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馆藏文物、非遗艺术、书法绘画……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和技艺结晶，消
费者如今只需要通过手机就可以把它们
作为数字藏品永久留藏下来。去年以
来，以数字藏品为代表的数字文创新业
态逐渐火了起来。数字藏品缘何受市场
热捧？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创业态，数字
藏品为传统文创产业发展带来了怎样的
改变？记者近日对此进行了采访。

上线即告罄 数字藏品火起来
10日中午，1万份数字藏品“首届洛

阳牡丹花会会徽”在支付宝旗下数字藏品
平台发售，刚一上线即告罄。

负责该数字藏品发售的是我市一
家文化企业。该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数字藏品“首届洛阳牡丹花会会徽”由
我市相关部门授权发售，推出该数字藏
品的目的，在于宣传和推广洛阳文化旅
游品牌，让更多人了解洛阳。

“1 万份数字藏品不到半分钟就被
抢光，相关页面的浏览量也在短时间内
就实现了‘10万+’。”对于这次推广发售
的成效，该负责人十分满意。

什么是数字藏品？根据业界定义，
数字藏品指使用区块链技术，对应特定
的作品、艺术品生成的唯一数字凭证，在
保护其数字版权的基础上，可实现真实
可信的数字化发行、购买、收藏和使用。

“简单来说，数字藏品在区块链上
具有唯一的标识和所有权信息，相当于
在链上拥有一张虚拟‘身份证’。”该负
责人表示，消费者购买成功后，即获得
依托区块链技术赋予的唯一标识编码，
可以随时欣赏。换句话说，这是一种

“看得见，摸不着”的藏品。

种类多元化 渐成文创
产业新风口

近期，故宫、国家博物馆、大唐不夜
城等博物馆、景区相继推出数字藏品，
大多是一经上线就被一抢而空。

数字藏品为啥这么火？业内人士
表示，从受众角度看，数字藏品的出现，
让消费者特别是年轻消费者能以较低
的价格拥有和欣赏优秀的艺术作品，这
契合年轻人在数字空间的消费习惯、社
交需求与价值审美。从收藏角度看，数

字藏品收藏便利，弥补了实物藏品容易
损坏、丢失的缺点。

今年年初，洛阳博物馆将馆藏文物
“北魏石虎”做成数字藏品，用户通过支
付宝“集五福”活动，可兑换该数字藏品
并永久珍藏，吸引了不少参与者。

洛阳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推出
数字藏品旨在把博物馆的文化进行线
上推广传播，用年轻化的方式打开厚重
的历史，让更多年轻人愿意走进博物
馆，参与传统文化的传播。

专家认为，作为一种文创新形态，
数字藏品种类较为多元化，其把文物背
后的历史文化以更年轻化的方式传递
出来，有利于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逐渐成为文
创产业新风口。

数字化赋能 推动文创
产品“出圈”

当前，我市正积极探索文化文物资
源与新技术新应用的跨界融合，做大做
强工艺美术、精品演艺、实景游戏、数字
文博等文创产业，打造具有洛阳标识的

文创产品。
业内人士表示，以数字化赋能，将数

字藏品与实物文创产品相互补充，是推动
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发力方向。

洛阳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旅游
管理系主任闫玮表示，目前，景区、博物馆
主要的IP运营方式是通过线下的文创产
品来实现的。若消费者由于种种原因不
能出门，文创产品再精美也无人问津，应
善用数字技术，推动文创产品“出圈”。

“每一件数字藏品，其实都是一个
生动的形象或场景，这些都需要文化
IP 的支撑和活化。”闫玮表示，数字藏
品背后是不可篡改的凭证，更应是景
区艺术感和文化感的载体。他建议，
开发数字藏品，应围绕洛阳文化 IP 发
掘亮点，同时还要注重二次创作，以创
意实现文创产品的“年轻化表达”，推
动文创产品出彩“出圈”，让游客把洛阳

