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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要求一



《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对智能服务做出了如下要求：

“强化工程平台和服务终端管控”

“加强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促进工程在平台、资源服务方面

的互联互通和融合发展，坚持集约节约，避免重复建设”

“创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业态，促进工程转型升级和服务效能

提升”

“创新工程建设模式，拓宽社会力量参与渠道，打破信息壁垒，

探索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域的开发共享”。

基本原则



目标任务

明确规定要对工程平台和服务界面进行整合

推出统一的基层服务界面，统筹开展基层数字

文化资源配送

实现工程平台有效整合、服务便捷高效，社会

力量参与机制更加健全，服务效能显著提升

到2019年底

到2020年底

《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对智能服务做出了如下要求：



开展智能服务的意义主要集中在：

增强行业发展活力，提升服务效能的必要举措，也是公共数字文化

工程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

图书馆、 文化馆传统的服务设施、服务方式和服务手段限制了

供给的多样化和受众面的拓宽，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文图两馆的发展

及服务能力的提升。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在文图两馆的全面应用，

有利于服务质量、数量、效率、绩效的全面提升，使文图两馆在服

务创新、推进发展上有一个新的突破和着力点。



开展智能服务的意义主要集中在：

满足广大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对公共文化需求的现实需要二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丰富服务内容，拓展服务阵地，满足广大群众

的精神文化需求，让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成为文图两馆公共文化服务

中的主要模式，这不仅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客观现实的需要。

通过多层次、多样化、专业化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服务，拓展和延

伸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前期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二



前期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对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电视网络环境下，两大工程在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

共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发展中心”）和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

层面的服务情况进行了调研和梳理

网站服务

服务界面与形式 服务内容与对象

 两大工程共拥有网站形式

的服务界面18个

 大部分是以PC端提供服

务，也有手机门户和硬盘

服务形式

 提供普适性服务

 以特殊群体为服务对象设立

 为某个资源建设项目设立

 为某种特定需求设立



移动互联网
环境下的服务

一体机服务

一体机服务界面有5项

两大工程之前共有

粉丝数量从几百人

到几万人不等，有

些常年没有更新

7个
微信公众号

8个APP

总体来说，相互交叉，缺乏统筹，急需整合

前期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构建基于宽带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数字电视

网的公共数字文化应用，在客户服务端统一服务平

台、服务入口、服务界面，为基层群众提供一站式

、集成式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在基层服务点积极

开展智能化服务应用，建立健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的服务体验机制，开展订单式、菜单式服务。

前期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在统一称谓的基础上，对现有服务界面提出融合和定位建议：

在网站服务层面

发展中心建设的国家公共文化云、国家数字文化网重新进行定位，实

现资源和服务的深度融合。

国家公共文化云
定位为国家数字文化馆网站

国家数字文化网
定位为公共数字文化工程门户网站

前期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平台新建与调整

着手建设新的两微一端服务账号“文旅e家”，对之前的各平台逐步

进行调整，调整后与新定位和建设的平台合并或者在保持范围不变情况

下继续服务。

平台 调整

 第三方配送平台

 文化共享边疆超市

 文化共享扶贫超市

 推广工程的基层图书馆资源提升等

将通过新的智能终端管理系统进行资源

统一下发

 移动阅读平台 继续在原有范围内提供服务

例
：

前期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被保留下来的原有服务界面

要基于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的融合进度安排，互设端口、互设界面，实现互联互通

部分具有可替代性的服务界面

随着工程融合进展将逐步停用

推广工程的网站 推广工程的微信号 文化共享边疆超市 文化共享扶贫超市

前期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界面融合工作现在已经启动

第一批将在今年内完成 全部完成

前期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统筹线上服务，推出统一的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网站、微信号（订

阅号和服务号）、APP、微博等。

PC端建设 两微一端工作

由系统平台组牵头

基于国家数字文化网进行升级 具体落实由智能服务组牵头

前期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两微一端建设内容三



“两微一端”建设是开展智能服务的主要方式，采用统一logo及名称：文旅e家
主要包括：

APP
苹果版
安卓版

订阅号

微博号

服务号



APP
苹果版
安卓版

订阅号 微博号

全民
阅读

文化
旅游

中华
优秀
文化

全面
艺术
普及

文化
精准
扶贫

服务号



“文旅e家”APP

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服务主阵地

（一）“文旅e家”APP



“文旅e家”APP

（一）“文旅e家”APP

文化资源：汇集公共数字文化工程优秀建设成果，展示图书、视频、
音频、期刊等多种类型的文化资源。

文化地图：展示全国六千余家图书馆及文化馆相关信息，提供基
于位置的场馆信息展示及位置导航。

文化活动：定期采集更新全国各图书馆及群众文化机构各类预告信
息，涵盖活动、讲座、展览、培训、演出等。

文化直播：展示精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包括文化直播、精彩回看、
广场舞活动等。



