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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字化背景下文化云平台的探索与思考
柯林海

（广州市越秀区文化馆，广东 广州 510100）

摘　要　随着群众文化的蓬勃发展，文化馆的传统服务模式面临重大考验，服务效能的提升遭遇瓶颈，在数字化、信息化

的当下，加快数字化综合平台的建设和研究，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以解决当前影响和制约群众文化进一步繁荣发展的突

出矛盾和问题的路径、机制、对策和措施，满足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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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十三五”时期，是基本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冲刺阶段，是落实国家“互联网 +”行动计划、大数据战

略和推进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文化部

“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把构建互联互通

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作为重点任务，提出要建设区域

综合性、一站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鼓励各地建设基

层综合性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对公共文化设施、资源、

惠民项目进行综合智能管理，统筹整合和揭示各类公共数

字文化资源，实现共建共享，提供一站式、集成式、多媒

体覆盖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同时要提高公共文化设施的

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加强文化馆（站）等公共文化机构

信息化设施设备配备，建立业务管理信息化系统，推进数

字文化馆建设，开展线上服务，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信息化、

网络化水平。尤其是，在数字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

背景下，国内外形势呈现新变化新特点，结合人民群众不

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将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

术等现代科学技术和传播手段应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是推进文化馆服务效

能提升的必然要求和战略选择。

目前，国内文化馆公共数字服务平台建设尚处于起步

阶段，广州市越秀区高度重视文化馆数字化建设，先行先试，

积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与科技融合发展，初步建成了以“越

秀文化云”为基础，结合微信公众平台、新浪微博、南方 +、

省公共文化云等数字平台，为市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指尖”

公共文化服务。这为我们进一步探索研究数字化背景下的

文化云平台建设提供了样本。

2 在文化馆建设文化云平台的重要意义

当今是数字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群众文

化的蓬勃发展，群众文化的管理及活动的开展遇到了不少

瓶颈，缺乏科学有效的方式将现有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此，通过引入“互联网 +”时代下的开放、合作、共享观念，

文化馆长期以来“保守、闭塞、单一”的服务模式将被摒弃，

并将赋予突破式改革创新的特点。[2] 通过数字文化平台的建

设，运用互联网思维，应用数字化技术与手段，探索文化

馆数字化途径和模式，能有效提升文化馆全民艺术普及服

务效能，向“智慧”和“互联网 +”转型，实现资源整合和

管理更加精细、快捷、有效等，具有六大功能意义。

1. 强化文化资信发布宣传。通过构建资源丰富、技术

先进、传播高效、服务便捷、管理规范的公共数字文化传

播服务平台，有利于提高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供给能力。扩

大服务范围、拓宽服务领域，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开展优

质的服务工作，使文化资源得到最大效益地利用。

2. 提高场馆资源有效利用。团队或个人可以通过平台

预约或查看场馆使用情况、申报进度等。通过整合和优化

各级各类文艺人才、项目、场地、道具等文化资源，让文

化资源得以发挥最大的效能。

3. 提升服务精准度。通过文化云平台，实现“文化有约”

菜单式服务，可以将送戏、送电影、送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艺演出以及团队特色文化服务纳入文化菜单中，并积极

招募文艺展演出团队、文化志愿者，承担文艺演出、知识

讲座、文艺培训和文博展等配送服务。

4. 完善反馈互动体系。参与活动的市民，可以平台进

行评价、投票等互动。通过反馈了解群众满意度和群众文

化需求，真正做到问需于民，以文惠民，确保所配送的公

共文化产品能满足社区居民的不同需求。

5. 突破时空界限，随时随地享受数据库资源。市民群众

在互联网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访问到文化资源，方

便了使用，达到延伸信息资源服务空间、拓展网络化的目的，

进一步提高信息资源服务利用效率。

6. 实现非遗资源数字化。通过特色资源库建设，加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保存、保护，有步骤、有重点地循

序渐进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

对其进行有效的传承和保护。

3 越秀文化云的创新实践与思考 

3.1 越秀文化云的建设思路及成效

从 2017 年起，越秀区先后投入约 240 万元，建设电子

政务版块——越秀区公共数字文化云平台（以下简称越秀

文化云），按照公益性、示范性的基本要求，对公共文化

设施、资源、惠民项目进行综合智能管理，统筹整合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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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实现共建共享，打造文化地图，提供

