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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视频平台上，乡村主题短视频内容受到欢迎。同时，村民

进驻直播间，在内容创作、技术培训等方面也急需扶持引导。文化

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依托 3000 多家文化馆，启动实施

“乡村网红”培育计划，鼓励村民借助网络平台介绍家乡，提升了乡

村的知名度、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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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张辛
欣） 工信部总工程师田玉龙近日
表示，将加强频谱资源统筹优
化、合理布局，超前谋划和布局
工业互联网、广域物联网、车联
网等行业和领域频率规划，不断
扩大频谱资源供给，夯实数字经
济发展基础。

20 日，工信部、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广东省人民政府以线
上线下结合方式共同主办 2022
中国无线电大会，田玉龙在会上
作出上述表述。

随着数字经济和新一代信
息技术快速发展，无线电频谱
已成为构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
施的重要资源，成为推动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壮大的重要生产要素。
田玉龙说，工信部联合有关部
门 加 强 顶 层 设 计 ， 先 后 出 台
5G、车联网、工业互联网等频
谱政策，支撑数字经济发展和
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田玉龙表示，工信部会同有
关部门加强前瞻性研究和统筹规
划，下一步将着力解决频谱资源
结构性紧缺矛盾，加大政策扶持
力度，鼓励企业、科研院所就关
键技术开展攻关，加快聚合国内
外和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培育更
多无线电新应用、新业态、新模
式，同时，还将坚持开放合作，
积极参与全球频谱治理。

直播间里，秀田园风光，亮才艺表演，卖农
家特产——如今，在短视频平台上，活跃着一
批乡村文化能人，他们借助网络平台推介家
乡，成为助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2021 年 2 月起，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
文化发展中心以“培育乡村网红、助力乡村振
兴”为主题，启动实施全国“乡村网红”培育计
划，统筹全国 3000 多家文化馆资源，发掘、
培育、推荐优秀“乡村网红”。文化和旅游部
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主任、中国文化馆协会理
事长白雪华介绍，“让‘乡村网红’成为新时代
文化志愿者，带火一份美食、一个景区、一
条街、一座城，让基层群众得实惠。经过持
续发掘与培育，力争带动每个县都有自己的

‘乡村网红’。”

浙江瑞安霞岙村小英夫妇

跳舞走红后直播带货

一座支架、一个手机、一个音箱，在浙
江瑞安马屿镇霞岙村，46岁的彭小英和丈夫
范得多在自家菜地旁，跳起了自编的曳步
舞。两年多来，凭借在短视频平台上的跳舞
视频，小英夫妇收获了千万粉丝。

屏幕前，范得多还会推荐温州特产九层
糕。“以前大家总担心卖不出去，现在最多一
天能卖 3000 多斤红糖和 8000 多斤玉米。去
年为村里增收了 170 多万元呢！”范得多高兴
地说。

5 年前，范得多患上了抑郁症，彭小英
偶然间看到有人跳曳步舞，便跟着学了起
来，后来范得多也加入进来。跳舞之后，范

得多心情好了，病也基本痊愈。夫妻俩自编
了一套曳步舞，女儿将视频上传到短视频平
台，没想到火了起来。

如今，彭小英不仅被评选为省级文化示
范户，也积极参与各类助农公益活动，还加
入了乡村艺术团。瑞安市文化馆馆长陈萍萍
介绍，目前，瑞安市共有 500 多家乡村艺术
团，每年开展文艺送下乡1500多场，培训讲
座600余场。

开展技能培训、做好资源对接、启动“村
播计划”……近年来，围绕打造“乡村网红”，
浙江出台一系列举措。小英夫妇所在的马屿
镇也在农产品电商直播中心成立了“小英夫妇
工作室”。崭新的环境里，电脑、办公桌、灯
光设备等一应俱全。镇里还协助为其注册了

“小英夫妻”商标，助力直播带货。
彭小英说，能够帮助大伙儿一起过上好

日子，她感到很满足。

湖南长沙花鼓戏演员陈雨晴

拍摄视频推介家乡文旅

“行行走，走行行，来到长沙火宫殿，左
边一口糖油粑粑，色金黄香又甜。右边一口
臭豆腐，汁又多来味又鲜……”

今年国庆假期，湖南省长沙市花鼓戏保
护传承中心95后花鼓戏演员陈雨晴在短视频
平台上传了一曲花鼓小调《火宫殿》，推介长
沙热门“打卡地”火宫殿和地道美食小吃。不
到 3 分钟的短视频，收获了 200 多条网友留
言，点赞量2500多次。

2020 年 8 月，湖南省文化馆依托短视频

平台启动首届“文旅乡村好韵味·网红带你
逛潇湘”大赛，100 多名短视频爱好者拍摄
并上传了 1100 多个视频创意作品，最终评
选出“湖南文旅十佳网红”。湖南省文化馆
副馆长周固坚介绍，“文旅乡村好韵味·网红
带你逛潇湘”大赛参赛视频要突出美丽乡村
的地域风情和文化背景，将有味有趣的生
活风貌、适用性强的当地特色攻略推荐给
大众。

