

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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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布能做什么？当纺织业进入新赛道，这个答案可

能是你想不到的。

它可以变身为脑电帽，让宇航员在太空保持正常生

物钟、按点入睡；也可以是一款肌肉电刺激服，帮助宇航

员恢复肌肉功能、防止肌肉萎缩；还可能是一件智能背

心，跟随潜水员潜入深海，能实时监测心率、血压、血氧

等身体指标……有人惊叹，简直是“七十二变”呀！天津

纺织业打开想象的闸门，一块织物因此有了孙悟空一样

的本领。

从天津纺织“一块布”的转型升级，观察传统制造业向

高端化、智能化迈进的路径，可以看见“变”中求“新”的自我

突破，也可以看见传统产业拥抱新质生产力的潜力和活力。

这是一段与时代同行的创新之旅，既要从产业变革的

大趋势中看到创新的广阔空间，也要善于从美好生活需求

里发现机遇。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带来的不只是潮流、

时尚，更是产业发展的高效率、高品质、高附加值。在浙江

嵊州，纤纤蚕丝不仅可以织成能机洗、可防晒的布和绸，还

能做成血管、护肤品、仿生人工骨。雄安新区一家生产纸塑

产品的企业研发出生物降解材料包装袋，靠着一个塑料袋

绿色“转身”，闯出了广阔的海外市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

级从创新中来，这种创新，是看得见的技术赋能，以数字化、

智能化的新科技赋能产品创新；也是深层次的发展理念之

变，锚定需求侧对绿色健康的关注，更好地服务生活、引领

生活，催生新产业、锻造新优势。

创新之旅，也是融合之旅。传统产业向“新”而行，并非

简单地对已有产品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很多时候涉及的是

不熟悉的新领域，是前沿且复杂的创新命题，靠单打独斗难

以实现。回看那些破题“出圈”的传统产业，背后都有完善

的创新体系做支撑。就像一块布之所以能“千变万化”，是

围绕纺织新材料研发应用、生产流程、智能制造等进行协同

创新的结果，靠的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产

学研更加紧密地彼此衔接，以市场上的新需求、消费新趋势

倒逼、引领产业创新，让更多实验室里的好想法、好点子变

成满足高品质生活的新产品、新技术，如此厚植创新创造的

肥沃土壤，科技创新内生动力更强，产业创新的根也才能扎

得更深。

事实一再证明，传统产业拥抱新技术、新机遇，正带来

越来越多意想不到的惊喜，自身发展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

空间。

闫丽：如今，追求“诗和远方”成为越来越
多人的生活方式。今年国庆假期，话剧表演
走上街头、各类音乐会办在海河边……文旅
热潮带来消费增长，也激发城市活力。发展
旅游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徐虹：是的。旅游业不仅是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更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

的有效手段。旅游产业的外延和空间都很广

阔，吃住行游购娱等不同消费形态创新升级，

旅游与商贸、农业、生态等多种行业交互融

合，呈现一种综合性、立体式的发展态势。对

于一个城市来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

系统工程，能够释放强大乘数效应，实现多层

次的就业，还能在传播城市文化、塑造城市形

象、树立城市品牌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旅

游业发展决不仅仅是接待一些游客、创造一

些收入的问题，而是一种综合效益。人们在

流动中收获情绪价值，社会在要素循环中增

添活力，催生发展的机遇与空间。

闫丽：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广阔。这意味着，城市旅
游业态要向着都市型、体验式、年轻态、人文
韵的方向加快发展。我们应如何推动旅游业
发展向“新”？

徐虹：旅游发展之新，新在特色、新在创

意。特色也是一种宝贵资源，千城千面的异

质性景观、地方文化的各具特色，构成了吸引

游客的独特魅力。天津的旅游资源很有辨识

度，既有河、海、山等自然资源，又有小洋楼、曲

艺等人文资源，还有好玩又有趣的民俗文化，

关键是激活资源、放大特色，加以创造性转

化。最近，“会画画”的小站稻吸引了很多游

客。除了稻田画，游客还可以钓螃蟹、套大

鹅，体验收稻谷、摸鱼……有创意、有方法，把

“稻”的特色做足，带动研学、民宿、农家饭庄等

多业态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带来新的体验，

游客自然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闫丽：文化与旅游密不可分，商文旅融合
关键还在于文化因子的注入与活化。旅游业
已成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因一
部戏、一场演出、一个展览而奔赴一地的现象
越来越普遍，旅游中的文化味儿越来越足。