一站式、集成式、多媒体覆盖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另外，

平台为优秀文艺团队及文化机构开放接入口，鼓励社会力

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进一步扩大公共文化服务的辐射范

围，盘活区内乃至更广泛区域的线下文化资源，激发文化

创造力，最终优化提升越秀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同

时该平台积极融入省、市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实现公共文

化资源的有效对接联动，促进社会文化资源的整合利用。

越秀文化云主要围绕“1 个中心 9 大系统”进行搭建。

以 1 个数据中心为基础，解决文化大数据累计及应用难题，

推送精准文化服务，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为政府提供

有效的决策依据；搭建 3 大界面，通过门户网站、移动端

服务、内部管理界面为供需双方提供便捷、全面的数字服

务入口；建设 9 个子系统，为群众提供多元的文化服务产

品，涵盖资讯、场馆、活动、培训、团队、非遗、志愿服

务、数字资源、文创版块。2019 年总访问量 147.2 万多次，

其中 2019 广府庙会专题页访问量 50 多万次，参与鳌游庙

会赢大奖活动 5000 多人次。2020 年，越秀区文化馆进一步

优化数字平台功能及后台大数据分析，推进文化商城建设

及与市公共文化云的技术对接工作。发布在线可预约活动

共 107 场，线上可预订总票数 2.1 万张；发布文化资讯 237 条，

总访问量超过 100 万次。目前平台用户量 5 万多人，入驻

团队 199 个，入驻机构（含 18 个街道分馆）45 个。

3.2 越秀文化云的创新示范价值

1. 打破软硬件壁垒，实现文化资源线上线下充分融合，

打通数字生活的最后一公里，使市民的指尖数字化能贯穿

整个文化生活，同时大大降低公共文化服务的人力成本。

越秀文化云已建成综合性、一站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

有网页版、H5 微站、微信小程序、终端一体机等多种打

开方式，为居民群众提供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可展

示文化馆、站及文化机构及民间团队风采，为群众提供展

览、培训、演出、讲座和非遗、文创等资讯以及丰富的视

听数字资源，群众可以在线预约活动、预订场地等。基本

实现了群众文化参与全流程数字化服务。在群众需求最热

切的活动、培训报名版块，平台已经实现文化资讯推送——

识别报名二维码一键报名——活动前提醒——现场扫码签

到——后台考勤——用户活动体验评价的完整闭环。在场

馆预定版块，群众可按分类选择文化馆站、社区文化室、

博物馆、剧院、书店等类型丰富的场馆信息，可在线了解

场馆概况、排期、导航等。

2. 平台为优秀文艺团队、小微文化企业、文化演艺机

构等开放接入口，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通过

平台提供演出、场地等文化资源。平台通过共建共享进一

步扩大公共文化服务的辐射范围，盘活区内乃至更广泛区

域的线下文化资源，激发文化创造力，优化提升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供给能力。目前，该平台已为越秀区内 18 个街道

文化站开通机构账号，促进区内文化馆、站的场地、活动、

人员、信息等因素互联互通；平台入驻文化团队 199 个，

涵盖戏剧、舞蹈、声乐等多个门类；平台入驻机构 40 余家，

包括美术馆、博物馆、创意空间、文化策划传播公司、文

化协会、书店等。平台以越秀区为中心，通过资源聚集，

使区内文化资源连点成片，以完整的文化地图呈现，并把

更广阔范围的企业、协会等文化设施纳入文化地图，社会

机构、团队可获得与公共服务机构同等的发布权限。平台

鼓励社会机构、团队以低于市场的公益价格提供文化场地、

票务、演出等服务，并引流用户关注。

3. 创新打造文化电商版块。建设文娱演艺、文化设备、

文化服务、工艺美术、文创用品、创意设计、教育培训等

版块，搭建专业权威的文化资源互动平台，探索创新文化

产业孵化运作模式，为公益模式的深度开发提供资金保障，

强化数字文化活力。

4. 建设文化大数据中心，建立文化参与画像，为政府

制定精准公共服务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平台将对系统存储、

数据检索等功能进行升级，扩充数字文化资源，实现海量

数字文化资源公益配送，并通过对用户参与数据的智能分

析，产生系列指标，实现文化服务的精准推送，同时为公

共文化管理的各项事务提供决策依据及指标。

4 结语

越秀文化云平台的可行性探索，对落实国家“互联网 +”

行动计划，进一步探索文化活动线上线下融合，打通数字

生活最后一公里，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如何建设完善创

新共享、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科学实用的现代化公共文

化数字服务体系，并有效引入社会资源，保障服务平台的

健康、持续运营，有待继续前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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