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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tide of the digital age, new media, as an emerging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platform, has opened up a new way for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This paper analyzes in detail the dual possibilities and complex challenges generat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during the rise of new media. At the same time, it closely focus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media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existing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Zhaoqing City, and deeply discusses how to effectively 
use new media to promote the innovative path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aiming at exploring new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It provides enlightening views and ways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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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背景下中国肇庆市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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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时代的大潮中，新媒体作为新兴的信息交互平台，为文化和旅游的深度交融开辟了新的道路。论文详细剖析了新媒
体崛起期间，文化和旅游相互融合所孕育的双重可能性与复杂挑战，同时紧密围绕新媒体的特性，以及肇庆市现有文化和
旅游行业的现实状况，深入探讨了如何有效地利用新媒体推动文旅融合的创新路径，旨在挖掘新的视角和实践策略，为推
动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提供富有启示性的观点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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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时代的疾速推进，新媒体如同一股潮流，无

缝嵌入了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其独特的传播功能和广阔

的覆盖领域，不仅推动着各行业的革新转型，更是文旅产业

转型的关键驱动力 [1]。新媒体技术不仅拓宽了文旅行业的展

现舞台，催生了无数可能性，还在文旅融合中创新了传播路

径。因此，应当充分利用新媒体的潜力，敏锐把握这一趋势，

探索更为有效的策略，以推动文旅融合的深入发展。

2 新媒体背景下肇庆市文旅融合发展的机遇

2.1 内容丰富新颖
在当前的新媒体环境中，资讯获取途径的多元化使得

人们能够深入探索各地独特的文化风情，包括美食、历史、

自然景观以及传统节庆等多元文化，极大地推动了文化和旅

游的交融 [2]。借助新媒体的力量，文旅融合不再局限于展示

壮丽的自然景色，同时也生动地呈现各种文化内涵，使各地

旅游景点能够利用高科技手段展现出各具特色的人文魅力，

让观众在游览中享受到立体而全面的感官体验。此外，新媒

体为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以适应游客日

益个性化的旅行需求。旅行者通过新媒体平台，利用直播、

图片、视频、文字等形式多样的方式分享目的地文化，并辅

以动态表达、音乐等元素，创造出沉浸式的互动体验，使观

众仿佛身临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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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拓展了覆盖面
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旅游融合创新，赋予了观众前所未

