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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本研究

旨在将非遗文化与旅游相结合，通过互联网技术吸引游客，以促进地方乡村振兴。研究内容包括深入挖

掘当地非遗文化资源，开发具有特色的旅游产品，利用互联网技术提升游客体验，以及通过数据分析和

市场调研优化旅游线路和营销策略。研究结果表明，这一策略能够有效地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提升

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同时也为当地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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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o “streng-
the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and in-
heritanc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aims to 
combin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e with tourism and attract tourists through internet 
technology to promote local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esearch includes in-depth excavation of 
loc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the development of distinctive tourism products, th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ssem
https://doi.org/10.12677/ssem.2024.132025
https://doi.org/10.12677/ssem.2024.132025
https://www.hanspub.org/


朱嘉欣 等 
 

 

DOI: 10.12677/ssem.2024.132025 203 服务科学和管理 
 

use of Internet technology to enhance the tourist experience,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ourism 
routes and marketing strategies through data analysis and market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strategy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tourism, enhance the protec-
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vide a new development path for local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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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对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集体记忆和灿烂文

化的“活化石”，承载着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底蕴，是文化记忆活的载体。在“互联网+”时代对非

遗传承和保护是延续社会文脉，抵御文化失忆的必经之途[1]。首先，互联网改变了我们获取信息的方

式。以前，人们主要通过报纸、电视和广播等传统媒体获取信息，而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随时

随地获取各种信息，包括新闻、娱乐、教育等。这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方便地了解世界，拓宽了我们的

视野[2]。非遗文化不仅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独特性和传统，更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瑰宝。通过非遗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我们可以了解和欣赏不同民族的艺术表达形式、生活习俗和价值观念，增进不同文化

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同时，非遗文化也是培养国民身份认同感和自豪感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塑造和谐

的社会氛围。 
然而，由于现代化的冲击和城市化的发展，许多非遗项目正面临着丧失和消亡的危险。因此，保护

和传承非遗文化迫在眉睫。我们需要加强对非遗项目的记录、调查和研究，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和措施。

此外，也需要加强公众对非遗文化的认知和参与度，让更多人重视并参与到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中来。 
为了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同时带动乡村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本研究提出了将非遗文化与旅游相结

合，利用物联网技术吸引游客的策略。本研究旨在通过将非遗文化与旅游相结合，利用互联网技术提升

游客体验，促进地方乡村振兴。具体而言，研究目标包括深入挖掘当地非遗文化资源，开发具有特色的

旅游产品，优化旅游线路和营销策略，以及提升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互联网技术结合非遗文化的方法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带动乡村文化和经济发展[3]。首先，建立在线

平台 App 或网站，展示和推广乡村非遗项目。通过数字化技术和多媒体手段，将非遗技艺、传统习俗、

民俗节庆等内容呈现给更多的人，并引导游客前来体验和购买相关产品。其次，利用社交媒体平台 App，
组织线上活动和互动交流，增强乡村非遗文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例如，举办非遗文化直播活动、开展

非遗手工艺品线上销售等。此外，可以开展非遗文化教育课程，通过在线学习平台向全国甚至全球范围

内的学生传授相关知识和技能。 
通过以上方法，可以实现以下目的：一方面，保护和传承乡村的非遗文化遗产，促进乡村文化的繁

荣和发展；另一方面，带动乡村的经济发展，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因为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乡村

非遗文化不再局限于地域限制，可以获得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消费者。同时，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会带

动就业增加、农产品销售增长等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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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研究综述 

文化遗产和乡村旅游作为文化与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引起了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广泛关

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独特的文化标志，是人类文明的宝库。乡村旅游则以其淳朴的自然风光

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这一文化与旅游交汇的领域，如何实现文化遗产与乡村旅

游的有机融合，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的有机结合符合国家对于实现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家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持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农业农村发

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提供了重要支撑。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

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

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2021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发表《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一文，表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随着用户消费能力的提高，服务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邱春林《新中国工艺美术

发展的十二个关键词》口中指出：紧跟社会形势，释放文化服务能力。将文化服务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多元保护的新模式是机遇也是挑战，通过非遗文化服务既能满足人们的体验需求，也能创造巨大的服务

价值。然而，非遗文化服务仍存在服务质量和效率不佳及无法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体验需求等问题。服

务接触点是服务设计的重要环节，因此，通过探素非遗文化服务接触点优化方法，提高非遗文化服务质

量和效率，改善服务体验[4]。 
国家对乡村振兴战略极其重视，在乡村振兴中，非遗一方面作为民族文化的精华和民族精神的载体，

使乡村有了灵魂。另一方面，一些经济价值突出的非遗项目又在乡村产业发展中找到了自己新的生长点，

形成了特色产业，带动了乡村经济的兴旺，为村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此外，非遗和非遗元素