去年，第二届大赛正式启动，陈雨晴受
邀参赛。陈雨晴从2019年开始在短视频平台

上传作品，致力于花鼓戏的传承和推广。送
戏进村、假期春游、回乡探亲等，都成为她
的创作题材。田野山间里、小桥流水旁，或
是街头一角，都成为她的视频录制场地。

“我们希望挖掘培育一批热爱家乡、拥有
传统文化技艺的新型人才，引导他们以‘网
红’志愿者的身份，化身家乡‘推荐官’。陈雨
晴刚好符合这一标准。”周固坚说。

去年，陈雨晴以自创戏曲短视频 《红红
火火的歌》报名参赛，该视频点赞量达9.3万
次。这让她十分振奋，“过去创作短视频，只

是为了让更多人感受花鼓戏的魅力。这次比
赛让我了解到，还能通过花鼓戏助力乡村振
兴，推介家乡文旅。”

陈雨晴的老家在株洲市攸县农村，受到
大赛启发，去年夏天，她回到老家，拍摄录
制了花鼓戏短视频《我的家在攸县》，展现攸
县的人文、地理以及美食文化，收获了许多
好评。

湖北恩施市文化馆

针对需求提供直播培训

不久前，在湖北武汉举行的首届恩施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凉交会”上，来自恩施市盛
家坝镇二官寨村的覃登军面对直播镜头唱起
民歌，介绍土家族苗族民俗风情，吸引上千
人在线围观。

“过去做直播不太专业，主题不突出，形
式也比较单一，内容、曲调、唱词等都比较
传统，没法吸引网友注意。”覃登军说，2020
年以来，恩施市文化馆多次派专业老师来到
二官寨村，为村民传授经验、表演技艺和直
播技巧。

“本地很多农民都在从事网络直播，宣传
家乡的文化旅游和风土人情，推介农特产品
等。”恩施市文化馆馆长伍丹说，近年来，恩
施市文化馆结合农民需求，有针对性培育不
同类别的“乡村网红”。

今年 4 月，恩施市文化馆依托馆里的专
业老师，并面向社会广泛招募志愿者，组成
26支帮扶小组，深入全市各乡镇的社区、村
组、企事业单位等开展文艺志愿帮扶和培
训。近 4 个月的时间里，志愿者们下乡培训
101天，累计培训3.3万余人次。

“我们讲授网络直播‘三要素’，视频拍
摄、剪辑、推广等专业知识，鼓励农民利用
网络平台介绍家乡和本地文化、建立个人品
牌、提高带货效能。”伍丹说。

“近年来，湖北多措并举推进乡村文化振
兴，着力孵化和培育‘乡村网红’，让他们成为
助力乡村产业发展、文化建设和文旅事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副厅长陶宏家介绍，去年 9 月，湖北省文化
和旅游厅举办了全省乡村文旅公共服务培训
班，近300名“乡村网红”参加。

今年以来，湖北开展了“文艺点亮乡
村——全省文旅志愿帮扶活动”，125 家文化
馆、117 家图书馆、19 家美术馆等公共文化
机构选派文艺志愿骨干队伍走进乡村，开
展文艺志愿帮扶培训，培育了一大批乡村
文艺能人、乡村文艺爱好者，推动“乡村网
红”运用网络展示乡土文化、家乡好人、美
景美物，推介家乡特产，带领乡亲们共同
致富。

走进人们日常生活

“大家好，谷小雨有礼了！”近
日，在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开馆仪
式上，一位身着古装的虚拟数字人担
任主持人，吸引了观众的注意。仔细
瞧，这位数字人柳叶细眉、衣袂飘
飘、气质素雅、灵动可爱。它便是浙
江广电集团旗下浙江卫视推出的宋韵
文化推广人。

“我们推出谷小雨，既是向传统
文化靠近，也是向年轻群体靠拢。”浙
江卫视谷小雨工作室负责人接受本报
采访时表示，谷小雨是由浙江卫视研
发的首个数字国潮产品。这个产品把
宋韵元素与新媒介、新技术、新应用
融合，创新性地打造出谷小雨这个形
象。“我们希望用可亲可爱的人物形
象、可感可触的数字手段，让广大受
众尤其是年轻人喜欢上宋韵文化。”

谷小雨已在多种场合亮相——电
视节目中，它吟唱宋词、介绍宋代蹴
鞠文化；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期
间，它与嘉宾通过 H5 在线合拍；在
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它成为导览
员，对答游客提问应答如流……最
近，谷小雨参与的“南宋人的一天”
对外文化交流云展览，还陆续在新西
兰、德国、荷兰、巴基斯坦等国的中
国文化中心上线。

与谷小雨类似，越来越多的数字
人在文旅、金融、政务等服务领域“上

岗”，走进人们日常生活。例如，以敦
煌飞天为蓝本打造的国风虚拟数字人
天妤，在全网已拥有 500 余万粉丝；在
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亮相的中信
金控新员工——数字人小信，可以担
任客户的专属财富规划师；打开湖北
省仙桃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红衣白
裙的数字人“桃桃”笑盈盈地对视频新
闻、政策解读进行播报……《数字人产
业发展趋势报告（2023）》指出，随着交
互智能技术的加速发展，数字人正在
从技术创新走向产业应用。