（一）“文旅e家”APP



图书 期刊

文化资源

1 2

视频

4
音频

3

（一）“文旅e家”APP——文化资源

专
题
化
展
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

广场舞

乡村春晚

小戏小品

乡村拍手

旅游

公开课

微视频

动漫

戏曲



（一）“文旅e家”APP——文化资源



（一）“文旅e家”APP——文化资源



（一）“文旅e家”APP——文化资源

开启跟图书馆联编系统的接口，用户查询场馆信息时，可对接附近位置的实体馆藏



（一）“文旅e家”APP——文化地图

支持场馆签到功能

用户到达场馆一定范围内可启动签到功能，签到可以获得积分，系统会根据用

户积分划分活跃度和用户等级



（一）“文旅e家”APP——文化活动



（一）“文旅e家”APP——文化直播



（一）“文旅e家”APP——文化直播

“我和我的祖国”——文化新生活

助力“我和我的祖国”——文化新生活全国广场舞展演活动，提供参赛作品投票、

展演活动直播、回看等功能。





（一）“文旅e家”APP——个人中心



明年计划

开启各地平台的建设，希望积极

上传资源内容和服务信息到主界

面和分平台

开发基于AR的资源检索功能，

使app更好用，更具有亲和力



（二）文旅e家服务号

“文旅e家服务号”是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官方微信服务号，重
点突出服务功能，与“文旅e家”APP客户端采用混合开发的
模式。包括“服务”、“资源”、“个人中心”三个菜单。

•提供工程内图书馆、文化馆等场馆的地图服务和各类直播

服务，包含“文化地图”、“在线直播”两个子菜单。服务

•提供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资源，群众文化展、广场舞、乡

村春晚、百姓大舞台、小戏小品等表现基层群众文化风貌

的资源。另外还提供了“移动阅读”、“公开课”等资源。
资源

•提供微信号与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账号绑定/解绑及APP下载

功能。个人中心



“文旅e家服务号”

目前已经上线，欢

迎大家关注使用。



“文旅e家订阅号”是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官方微信订阅号，是公共数字
文化工程开展宣传的重要端口，于2019年5月上线，提供活动、资讯、
公告三个栏目。

（三）文旅e家订阅号

• 提供演出、展览、培训、讲座等活动预告信息，呈

现工程各种品牌主题活动。活动

• 提供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相关新闻、通知等信息。资讯

• 提供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政策、会议等信息。公告



“文旅e家订阅号”

5月18号上线

推文阅读量5500余次



（四）文旅e家微博号

“文旅e家”微博账号是国家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的官方微博账号，4月
19号上线，侧重对公共数字文化工程举办的演出、展览、培训、讲座
等资讯及各地公共文化服务机构重要活动的宣传发布；是开展宣传的
重要终端之一。



APP  9月份上线

订阅号5月份上线

服务号8月份上线

微博号4月份上线



社会化合作案例

——喜马拉雅
四



（四）引导市场力量和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

“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牢牢把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的公益属性，全面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充分发挥政府主导

作用，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畅通社会力量参与渠道，

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激发公共数字文化发展活力。”

重点任务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建设”

社会化合作案例——喜马拉雅



创新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运行机制，拓宽社会力

量参与渠道，探索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域的开放

协作，实现共建共享共赢，激发公共数字文化工程

发展活力

坚持正确导向 统筹规划 提质增效

开放共享，合作共赢

基本工作思路

社会化合作案例——喜马拉雅



与喜马拉雅的社会化合作

以公共数字文化工程为主体，开通了

“文旅之声”服务账号，陆续在服务账号

中发布高品质音频资源

社会化合作案例——喜马拉雅



电脑端

手机端

车载电台

APP开机画面宣传

首页焦点图推广

重点城市频道和栏目页投放

定期提供收听数据报告

推广渠道 推广手段

社会化合作案例——喜马拉雅



9张专辑，2个听单，1834条声音，粉丝数量2.2万人，收听总量1006.8万次

收听较好 收听较好

收听较好

收听较好

社会化合作案例——喜马拉雅



春节期间制作发布
《春节哪里的年味更浓》

世界读书日期间制作发布
《423我们一起读书吧》

在APP首页和300多个城市频道首

页进行推荐

一个书评的节目，请名家对国图的

文津图书奖的获奖图书进行点评，

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进行朗读

 共9条音频数据

 每条时长5-14分钟

 完播率51.83%，时间越短完

播率越高

 点击量20.1万

 解读人知名度越高，节目的

完播率和点击量越高。

社会化合作案例——喜马拉雅



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向喜马拉雅公司采购一批音频资源专辑

适用性强 覆盖面广 群众喜闻乐见

涵盖

党课教育 历史文化

音乐赏析 儿童文学

全民艺术普及 旅游

809个
音频系列

20余万条
音频资源

将账号内容进一步丰富，上升为频道

社会化合作案例——喜马拉雅





谢 谢 大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