徐虹：旅游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消费活动，

文旅融合发展，不光是一种物质消费，还是一种精神活动。做足文

化味儿，主要看文化内涵挖掘得深不深，需要强化内容生产能力。

优质文旅内容，既是文旅融合的逻辑起点，也是关键环节，是链接整

个文旅产业链的核心纽带。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以唐文

化为背景，用科技手段将历史场景还原于观众眼前；天津张园挖掘

历史故事，创新推出沉浸式演绎展《津门往事》，讲解员化身百年前

的小人物，与游客一起走入鲜活的历史画卷。深挖文化内涵、提炼

文化符号、塑强文化品牌，在这个过程中，要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问

题。保留一个地方最纯粹的文化风情，而不是盲目跟风、“复制粘

贴”，才能以有活力、有个性的文化气质激发文旅新动能。

闫丽：文旅“热力值”与产业含金量相辅相成，文旅兴旺的背
后，往往是农、工、科、商等多领域的支撑。加快农文旅、商文旅融
合发展，做大文旅产业“朋友圈”，这是我们加快建设特色鲜明的文
化旅游目的地、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应有之义。

徐虹：文旅与消费是互促的。文旅行业具有产业关联度高、资

源消耗少、开放包容度高等特征，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反过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也会推动文旅融合向

纵深拓展。这个过程，是资源聚合的过程，也是港产城融合联动的

过程。围绕文化和旅游，把港的优势、城的资源、产的基础利用起

来、调动起来，推动各层面力量协调合作、互动并进。从区域资源利

用、文旅产品开发，到深度的全域旅游、乡村旅游、主题旅游及智慧

旅游等新业态，有颜值、有品质、有温度的城市名片也是人气的“放

大器”、发展的“加速器”。

说起生活垃圾处理，很多人可能会想到焚烧发电。不

错，垃圾焚烧发电能将许多无法回收的废弃物转化为电

能。仅西青区王稳庄镇一家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每年即可

产生电能约2.8亿度。但你可曾想过，垃圾焚烧发电后的炉

渣该怎么办？近日，210吨生活垃圾焚烧炉渣成功应用到

农村公路铺筑上，实现“再就业”。

“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可别小瞧这

不起眼的炉渣，它的潜力可大着呢。相较普通材料，生活垃

圾焚烧炉渣强度更高、性能更好，每吨还可以节省13—16

元。随着循环经济的发展，垃圾发电产能逐渐扩大，炉渣再

利用的空间广阔。从焚烧发电到炉渣铺路，这是资源高效

利用的一个缩影。

循环再循环，利用再利用，把资源“吃干榨净”，需要打破

思维定式，将视野拓宽、视线拉长。看待任何资源，都不能仅

看到它的基础功能，更要看深层次利用。倘若只看到“点”却

看不到“面”，资源利用效率不高，也是一种浪费。只有打开

思路、拓宽视野，不断延长资源利用产业链，才能不断提高附

加值。以海域资源为例，其分布具有明显的立体特征，在“立