有趣的内涵不能少

如此逼真的数字人是如何打造出
来的呢？以谷小雨为例，数字人首先
要做到“形似人”。按照人物概念设
计，谷小雨来自南宋临安，生于谷雨
时节，有“雨生百谷，欣欣向荣”的美
好寓意。浙江卫视特地与宋韵文化研
究传承中心合作，邀请相关宋韵专家
组成顾问团，为谷小雨的人物造型、
形象设计、内容呈现等提供全程专业
级指导把关。亮相一档歌唱节目时，
谷小雨的舞台造型是一套现代改良的
宋制汉服，上身是改良褙子、宋抹叠
穿，袖口造型以西湖荷叶为灵感，下
身是水墨印花长裙，妆容参考的是南
宋仕女珍珠妆。

作为技术支持方，腾讯团队打造
出一个超 200 万面数的高精度写实虚
拟人，满足大型舞台节目录制以及智
能多模态交互的多样化需求。腾讯相
关负责人刘明亮告诉记者，谷小雨的
麻花辫由30万根发丝组成，不同材质
的衣物有 5 层，为了达到形神兼备的
效果，团队基于游戏引擎进行实时交
互模拟，使得人物在不同灯光、不同
动作下的表现都非常真实。

除了“好看的皮囊”，数字人还要
具备“有趣的内涵”。例如，在出任导
览员之前，谷小雨进行了 400G 开放
数据和30亿参数量的超大规模语言模
型训练，再加上海量宋韵文献和百科
搜索引擎的助力，谷小雨成功掌握了

宋韵百科知识。为了使谷小雨能够与
游客实时语音对话，技术团队运用语
音识别、自然语言理解、语音合成等
技术，让这位数字导览员听得懂、答
得出、懂得多。

谷小雨还采用了语音驱动口型技
术，通过适配各种音色、歌唱、语气
词等不同类型的音频输入，学习种类
繁多的情感语音数据，生成韵律自
然、情感风格丰富和个性化的高表现
力语音，再配合灵动准确的面部表情
和口型，让数字人的语音达到可媲美
真人的效果。

产业增长势头强劲

目前，数字人已在企业服务、影
视动画、文化传媒等领域得到广泛应
用。艾媒咨询 《2022-2023 年中国虚
拟人行业深度研究及投资价值分析报
告》 称，在娱乐需求增加、人工智能
等技术不断迭代的背景下，中国虚拟
人产业高速发展，元宇宙的热潮加速
推动虚拟数字人产业升级。数据显
示，2021年中国虚拟人带动产业市场
规模和核心市场规模分别为 1074.9亿

元和62.2亿元，预计2025年分别达到
6402.7亿元和480.6亿元，呈现强劲的
增长势头。

记者了解到，虚拟数字人的制作
流程一般包括模型绑定、动作捕捉、
动画解算、实时渲染等步骤，其中要
运用到大量的现实增强、深度学习、
虚拟制片等高科技前沿技术。比较简
单的动漫形象数字人，一般 1 个月就
能完成；而制作一个更写实的 3D 数
字人，从角色设计到完成渲染需要 3
至 6 个月甚至更久。数字人越是“精
致”“逼真”，越花费时间、人力成本。

刘明亮表示，算力提升、引擎升级
等技术迭代，正推动数字人制作效能
和智能水平持续提升。一方面，制作
数字人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另一方
面，数字人的交互性越来越强，提供的
服务和陪伴等“人”的属性更强。

业内人士认为，从关注动画、渲
染的身份型数字人到融合语言理解能
力、表达能力、学习能力、交互能力
的服务型数智人，从在线服务到在场
体验，随着元宇宙相关技术的进一步
发展，数字人将进入大规模应用期，
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展示乡村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村里的直播间有看头
本报记者 郑海鸥 窦 皓 王云娜 范昊天

从技术创新走向产业应用

越来越多虚拟数字人“上岗”了
本报记者 叶 子

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

实等技术的发展，数字虚拟

人频频出现在公众的视

野。作为以数字形式存在

于数字空间中并具有拟人

或真人外貌、行为和特点的

虚拟人物，数字人是如何研

发的？有哪些应用？

工信部：

不断扩大频谱资源供给

2022 杭州（国际）未来生活节在杭州亚运会主会场的奥体中心空中观景平
台举行，吸引市民游客参与体验。图为舞蹈演员与虚拟数字人一起为观众进
行表演。 龙 巍摄 （人民图片）

安徽省食品行业协会、省农产品加工技术协会联合繁昌区委区政府日前在荻港镇举办“繁
昌区首届荻港香菜文化节”，保护和传承“荻港香菜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为电商企业
主播在“繁昌区首届荻港香菜文化节”数字乡村直播间里为荻港香菜直播带货。

肖本祥摄 （人民视觉）

智能书柜进社区在湖北省宜昌市推广，阅读变得更加便民。
图为宜昌市猇亭区云池社区居民正在通过智能卡刷卡，打开电
控锁自主挑选借阅图书。 刘卫东摄 （人民图片）

智能书柜进社区智能书柜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