有的自主探索空间，他们以个人视角捕捉并通过数字化平台

展示所见所感，引发了一场共享体验的热潮。这种互动式

分享不仅深化了人们的交流，还激发了广泛的转发与讨论，

加速了信息的扩散速度 [3]。在传统的传播格局中，媒体通常

是单向且受众被动接受信息，然而新媒体以其强大的互动

特性，实现了信息的定向推送，根据用户的兴趣定制内容，

如用户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如微信，将其旅行见闻分享至朋友

圈，形成信息的接力传播，从而极大地拓宽了信息的触达范

围。每个旅行者的点滴分享，都促使新媒体信息的覆盖范围

持续扩大，从单一渠道转向多元化的传播路径，频率和内容

的丰富程度都在不断提升，新颖的角度不断涌现，强化了其

社交性和娱乐性，公众的参与度也随之增强。文化旅游的影

响力随着这种深度的连接和分享而日益提升，覆盖的广度和

深度都得到了显著扩展。

2.3 造就旅游网红打卡地
随着科技的推动，新媒体不断发展壮大，并在推动文

化和旅游的交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AR 和 VR 等先进的数

字技术在文旅领域广泛应用，如利用全景扫描、地理信息系

统和遥感技术，栩栩如生地重现地方文化景象 [4]。这不仅拓

宽了受众群体，特别吸引了年轻一代的关注，还提升了旅游

目的地的声誉，引得游客纷至沓来。借助新媒体平台，游客

能够分享他们的旅行体验和感悟，极大地扩展了人际交往的

边界。人们可以在社交媒体上随时随地进行互动、讨论和信

息共享，围绕各自感兴趣的话题交换意见和旅行建议。从文

旅融合的角度看，通过抖音、微信、小红书、旅行应用和火

山等多元平台，游客分享他们的旅行故事，进一步吸引了更

多游客的参与，使许多旅游地点成为热门的“网红”打卡点。

2.4 促进旅游业大发展
随着 5G 技术的飞速演进和智能手机的广泛渗透，公众

对文化和旅游信息的需求呈现显著变革，从传统的文字、音

频和静态图像逐步转向动态的流媒体视频。因此，在文化和

旅游领域，短视频已崭露头角，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5]。

以抖音为例，2023 年，其日活跃用户超过四亿，利用这一

平台分享旅游资讯和推广文化，已经成为各地推广旅游景点

的新策略。许多原本鲜为人知的美景通过抖音短视频迅速吸

引大众目光并迅速走红。其根源在于短视频的简洁、快速特

性迎合了现代人追求新奇、分秒必争的信息消费习惯，与时

代节奏相得益彰。它融合视听元素，高效整合编辑与分享功

能，展现出强大的传播效力。这为地域经济、文化和旅游业

的宣传及进步创造了平台和机遇。

3 新媒体背景下肇庆市文旅融合发展面临的挑战

3.1 群众参与度不高，传播主体局限性明显
在文化旅游的融合进程中，主要的传播动力源自地方

旅游部门、行业及传统媒体，对于文化和旅游的展现往往局

限于景点介绍、特色行程、费用明细和旅游提示等基础信 

息 [6]。尤其在某些旅游平台上，景区与游客之间的互动匮乏，

页面点击率低下，文化推广的力度不够，未能充分利用互动

性来激发公众的参与积极性。尽管新媒体的崛起提升了游客

的传播能力，信息来源日渐多样化，但文旅融合的传播方式

过于单一，无法充分迎合新媒体时代多样化的传播需求，因

此难以产生显著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

3.2 新媒体途径不足，传播矩阵影响力弱
目前，文旅融合宣传主要依赖报纸、广播、电视及官

方网站等传统媒介，这些平台尽管占据主导，但其信息承载

能力有限，且覆盖范围小，资源约束显著，在与多样化的新

型媒体竞争中优势不足，不利于提升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

也不适应新媒体环境下“云旅游”的发展趋势。此外，旅游

景区网站的信息更新频率低，推广策略尚待改进，对游客吸

引力有限，导致网站访问量不高，覆盖面和传播效能欠佳。

尽管借助新媒体，一些文化和旅游宣传活动开始涉足不同的

新媒体平台，推广文化内容和旅游景点，但由于平台数量有

限，内容单调，信息更新滞后，订阅用户数并不理想。总体

来看，新媒体渠道的宽度有限，平台的知名度不高，这限制

了受众群体的拓展。

3.3 创新性匮乏，个性化表达缺失
文化和旅游的宣传内容是其精髓所在。目前，大量文

化和旅游推广内容显得老套，表达方式单调，创新性和独特

性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信息涵盖有限，内容偏

狭，许多地方的文化旅游网站或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平

台上，往往过于侧重展示自然景观，对于丰富的历史文化、

民间习俗和特色美食等往往只是轻描淡写。文化和旅游的真

谛在于物质与精神的交融，仅关注表面现象，必然导致对文

化深层内涵的探索不够深入。二是内容模式僵化，常见的展

示内容局限于景点介绍、概况概述和旅游线路，缺乏新意和

服务吸引力。再者，内容雷同现象突出，优质内容稀缺，大

部分仅停留在简单的景点风光和住宿信息介绍。此外，原创

性的历史故事、个性化体验和互动分享等内容在宣传中极为

少见。三是内容展现形式创新不足，过多依赖文字和图片，

缺乏能让人身临其境的短视频，难以满足现代游客个性化和

多样化的期待。

3.4 忽视消费者感知，传播话语陈词滥调
文旅融合的深度发展，不仅关乎经济交易，更应聚焦

于文化体验和内在价值的传递。利用新媒体平台推广文化和

旅游，是推动经济增长和文化价值实现的关键途径，也是展

现文化精髓的必要手法。因此，文旅融合不应流于商品促销，

而应由政府引领，联动文旅部门、从业者和游客，构建协同

创新的生态系统。然而，当前许多地区的文化旅游宣传中，

政府、文化旅游管理部门和旅游从业者的主导地位尤为显

著，他们主要从管理者的角度，强调旅游政策解读、开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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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展示和特色内容推广，过于侧重经济收益和客流量增长，