体用海”“三维用海”理念的支撑下，水面、水体、海床、底土等

不同资源都能被高效利用，一片海有了更多打开方式。打破

思维定式，资源高效利用这个“圈”将越画越大。

有了“吃干榨净”的思路，还要有“吃干榨净”的技术。

许多时候人们不能高效地利用资源，主要是受制于技术、成

本，难以将资源装进合适的“篮子”。针对资源利用中存在

的现实问题，去创新、去转化，许多原本难以高效利用的资

源就能找到“用武之地”。有的企业，变工业尾气为燃料乙

醇和蛋白粉，背后是合成生物技术的突破；农村风能、太阳

能等资源的高效利用，背后是风电、光伏产业的迅速发展。

资源利用的难点，何尝不是产业创新的切入点？

资源的用法可以有许多种。珍惜资源、节约资源，让有

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将会带来更多双赢、多赢。

挡拆、拉开空间，一个

突袭投篮；抢断、突破，一记

空接暴扣……球权在两支

球队之间频繁转换，看台上

呐喊声此起彼伏。不久前，

东疆亲海公园云帆广场热

闹非凡，2024国际篮联三人

篮球挑战赛激烈开战。

渤海之滨的“潮”，有很

多打开方式。正值开海季，

活蹦乱跳的皮皮虾、肥美的

梭子蟹、鲜嫩的毛蛤等本地

海鲜刚一上岸，就被抢购一

空。品尝过海鲜，不少游客

又来到海边文创市集逛逛，

在涂鸦墙前打卡拍照……

当篮球遇上皮皮虾，赛事、

潮流文化与本地美食相互

碰撞，“撞”出了海洋经济的

新潮感。

海洋经济“潮”起来，要

做足文旅“融”文章。我们

常说“靠海吃海念海经”，

“海经”要常念常新，才能

越念越“潮”。海洋经济的

“潮”动力，离不开海洋文

旅的深度融合。融景观、

文化、旅游为一体，不断刷

新文旅场景，海洋经济将

更加新潮涌动。近日，一

场无人机焰火秀在泰达航

母主题公园上演，近三万

发数字焰火绚丽绽放，数

百架无人机在夜空中呈现

“月光如流水”等造型，以

海洋为背景，融合传统文

化与现代新潮的时尚元

素，将丰富的文化体验注

入蔚蓝之旅，游客有了更

多奔赴的理由。

“融”出创意，才能“+”

出新意。海洋“文旅+”的

创意拼图，离不开新技术的无缝对接与新业

态的巧妙组合。创意背后靠的是创新驱动，

找到海洋要素与创新元素的结合点，海洋文

旅就能“+”出更多潮流感。位于中新天津生

态城的国家海洋博物馆，借助数字沉浸式技

术与海洋活体生物呈现微观海洋世界的景

象，将艺术与科技融入展览之中，以一种全新

的方式直击人心。拼创意，更要挖掘海洋资源

的多重空间。海洋“文旅+”的元素不只在海

上，全面立体地看待和利用海洋资源，海洋的

“潮”经济将是一个多产业融合、多领域互动、

多空间整合的经济体系。深化海洋文旅产业

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等业态融合，海洋经济

会释放出更多新动力。

鼓声响起，亲海公园广场上，街头舞者跟随

着节奏跳出动感的舞步；露营基地的舞台上，乐

队的演出渐入佳境；渔港码头上，渔民正准备出

海捕鱼……蓬勃的产业与充满活力的城市融

合、联动，一片蔚蓝有了更多的潮流脉动。

“十一”假期，因游戏《黑神话：悟空》爆火的山西省隰县小

西天景区，迎来一大波客流，接待游客人数同比增长335%。

不仅景区火了，县里的另一张“名片”玉露香梨也火了，“餐饮、

住宿，还有梨的销售，都有了明显提高”。小西天景区“出圈”