融入到乡村旅游当中，不仅大大增强了乡村旅游的文化魅力和文化吸引力，也使得传统的非遗实现了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以更新的面貌、更多样的方式、更迷人的姿态融入现代生活，使今天的乡

村更有文化内涵和文化韵味，更加多彩美好。 
前人对于非遗文化的研究体系非常成熟，例如： 
1) 参与非遗传承的研究，关注社群在非遗传承中的作用，研究社群参与的方式、挑战以及如何促进

社群的积极参与。 
2) 数字时代的挑战，一些研究探讨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记录、传播和保护非遗，包括虚拟现实、数字

档案馆等技术的应用。 
3) 非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包括非遗对社区经济的贡献、非遗产业的发展与可持续性等。 
4) 关注非遗在教育中的角色，研究如何通过教育促进非遗传承，培养新一代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理解。 
5) 研究者进行不同国家、地区非遗传承与保护经验的比较，以了解各地文化差异和相似之处。 
6) 非遗在旅游业中的角色，研究非遗如何成为旅游吸引力，并对地方经济做出贡献。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更高层次的消费结构与多样化的需求模式是我国文化创新方面急需解决难题

的方法。通过非遗文化创意产业中所实行的产品创新设计方法，用户对产品的要求和产品功能带给用户

的体验感来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明确服务设计的优势、劣势、提高经济效益。通过深化改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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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文化产业机会、威胁，也有利于带动创新产业的发展，更加有助于推动非遗产品走向更远的市场[5]。 
但在这些研究下仍然存在着不足，我们发现，前人研究中普遍存在对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之间平衡

关系的思考。在实际项目推进中，如何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保护文化遗产，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而只有实现开发与保护的平衡，才能实现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的关

系不协调。即使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与社会的关注，更能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例

如数字化技术、互联网等，帮助非遗的传承和推广。然而，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并非一帆风

顺。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文化遗产的过度开发可能导致其破坏，甚至引发文化资源的流失。另外，

不同地方的文化遗产具有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是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独特机遇。然而，由于地域差异，

需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避免一刀切的开发模式。 
非遗的传承仍然有以下的挑战因素： 
1) 老龄化和减少传承人：一些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大多年龄较大，而年轻一代对传统手艺的兴趣相对

较低，导致传承面临断代的风险。 
2) 现代化影响：随着社会的现代化，一些传统文化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年轻一代更多地接触到现

代文化，可能对传统非遗失去兴趣。 
3) 商业化压力：一些非遗项目可能会受到商业化的影响，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传统技艺的传承和发展。 
4) 地域差异：不同地区的非遗项目面临不同程度的关注和保护。一些地方性非遗项目可能面临较大

的挑战。 

3. “云上指尖非遗”——助力乡村振兴 

(一) 相关概念 
云上指尖非遗是指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手段，将非遗文化进行数字化处理和呈现，以便于传

播和推广。第一，基于 2010 年、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我们可以发

现农业智能化建设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作用。例如，通过引入智能农机、无人机等现代农业

工具，可以大大减少人工劳动强度，提高农作物种植和收割的效率。此外，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

对农业生产进行精准管理，也可以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因此，推进农业智能化建设，不仅可以提高

农业生产效率，还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第二，实证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产

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通过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农民可以获取实时的农业信息、市场行情和种植技术，

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和效率。此外，互联网还可以促进农产品的销售和流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农民的

收入水平。因此，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对于乡村振兴的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6]。第三，据有关数据显

示，采用期望贫困脆弱性(VEP)测算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状况，同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考察城乡居民保对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我国应利用贫困脆

弱性等事前概念构建脱贫质量的监测预警体系，实施城乡居民保保费减免补贴措施，鼓励农村低收入家

庭应保尽保，提高缴费水平。还要通过商业保险发展个体养老保险计划，形成多支柱养老保障格局，充

分发挥养老保险的减贫效应[7]。 
研究发现： 
1) 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仍然

成立。 
2) 机制分析表明农户使用互联网可以加速推广应用农业新兴技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强化社会

网络关系，进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3) 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农村地区、连片特困地区和胡焕庸线以西地区提高农户互联网使用率对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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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4) 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助于巩固脱贫成果、增加农业家庭收入、助力农民需求升

级和提升农民幸福感，从而加快实现乡村振兴的内涵式发展。 
(二) 准备条件 
1) 挖掘当地非遗文化：了解当地非遗文化的历史和传承情识：对当地非遗项目选择性进行深入调研

和分析：与当地非遗传承人进行交流和合作，加强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同时，要注意保护非遗文化

的原真性，避免过度商业化和扭曲。 
2) 合作与共赢：由于信息技术正在成为农业经济管理和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信息化发展。