侧重于旅游产品的宣传和经济效益的强调，而非深入消费者

视角去思考。这使得游客往往只能欣赏到景区的表面美，而

难以触及文化的灵魂，难以产生深层次的情感共鸣。

4 新媒体促进肇庆市文旅融合发展的策略

4.1 构建多元传播网络
为了推动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以新媒体为载体，

首要任务是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各类资源潜力，构建多媒一

体的传播架构，以促进文化和旅游的数字化和智慧化发展。

首先，地方政府应携手文旅部门，共同创建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文化旅游推广平台，以传统的电视、广播、报纸为基石，

利用新媒体创新方式，推行“网站 + 微信 + 微博 + 短视频”

相结合的推广策略，打造融合线上与线下体验的全方位宣传

体系。地方文化和旅游官网可运用文字、图片和视频生动展

现景区特色，加速信息更新，使游客在虚拟世界中就能领略

到景点的美景和文化韵味。同时，充分利用微信、微博、抖

音等社交平台，全面展示景点的风光和文化底蕴，提升游客

的互动性和忠诚度，拓宽游客获取文化旅游信息的途径。此

外，还可以借助专业的旅游网站，如携程、去哪儿、驴妈妈

等在线旅行社（OTA），鼓励游客分享旅行日记、视频、照

片、感想和评价，进一步扩大文化和旅游的影响力。其次，

利用新媒体开展丰富的文化和旅游活动，提高文化魅力和公

众参与度。通过官方网站、抖音、微信等渠道，组织摄影比赛、

广告创意等活动，吸引游客参与，通过互动交流，推动文化

和旅游的立体传播，从而实现更深层次的融合。

4.2 适应个性化旅游需求
文旅融合并非单纯的消费体验，而是一个价值与文化

的共享之旅。为了实现这种共享，涉及文旅部门、经营者、

社会公众、游客、社会组织以及网络平台等多元角色，他们

共同参与文旅信息的创作、传播、交流和传递。游客可借助

多个平台和丰富的资源组建兴趣社群，这些社群基于共同的

兴趣和情感纽带，利用抖音、QQ、微信、旅游官方网站等

多途径分享旅游心得和资讯，从而推动文化和旅游信息的爆

炸性扩散。此外，趣缘群体也能通过新媒体平台推广旅途中

所接触的文化元素，赏遍各地风土，领略历史文化的韵味。

游客在新媒体建设中的参与，既发挥了他们的传播效能，又

为他们自身提供了深度参与的体验。文化和旅游主管机构还

可以邀请本地网红进行直播游览，与观众实时互动，借助这

些网络意见领袖的力量提升文化和旅游的知名度，更好地满

足游客的个性化需求。

4.3 挖掘文化宝藏，塑造卓越旅游项目
旅游业不仅是经济驱动力，更是文化交流的桥梁。新

媒体时代的文化旅游交融催生了新的传播模式，从静态阅读

转向动态观赏，从抽象思维转为直观视觉。因此，要把焦点

放在卓越项目的开发上，利用视觉符号强化文化辐射力。旅

游业界、新媒体和主流媒体应联手，策划网络特辑和互动话

题，以此提升全球认知度。地方旅游机构则可依托本地文化

节、艺术博览会等平台，大力推广地方独特的民俗风情、美

食特产和地理风貌，让世界见证各地风光的独特魅力，激发

强烈的探索欲望。在这个过程中，卓越项目扮演着至关重要

的角色，它以生动的方式揭示了地方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

新媒体则为游客提供了沉浸式的文化探寻之旅，赋予他们独

一无二的体验感受。此外，还需要构建全面的文旅融合精品

项目资源库，运用多媒体技术，如图片、文字、音频、视频

和动画等，全方位保护并展示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

5 结语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崛起，文化旅游业现代化

发展迅猛。然而，这一变革既是，文旅融合发展的机遇，也

暗含严峻的考验。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的进程中，关键在于

既要勇敢应对挑战，又得巧妙挖掘新媒体的无穷潜力，紧紧

把握时代的脉搏，拓宽多元化的传播路径。针对游客日益增

长的个性化需求，亟需匠心独运，精心塑造独特的旅游体验

项目。这样，不仅能提升文旅品牌的市场辨识度和吸引力，

而且能在新媒体的推动下，引领行业迈向更具创新活力的新

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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