并非个例，这款游戏也让唱腔粗犷、意境独特的国家级非遗文

化陕北说书在海内外走红。

搭乘3A游戏这辆“快车”，借助“齐天大圣”的号召力，一些

沉寂的古迹、传统艺术广受关注，可谓火了一个，带火一片。一

片被带火，靠“一个”的吸引力，更靠自身的硬实力。一些“冷

门”艺术、古迹之所以能借势惊艳四方，是因为它们本就底蕴

深厚。但时代在变，信息传播方式也在变，如果不能及时适应

这些变化，创新表达方式，再兴盛的文化形式也可能遇冷。

从少有人知到天下闻名，创新没有一劳永逸的模式，而是一

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依靠新的传播载体，陕北说书火爆出圈，电视

节目《简牍探中华》从简牍的刀笔留痕处，打开历史画卷，破题简牍

文化；依靠新的内容，一些濒危剧种创新剧目，推出更多适合新时代

传播，更符合大众口味的唱段，既留住了观众，又引来了更多传承人；

依靠新业态加持，数字化展示方式、沉浸式互动体验，让老手艺、传统

文化“潮”起来更“活”起来。这些千变万化的“新”，都在赋予优秀传统

文化新时代内涵，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把流量变留

量始终是热门话题，对一些火起来的“冷门”，这个问题同样存在。不

断在载体、内容、业态上发挥“创”的力量，历史文化就能依靠火起来

的契机，重燃更加蓬勃的生命力，留在一代代人心中。

新载体、新内容、新业态为历史文化注入活力，积极推动各

种产业与文化结合，又能挖掘出产品、服务的文化价值。拿文旅

产业来说，当游客慕名来到一处景区，看山，还要听一听山中的

故事；看水，还要品一品水背后的历史。文化底蕴的注入，让游

览者品到更多历史的厚度、生活的滋味，于是一日游变为深度

游，文化“深”下去，经济效益随之提上来。人文与经济良性互

动，让发展的动能持续涌动。

每个卤鸡爪的大小不一，装进大包装时怎么保证每份的

分量相同，会不会缺斤少两？看似不起眼的问题，却成了一家

食品企业推进智能化生产的一个卡点。装包看着简单，但克

重分选，以及分选后的排列组合实际上是一道非常复杂的工

序，一直以来，这道工序主要靠人工完成。

数字化转型虽是大势所趋，具体的转型路径却不能一概

而论，需要讲点“个性”。面对大包装智能化这个难点，天津这

家食品工厂选择和供应商开展联合研发，目前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大包装实现自动化后，用工数量可减少70%，生产过程

也更加可控。

制造业行业门类多、运行机理差异大、转型场景各异，数

字化转型越深入，对数字化解决方案的个性化、差异化要求越

高，不同产业不一样，不同企业也不一样，可谓各有各的门

道。很多中小企业专注细分领域赛道，在“掘百米深”的同时，

也将数字化转型的场景带到了更深的地带。在这种情况下，

通用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显然不能满足深度转型升级的需

求。因此，为更深入的数字化转型提供“私人定制”，迫在眉睫。

与定制衣服需要消费者提供尺寸和个人偏好一样，企业定

制数字化转型路径的前提也是充分明晰自身需求。数字化转型

涉及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经营管理、销售服务等各个方面，如果

只局限于某一个环节，很难真正深入下去。很多制造业企业的

技术和人才积累都集中在本业上，即使有转型的意识，也因知识

壁垒、人才壁垒等问题，难以实现生产、管理、经营等全流程数字

化覆盖。不久前，老字号宏仁堂上新了一条智能化生产线，这套

新系统是现代中医药海河实验室的最新研发成果。以前产线控

制蒸发温度和药液提取的纯度要靠人工，现在有了这个“量身定

制”的数字化生产线，企业数字化转型更深了一步。可以说，数

字化转型是一个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多方协同参与的过程。

常言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推动数字化转型是一道必答

题，但这道题怎么答，没有标准答案。在转型中聚焦重点领域，

根据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特点，实行差异化、阶梯化和互补性的转

型策略，数字技术才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

柔和的光线、林立的书架，漫步纸墨之间，忘却外界喧嚣，享受

与书为伴的美好时光。国庆假期，河北区举办首届意风书香市集。

在这里，既可以挑选心仪的读物，也能够参加读书会，与志同道合的

书友交流分享；还有机会体验非遗教学，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文化消费已成

为新的消费热点。新环境、新服务、新业态，连接人与书、人与人，

让市集不再只是交易场所，而是成为复合型的文化场所、思想交流

的社交场所。以书为媒，书香市集融合新业态，以“书店+”模式打

造出更多元的消费场景和更有趣的文化体验，为推动当地文化产

业的发展注入活力。

小小市集也能成为推动全民阅读和文化交流的平台。近年来，

“书香社会”建设深入推进，在书香市集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文化的

韵味，体会到阅读的乐趣，从而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推

动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其深远意义不仅在于短期的活动效应，更在

于文化与时代精神深度融合，良好阅读风气对社会的浸润与滋养。

阅读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和文化传

承。愿阅读成为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我们这座

城市的美丽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