了解当地特色产品的生产情况和市场需求，与当地特色产品生产商进行合作，与地方政府文化管理部门

联合，政府可以提供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可以参与旅游开发、市场推广和经营管

理，其他利益相关者可以提供资源、信息和人才支持[8]。 
3) 宣传与推广：运用现代媒体和社交平台，加大对非遗文化和乡村旅游的宣传力度，制作宣传资料、

举办文化节庆活动、邀请媒体报道等方式，提高知名度和吸引为，创造各种文创等符合大众群体的特色

产品，通过宣传和推广，将当地特色产品推广给更多的游客。 
4) 旅游线路设计：与当地文旅局联动，根据非遗文化的特点和地域分市，设计具有吸引力的旅游线

路，线路可以包括非遗项目的参观、体验、学习和互动，让游客深人了解当地文化传统和生话方式，和

各研学点联动，带动当地旅遊业发展。 
5) App 的制作流程包括： 
(1) 需求分析：首先需要对非遗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和了解，明确 App 的目标用户、功能需求以及

预期的市场效果，需要考虑如何将非遗文化与现代技术相结合，以满足用户的需求。 
(2) 制作过程：基于需求分析的结果，设计 App 的用户界面和交互流程。这包括前端设计、后端开

发、数据库设计等。在设计过程中，应确保用户体验流畅且界面美观。 
(3) 编程测试：完成 App 的开发后，需要进行全面的测试，确保 App 的功能稳定、无 bug，并满足

用户需求。此阶段可能涉及的功能测试、性能测试、安全测试等。 
(4) 运营维护：App 上线后，需要做持续的运营和维护，包括内容更新、用户反馈处理、技术优化等。

可以通过举办线上活动、推出新功能等方式，持续吸引和留住用户。 
(5) 后期保障：为确保 App 的长期稳定运行，需要提供技术支持和客户服务。此外，还应定期更新

App，不断优化和完善功能。 
6) 持续创新与发展：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根据市场需求和变化，持续改进和创新。

可以引入新的技术、项目和模式，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和满足游客的需求。同时，要关注可持续发展，确

保非遗文化和乡村旅游的长期繁荣。 
(三)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调查、实地考察、访谈等方法进行研究。其中，文献资料调查主要是通过查阅相

关文献和资料，了解乡村非遗文化振兴的背景、现状和发展趋势；实地考察主要是前往乡村地区进行实

地调研，了解当地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情况；访谈主要是对当地政府官员、非遗传承人、村民等进行

深入交流，了解他们对互联网促进乡村非遗文化振兴的看法和建议。 

4. 项目特色及示例 

(一) 项目特色 
1) 文化传承：App 可以帮助非遗文化传承者展示和宣传他们的技艺和作品，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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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文化，促进其传承和发展。 
2) 乡村经济发展：通过 App 的宣传和推广，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和消费者到乡村，促进乡村旅游和相

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 
3) 创新融合：App 可以融合科技与传统文化，提供创新性的宣传和推广方式，使非遗文化在年轻人

中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 
(二) 非遗项目示例 
1) “非遗 + 研学”——研学旅游是继观光旅游、休闲旅游后的一种全新的文化旅游方式。将非物

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与研学旅行相结合，让学生在实地考察、体验和学习中了解和传承非遗文化。如图

1 所示的这种教育模式旨在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同时也为非遗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 
 

 
来源：njmuseumadmin.com。  

Figure 1. Example picture of student research 
图 1. 学生研学示例图片 

 
2) “非遗 + 民宿”——民宿能够伴随旅游经济异军突起，在于其满足人们功能性之上的体验性需

求。非遗与民宿的结合既增强了入住旅客的文化体验，也为非遗文化开辟了活化路径。将非物质文化遗

产(简称非遗)与旅游民宿业进行深度融合，打造特色民宿，以增强游客的体验感和留客吸引力。如图 2
所示，这种模式一方面要求民宿在建筑装饰、场景打造等方面充分融合非遗元素，如通过外墙、门牌展

示非遗特色，并通过实物、图片及书籍等介绍非遗内容。另一方面，如图 3 所示，民宿经营者需要设计

并开展一系列与非遗相关的互动活动，让游客可以深度体验非遗文化，从而转化为留客的吸引力。 
 

 
来源：lsol.com.cn。 

Figure 2. Example pictur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omestay 
图 2. 非遗民宿示例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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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enzhou.gov.cn。 

Figure 3. Example picture of home stay activity 
图 3. 民宿活动示例图片 

 
3) “非遗 + 文创”——过去，在很多年轻人眼中，非遗的历史性对应的是“过时”，文化性对应

的是“土气”。然而，当手工纸、传统扎染(如图 4)、黑陶(如图 5)、刺绣、剪纸等非遗文创产品出现在

旅游商品市场时，传统手工艺与现代创意的结合折射出的文化温度，立刻受到他们的追捧。非遗是各地

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中积累创造形成，并世代流传下来的文化成果，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烙印和智慧结

