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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数据显示，博物馆的人流量
较多，工作人员引导游客错峰游览。”
国庆假期，大足石刻景区累计接待游
客 2.6万余人，为做好景区疫情防控，
管理人员通过GIS可视化管控系统详
细掌握了各景点游客量，并实时进行
错峰引导。

大足石刻GIS可视化管控系统基
于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5G与GIS地理信息、人工智能等技术，
实现对大数据的深度挖掘、分析与应
用，实现了集中指挥统一调度等功
能。平台功能上可查看景区实时动
态、游客分布情况，展示客密度、实时
客流、展示各娱乐设施、智慧厕所、酒

店餐饮当前接待情况，还可展示当前
景区天气环境状况，景区停车场余位
情况。

“该平台对接应急指挥调度系统，
实现了业务上的统一管理。”景区管理
人员介绍说，智慧景区的建设一方面解
决了景区存在的数据孤岛、信息不共
享、数据不联动、调度效率低等问题，另
一方面，基于实景地图和模型将“地、
物、事、组织、情”等因素进行直观、有逻
辑性的集中呈现，更加有利于景区内部
不同部门之间，景区与交通、医疗、消防
等其他机构之间，景区与上级管理部门
之间的联动，大大提高了景区的精细化
管理水平。

“耳”听六路“眼”观八方

科技让大足石刻景区智慧满满 新渝报讯（记者 何美林）10月 10日，大足区标准
化协调推进部门联席会议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目
前，大足区已成功创建“大足冬菜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大足石刻旅游服务标准化试点”等6项国家级标准化
试点示范项目，还有 1项市级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将
于今年11月进行验收。

会议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和《重庆市标
准化条例》，进一步宣传标准化理念、普及标准化知识，
总结近年来标准化工作成效，安排部署近期重点工作。
近年来，大足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标准化工作，在全市
率先建立标准化协调推进部门联席会议机制，构建“政
府主抓、部门协作、社会共建”的标准化发展大格局。

据悉，每年的10月14日是世界标准日，今年3月1
日起实施的《重庆市标准化条例》将 10月 14日所在周
定为重庆市标准化宣传周。今年首届重庆市标准化宣
传周活动，大足区围绕第 53届世界标准日主题“美好
世界的愿景”和中国主题“数字时代的标准化”，先后开
展了公开课、入企学习、媒体专题报道等系列宣传活
动，积极传播标准化理念，普及标准化知识，提高全社
会对标准化的关注度和认知度。

大足石雕起源于初唐，雕刻内容以大足石刻佛像、罗
汉、观音为主，工艺精美绝伦，造形玲珑剔透，神态憨态
可掬，不仅是珍贵的工艺收藏品，更是重庆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辉煌时期仅龙岗村就拥有石雕产业艺人近千人，
所产石雕享誉海内外。为进一步发展石雕产业，建议：

一是强化人才保障。建议整合现有资源，开办大
足石雕职业教育学校，引进一批国内外知名石雕艺术
人才，从历史、艺术、技艺、营销、电子商务等方面培养
一批现代化石雕产业后备力量，为大足石雕产业发展
提供人才支撑。

二是夯实产业基础。建议以承接重庆市石材交易
市场等产业转移为契机，加快推进大足石刻文创园建
设，形成产业链完备的产业集群。打造1—2个大足本
土石雕龙头企业，进一步提升工艺水准，创新开发新的
雕塑主题与形式，丰富产品种类，让大足石雕跳出模仿

“怪圈”。
三是加大宣传力度。建议加强与市级部门、大型

会议地点、地标场所等合作，使大足石雕成为提升场所
文化品味的必备之物。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举办
大足石雕艺术博览会，逐步重振大足石雕品牌知名度
与影响力。 （大足区龙岗街道 田宇航）

大足已创建6项国家级
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

发展石雕产业 做好“三项工作”

近日，来自医疗、法律、水务等领域的大足区无党派
界别政协委员走进社区，为广大群众进行义诊义检，并宣
传法律知识、节水节能知识。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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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景拍摄+
CG动画”的8K球幕
电影中感受视听震
撼；一部手机就能实
现随时随地扫码听讲
解；监测预警体系不
仅让文物安全更有保
障还为文物修复提供
了精细的数据支撑，
近年来，大足石刻景
区运用人工智能、云
计算、大数据等核心
技术创建“智慧景
区”，让科技与文旅完
美结合。

景区工作人员利用GIS可视化管控系统进行智能调度。

在大足石刻监测中心，LED显示屏
上，显示着大足石刻世界文化遗产监测
预警系统前端设备所采集的数据和分析
走势图。内容囊括了大足石刻造像所处
环境的气象、微环境、岩体稳定等实时监
测数据，以及消防监测系统、移动数据采
集App等涉及到的 18类 70余项监测内
容。

大足石刻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
台通过安装在前端各种传感设备采集气
象、岩体稳定、游客数量等各类数据，进
行记录、整理和分析，建立起变化可监
测、风险可预报、险情可预控、保护可提
前的大足石刻监测预警体系。

在实施大足石刻宝顶山大佛湾卧
佛治水工程时，修复团队对卧佛开展

了区域微环境监测、地下水监测、文物
表面渗漏水监测等各种监测工作，并
有针对性的实施了灌浆参数监测、地
层抬动监测、施工震动监测等各种预
防性监测。这些数据不仅指导并优化
了施工方案，确保了文物安全，同时，
也为工程质量的评价提供了数据支撑
和科学依据。

据悉，该平台是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监测预警试点项目之一，投入使用后使
大足石刻的监测，在手段上实现了从早
期的人工记录到现在自动化监测的跨
跃，在意识上实现了从被动的抢救性保
护监测到主动的预防性保护监测的转
变，为大足石刻保护和管理提供有效的
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

景区更“聪明”
预约购票、线路规划、参观景点、扫

码听讲解……到大足旅游，游客只要关
注“惠游大足”微信小程序，吃住行游购
娱就可一键搞定。

在大足石刻景区内设置有“扫一扫，
听讲解”的二维码，游客只需要用手机微
信扫一扫，便可以获取语音、图片、文字
讲解资料，更加详细地了解有关大足石
刻的故事。

“都说游览大足石刻三分靠看七分靠
讲解，自助讲解服务就像一个随身讲解员，
自己感兴趣的可以让它重点讲解，不懂的
还可以重复讲解。”一位游客说，这样的方
式很方便，也满足了游客个性化需求。

目前景区内网络信息基础设施设置

合理，5G信号已覆盖。游客可提前通过
百度、高德等地图及时查找到景区精确
位置信息以及附近其它景点、酒店、参观
等旅游资讯。景区已建成票务系统、智
能广播系统、信息发布系统、智能停车系
统、安防系统等多个子系统。在售票大
厅设置了自助查询导游导览终端设备，
开通了线上线下购票通道，支持微信、支
付宝、网银等购票方式。

此外，景区的 8K球幕影院、4K高清
影院也成了游客的打卡地。“实景拍摄+
CG动画”的制作方式，把真实的现实空
间转换成数字空间，充分展示了大足石
刻的超高艺术价值和丰富文化内涵，为
观众带来了超强视听震撼。

文物更安全

大足石刻游客服务中心，市民正在观看大足石刻数字影院内的8K球幕电影《大足石刻》。

游客更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