“带回家”。 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

万份数字藏品“首届洛阳牡丹花会会徽”刚一上线即告罄——

牵手“数字化”拓展文创产业新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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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渐暖，偃师区邙岭镇省庄村小游园成了村民休闲
的好去处。

今年，邙岭镇努力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151”工作
部署中积极实践、大胆探索，突出“五大抓手”构建党建引领
下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坚持顶层设计，强化高位推动，成立
以镇党委书记任第一组长、镇长任组长的乡村振兴工作领
导小组，明确任务、压实责任，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落实。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邙岭镇以村容村貌提升为主要抓
手，整合资源，利用边角地、废弃地、撂荒地进行提升改造，建
成多个小游园、微地标，实现“一村一景、各尽其美”；以“拆违
清杂”为突破，整体提升镇村主干道，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
治，用微景观扮靓村庄，绘就了美丽乡村新画卷。

另外，邙岭镇因地制宜推进“三变”改革，引进乡贤返乡创
业，实现村民就地务工，打造乡村振兴发展新引擎；围绕特色
农业，发挥黄杨种植优势，打造“产业链条长、带农机制活、吸
纳就业广、致富效益高”的黄杨产业集群，努力建设黄杨小
镇，以产业项目助推产业发展，不断擦亮邙岭生态乡镇、黄杨
之乡的“金字招牌”，夯实乡村振兴基础。（靳纪峰 秦朝阳）

因地制宜高位推动
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春风和煦,气温回升,正是播种好
时节。

这两天，军嫂余姗姗忙碌在孟津
区送庄镇裴坡村的田间地头，指导村
民直播播种过程，借此吸引粉丝，扩大
潜在客户群体。

余姗姗今年34岁。2011年，她辞
掉在上海的工作，随军来洛，目前是我
市一家乡村运营公司的负责人。

“一来到洛阳，我便为这里深厚
的人文底蕴和良好的创业氛围所吸
引。”余姗姗说，2013 年，经过考察，
她拿出仅有的 10 万元积蓄走上创业
之路，想用之前在上海积累的互联网
工作经验，把洛阳更多的好产品销往
全国。

余姗姗看到我市很多村镇都有特
色产品，便想通过乡村运营打造淘宝
村、淘宝镇，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帮助村民致富。2016 年，余姗姗和她
的团队探索总结出淘宝村建设“政
府+服务商”模式，通过陪伴式服务，
在运营、美工、视觉、活动、客服等方面
指导村镇和村民，把消费者、资金和人
才等吸引进乡村，把乡村的产品推广
出去。

在余姗姗和其团队的帮助下，我
市很多村镇的农民走上电商之路，手

机、自拍杆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新农
具”，直播成为他们的“新农活”。

裴坡村52岁的村民谢红霞通过电
商卖山药，这两天，她正在余姗姗的现
场指导下，直播山药播种过程。

“农产品基本都不耐放，前些年

都是坐等收购商上门，如果收购的人
少，东西就放坏了，一年下来，人均收
入只有几千元。”谢红霞说，这几年，
她和很多乡邻在余姗姗的指导帮助
下，从线下走到线上，通过电商把农
产品卖到了全国各地，“一年能挣十

几万元”。
“既然做了，就一定要做好。”余姗

姗说，她吃在乡村、住在乡村，只要有
村民家里有产品，又想开网店，她就会
及时上门答疑解惑，培训网络销售技
巧，指导他们直播卖货。

在余姗姗和其团队的运营、帮助
下，一大批具有地域特色的淘宝村、淘
宝镇相继成立，村民只需一部手机，就
可以让田间地头的农产品通过“云端”
卖到千家万户。

截至目前，余姗姗带领团队已成
功策划建设了省内的44个淘宝村、5个
淘宝镇，还在山东、山西、吉林、浙江、
云南等地指导建设淘宝村20余个。其
中，在我市策划建设的有平乐牡丹画
淘宝村、杜康文化淘宝村等 26 个淘宝
村，庞村钢制家具淘宝镇等 3 个淘宝
镇，通过乡村运营带动一大批乡村产
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产业振兴，
人才先行。”余姗姗对乡村运营这样理
解。今年，她和团队将努力为洛阳乡
村运营培养、沉淀一批本地人才，助推
乡村产业蓬勃发展，为县域经济发展
和乡村振兴赋能。

