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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数字化旅

游已经成为当今旅行业的主要趋势

之一。无论是旅行规划、目的地导航

还是旅游体验的个性化设计，数字化

技术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旅行方式。

◀“晒”出美图分享回忆 ▲体验VR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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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露）“身体
不舒服，对着摄像头招招手、喊一声，
我女儿就能及时知道。”近日，市民王
阿姨笑着展示家里新安装的摄像头。

王阿姨的女儿平时在北京工作，
虽然相隔千里，但她隔三岔五就能感
受到女儿的心意。“经常是我们正准
备做饭，就会收到一份外卖。”王阿
姨说，倒也不是什么大菜，就是一碗
麻辣烫、一份臭豆腐、一笼包子之类
的，都是他们老两口爱吃的，或者是
女儿中午想吃什么了，也给他们点一
份。

前几年“小度”机器人刚上市，王
阿姨家就有了一个。“很实用，每天问
问天气，想听歌的时候让‘小度’播放

一首，想起什么新闻了，就问问‘小
度’，就是个解闷的小工具。”王阿姨
说，自从有了“小度”，她和老伴多年的

“运普口音”都有了显著的变化，“不然
‘小度’听不懂，哈哈哈！”

最近，女儿又联系人给他们安装
了一个智能摄像头，这样就能和他们
在线对话，及时掌握他们的健康状况、
生活情况等，随时随地能关注到他们
在家的状态。

“前几天我窝在沙发上看电视睡
着了，就听见女儿说‘妈，你拿个东西
盖上’。”王阿姨告诉记者，用女儿的话
说，这个小摄像头让他们多了一位“智
能监护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多了一份
安全保障。

电子小物件 让儿女的陪伴不再遥远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露）近日，市

民何女士和张先生长期在陕西省渭南市
出差，无法及时回运城办理新建商品房
转移登记，因此犯了难。

为了寻求解决办法，何女士拨通了
运城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的电话，结
果得知，该中心与渭南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已经通力合作，并正式颁发首个异地
受理的不动产登记证，实现了两地不动
产登记业务互认互通、跨省通办。何女
士立刻和张先生高兴地带齐申请资料，
到渭南市“跨省通办”专窗申请转移登
记。

据介绍，在数字科技的帮助下，“跨
省通办”按照全程网办、异地代收代办的
服务模式，使不动产登记打破属地限制，

运城、渭南两地企业和群众均可就地申
请办理另一地的不动产登记业务，实现
线下“就近办理，只跑一次”。

渭南市工作人员根据我市受理事件
要求，当场核验申请资料，确认无误后，
登录平台录入信息、上传扫描件。完成
异地受理后，线上推送给我市工作人员
进行审核，并将纸质档案邮寄到运城市
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我市完成审核、
登簿等工作，于 3 日后为何女士和张先
生颁发了不动产权证书。

我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有关负责
人表示，将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政务服
务中的优势，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积极
与周边省市沟通协作，更好地满足群众
和企业的办事需求。

跨省通办提“数” 异地办事不难

◆个性化定制旅行◆
“由于老公坐不了飞机，所以我们打算

自驾去海南。”市民郭女士说，定了自驾的方
式，接下来就是制订路线，“我觉得也不要着
急，路上就留了6天的时间，慢慢逛呗。”

如今，旅行者通过智能手机应用和各种
线上平台，可以轻松查找关于目的地的信
息、热门景点和餐厅推荐。郭女士就是在小
红书、抖音上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制订了一
份详细的计划表。计划表上标注着预计停
留的城市及相关景点和美食。她告诉记者，
他们打算在成都停留两天，好好品尝一下蜀
地美食。

这些平台不仅能帮助旅行者制订计划
表，还能根据旅行者的兴趣、预算和时间表，
为其提供个性化的旅行建议，使旅行计划更
加灵活、更符合旅行者的需求。郭女士兴奋
地说：“现在的大数据就是厉害，根据我的记
录推送了好多我感兴趣的东西，真是方便。
这么看下来，在成都待两天时间可能还有点
紧张呢！”

◆“实+虚”增强体验感◆
数字化旅游还带来了虚拟现实的全新旅

游体验。旅行者可以通过VR头盔探索虚拟
的旅游目的地，来一场身临其境的视觉、听觉
体验。AR技术则可以为旅行者提供实时的导
航和信息，增强现实生活中的旅行体验。

“戴上VR 眼镜，只需40 多分钟就能穿
越到古埃及，登上金字塔顶，沉浸式感受古
老的文明奇迹。”永济市居民何女士在网上
刷到了上海VR探索体验展《消失的法老》的
相关视频，非常感兴趣，其儿子刚放假，两人
就“飞”到了上海。“虽然咱马上去不了埃及，
但在国内就能体验一把。孩子看完以后，特
别兴奋，真是没白来。”何女士说。

上海行程结束之后，何女士和儿子又来
到了浙江金华。在万佛塔景区，用手机扫描
万佛塔，观赏到塔身叠加AR模型后形成的
虚拟融合景观，他们还与虚拟IP形象“飞天
仙女”拍照打卡。走进万佛塔地宫，通过AR
眼镜，他们看到了壁画中的人物徐徐走来，
更有“飞天仙女”实时讲解，又体验了一次

“人在画中游”，母子俩大呼过瘾。

◆二维码预约出行◆
数字化旅游也改变了旅行中的支付方式。现在

旅行者可以使用移动支付应用支付住宿、交通和门
票等费用，避免了携带大量现金和信用卡的麻烦。
此外，电子票务系统使旅行者可以在线预定并随时
访问机票、火车票和景区门票，提高了旅游便捷性。

刚从三亚回来的崔女士就觉得二维码预约出行
非常方便。“你看，我和朋友去天涯海角景区之前，只
要提前在公众号上把身份信息和人数填好，再拿着
系统生成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进景区，也不需要像
以前一样排队买票了。”崔女士说，公众号还提供了

“畅游天涯”“天涯美食”“游览车预定”等一些项目预
定。比如景区的特色星空营地露营餐、椰子鸡、游艇
精品游等项目，里面可以看到详细的视频介绍和价
格目录，想要什么提前预订，再也不用排队等候了。

“相比从前拿着现金排队买票的日子，现在的旅
游真是太便捷了。”崔女士感叹。

◆“文+图”分享回忆◆
“海边真是太美了，随手一拍就能当头像。”崔女

士打开了她的手机相册向记者展示，刚开始因为不
会拍照，还特意百度了“海边拍照姿势”。就按照上面
的提示，一步一步来，崔女士也拍出了不少“大片”。

何女士也在小红书上晒出了自己的旅行经历，
还起了一个醒目的名字“VR行走”。“里面的画面我
展示不出来，所以只能用文字写下我对这次旅行的
惊叹，再加上我们旅行拍的照片，给其他的旅行爱好
者分享一点小经验。”

郭女士的朋友圈就更丰富了：堵在哪里、吃在哪
里、住在哪里、玩在哪里……每一条消息都配上了如
小作文一般的感慨文字和九宫格图片，收到了众多
评论消息。

数字化旅游推动了旅行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
们的旅行经历。旅行者通过在微信、抖音、小红书上
等发布照片、视频和文字，可以与家人、朋友，甚至社
交圈的陌生人等，分享经历和发现。这种分享不仅
丰富了旅行者的回忆，还可以激发其他人的旅行灵
感，为旅行者提供建议和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