晶。而文创则是以文化为灵魂，以创意为核心，以产业化为目标，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进行

文化产品的开发运营。 
 

 
来源：sohu.com。 

Figure 4. Example picture of traditional tie-dye 
图 4. 传统扎染示例图片 
 

4) “非遗 + 演艺”——如果说传统技艺类的非遗项目多以展示和产品开发成为旅游经济增长点，

那么大大小小的山水实景演出、文旅演艺和歌舞类表演等无疑是对舞蹈、音乐、服饰、节庆、习俗等非

遗文化的再开发。非遗加演艺的主要内容包括： 
(1) 非遗项目介绍：在演出开始前，通过主持人或讲解员向观众介绍非遗项目的历史特点、价值和传

承现状，增强观众对非遗文化的认识和尊重。 
(2) 非遗技艺展示：邀请非遗传承人或艺术家在舞台上展示非遗技艺，如剪纸、泥塑、刺绣等，让观

众亲身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 
(3) 非遗戏剧表演：以非遗故事为题材，创作并表演戏剧作品，如图 6 所示，如京剧、越剧、黄梅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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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让观众在观看戏剧的过程中了解非遗文化。 
(4) 非遗音乐演奏：将非遗元素融入音乐创作和演奏中，如图 7 所示，如民间歌曲、器乐演奏等，让

观众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了解非遗文化。 
 

 
来源：newdu.com。 

Figure 5. Example picture of black pottery 
图 5. 黑陶示例图片 

 

 
来源：ixintu.com。 

Figure 6. Example picture of Peking Opera 
图 6. 京剧示例图片 

 

 
来源：ynich.cn。 

Figure 7. Example picture of folk song 
图 7. 民间歌曲示例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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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展望 

(一) 结论 
本文通过对互联网促进乡村非遗文化振兴的研究和分析发现，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可以为乡村非遗文

化提供更广泛的传播渠道、更丰富的资源共享平台和更有效的交流互动平台。然而，也存在一些挑战需

要解决。为了更好地发挥互联网在乡村非遗文化振兴中的作用，需要采取以下措施：提高互联网技术应

用水平、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措施、加强宣传和教育力度、加强人才培养、提高电商运营能力等。适当地

加强品牌建设，提升农产品竞争力。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App 线上宣传并销售将会在乡村振兴

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未来研究方向包括：一是深入研究 App 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二是探讨 App 如何

与农业产业化相结合；三是研究 App 如何促进农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在数字化时代，互联网

和科技的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机遇。该项目利用互联网平台，将乡村非遗文化与现代生活相结合，

实现了非遗文化的数字化展示、传播和推广，有效地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 
(二) 展望 
云上指尖非遗项目的成功实施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在未来，我们对这一项目的发

展拥有更广阔的展望，并建议通过以下方向进一步丰富和深化项目内容，以实现更加显著的效果和影响。 
1) 技术与功能的提升——我们提议对云上指尖非遗项目进行技术上的升级与功能上的完善，确保其

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数字环境。这包括采用最新的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3D 打印和人工智能(AI)
技术，使非遗文化呈现方式更为生动和互动。同时，优化用户界面和体验设计，使得非遗文化更容易被

公众接触和理解。 
2) 强化合作网络——建议与更多的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进非遗的

保护和传承工作。这可以包含与地方政府、教育机构、旅游企业和文化传媒等不同领域的伙伴协作，以

资源共享、信息交流和项目联动等形式，扩大非遗文化的传播范围并加强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3) 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将非遗文化的推广与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相结合，探索非遗文化如何能

促进农产品品牌化、乡村旅游以及手工艺品市场的发展。通过非遗文化与农业、旅游等产业的结合，不

仅为乡村带来经济上的益处，也有助于传统文化的创新性传承。 
4) 教育与培训——强调对从事非遗保护与传播的专业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开发培训课程和材料，提

高相关人员对于非遗文化的认识和操作技能，从而提升非遗项目的管理和运营质量。 
5) 社区参与与反馈——鼓励社区成员积极参与非遗项目的实施过程，从规划到执行再到评估各个阶

段都应听取他们的声音。定期收集社区反馈，并根据这些信息调整项目策略，以确保项目能够真正满足

当地人民的需求和期望。 
综上所述，云上指尖非遗项目不仅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而且通过持续地创新和合作，它有潜

力成为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发展的重要桥梁。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断的努力和探索中，非遗

项目将为乡村振兴开辟出一条通往繁荣与发展的宽广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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