洛报融媒记者 申利超 王艳杰
通讯员 韩中军 文/图

我市一军嫂在全市策划建设26个淘宝村、3个淘宝镇，让田间
地头的农产品通过“云端”走进千家万户——

乡村运营激活力 直播成为“新农活”

近日，在偃师区翟镇圪当头
村龙飞针织厂，负责人郭龙飞正
在车间内指导生产。

今年 34 岁的郭龙飞，2011
年退伍后返回家乡圪当头村。
2014年，他和妻子魏晓静创办针
织厂，主要从事帽子加工销售业
务。夫妻俩从学习修机器开始，
到学习经纱、缝纫，再到学习帽子
制作，日复一日的辛勤努力换来
了厂子的逐步壮大。

热爱家乡、造福桑梓。随着
针织厂不断发展，目前已辐射带
动周边 90 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就
业增收，郭龙飞也用行动践行了
退伍不褪色的初心。“我要继续努
力，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为家
乡发展振兴贡献一己之力。”谈及
未来，郭龙飞充满信心。

洛报融媒记者 鲁博 杨凤
轩 通讯员 王雷 马浩冉 文/图

退伍不褪色
创业富乡邻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牛鹏远 通讯员 周旗 吴小
香）记者昨日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才聚河‘洛’·

‘阳’帆起航”百校千岗高校毕业生“云”招引活动10日正式
启幕，近期还将在洛阳高校组织举办现场启动仪式。

本次招聘活动为期两个月，将持续到6月10日。活动
围绕我市风口产业、“专精特新”企业、归国留学人才、硕博
人才、大学生见习实习等需求，设置“云”招引、“云”宣讲、

“云”指导、青年驿站、直播引才、职业潜能测评等板块，计划
覆盖省内100所高校，吸引1000家招聘企业参与，动员万
名大学生参加。

据介绍，今年，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总数预计1076万
人，我省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总数同比增加10万余人，纳入
全市就业监测范围的河南科技大学、洛阳理工学院、洛阳师
范学院等6所驻洛高校应届毕业生数量超过4万人。面对
疫情和就业形势叠加影响，为帮助全市高校毕业生“好就
业、就好业”，落实“万名大学生留洛计划”，自本月起，市人
力资源和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联合各驻洛高校举办“公共就
业服务进校园”活动，持续开展政策宣讲、引才服务、就业指
导、创业服务、职业培训、困难帮扶等工作。除了本次“云”
招引活动，该中心还将举办以“青春洛阳——万名大学生留
洛计划”为主题的优秀职场高校毕业生视频联播，以及其他
线上线下引才行动，助力洛阳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

参加本次“云”招引活动，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才聚河洛”
“洛阳人才”，点击进入后通过“云上引才”跳转到报名专区。

百校千岗高校毕业生
“云”招引活动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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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仝景菁 实习生 石依然 通讯
员 张炜）记者昨日从市图书馆获悉，我市将举办“花开富贵·
国色天香”牡丹绘画、书法、摄影作品展，自即日起至5月10
日，面向全市绘画、书法、摄影爱好者有奖征集优秀作品。

“花开富贵·国色天香”牡丹绘画、书法、摄影作品展由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市图书
馆、市美术家协会、市书法家协会、市摄影家协会协办，旨在
推出更多展示牡丹风姿、传播河洛文化的优秀作品。

此次作品展主要征集以河洛文化、牡丹文化为题材的
绘画、书法和摄影作品。征集结束后，活动组委会将对作品
进行评选，确定参展作品各 100 幅，并根据作品数量和类
别，分别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组织奖，颁发证书及奖品；
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择期在市图书馆及市、县公共
文化场馆进行巡展。

我市有奖征集
牡丹书画摄影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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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龙飞郭龙飞（（左左））指导生产指导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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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姗姗（右一）指导村民直播播种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