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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晋江市 13岁肢残少年王同学
的家最近完成了无障碍改造。长期靠轮
椅活动，王同学原本连开个灯都得爸妈帮
忙，如今电灯、窗帘等通过语音或者手机
就能遥控，家里还专门安装了智能监控设
备，爸妈可以放心出门。

小小“黑科技”，让家里变了样，也让
生活有了幸福的模样。王同学如今的生
活日常是我国 8500万残疾人同沐暖阳的
缩影。5月 19日是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
日，主题为“科技助残，共享美好生活”。
让我们聆听那些爱与奋斗的故事，感受残
疾人事业发展中澎湃的科技力量。

康复身体，恢复希望
“人工耳蜗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已使我

国近90%的听障儿童能够听声学语，进入
普通幼儿园和学校学习。”在 5月 14日中
国残联举办的助残日主题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康复是生命的重建，是残疾人最迫切
的需求。近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残疾人精
准康复服务行动，2021年至 2024年 4月
底，全国共有 2769.76万人次残疾人得到
基本康复服务，531.98万人次残疾人得到
辅具适配服务，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
率稳定在85%以上。其中，146.31万人次
残疾儿童得到康复救助，基本实现残疾儿
童“应救尽救”目标。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残疾人辅助器具

领域新产品不断面世。
戴上机械手臂，实现“手随心动”；坐

上智能轮椅，上下楼梯来回自如；植入人
工耳蜗，世界再也不是“悄无声息”……科
技感满满的各类辅具，助力残疾人更好自
立生活。

此外，借助科技力量，各地康复服务
愈发精准、高效。

在山东，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纳入助
残“一件事”主题集成服务，线上申请服
务流程进一步调整优化，申请救助更加
简洁便利；

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当地残联为
有迫切需要的残疾人配置“家庭生命体征
监测管理系统”等智能化设备，打造“医院
与家庭同步”的居家康复新模式；

在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当地建立“物
联网+”康复之家，为残疾人提供医疗健康、
康复训练、辅具租赁等服务，实现助残“智
慧化”、服务“管家式”、送康“家门口”。

融入社会，生活无“碍”
牵着一只既萌且酷的智能导盲犬，在

万众瞩目之下，视障姑娘蔡琼卉安心地完
成了杭州亚残运会火炬传递。这是亚残
运会史上首次用智能导盲犬来辅助视障
火炬手传递圣火。

杭州亚残运会期间，“小西”和“小湖”
两只电子导盲犬也在盲人足球比赛场地
拱墅运河体育公园体育场“上任”。他们

不仅把场馆地图铭记在“心”，还能“听懂”
中英双语指令，自动规划出最优行进路
径。“由它带着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
方向了。”有残疾人运动员感慨。

科技助力之下，残疾人融入社会的方
向更清晰、渠道更宽广，进一步感受到生
活中的魅力和美好。

高德地图研发“轮椅导航”功能，规划
的路线尽量避开台阶和陡坡路段，已累计
提供 5000余万次路径规划服务；腾讯视
频开通“无障碍剧场”专区，自动识别通过

“语音读屏”进入的用户，将剧场入口置于
其页面显著位置；一些触觉反馈无障碍技
术将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设备的震动时
长、频率和强度进行组合，向视障用户传
递差异化信息……

从 2021年到 2023年，2577家与老年
人、残疾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网站和APP进
行了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助力跨越“数
字鸿沟”。

科技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逐步
去除着曾经横亘在残疾人面前的各种障
碍，努力践行着“一个都不能掉队”的目标。

逐梦前行，书写精彩
一位顾客打开无人售货柜成功购买

商品。数百公里外，天津创美助残基地，
听障人士王洪媛、王洪良姐弟俩认真盯着
电脑屏幕，仔细对比顾客收货前后货架商
品变化。鼠标轻点，无人售货柜购物环节

顺利完成。
王洪媛和王洪良都是听力一级残疾，

主要负责审核无人售货柜反馈的视频、图
像、重量等信息，通过比对判断顾客购买
物品的种类、数量，生成商品订单并扣取
相应费用。

“听障人士对图像更敏感，审核速度
也更快。”对于这份工作，王洪媛自觉“游
刃有余”。两人如今只需 3秒左右就能完
成一单审核。单量多时每天可以完成
2000多单的审核工作。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改善残疾人生活
状况、实现自我价值的关键。

近年来，中国残联等部门积极开展促
进残疾人就业相关行动。截至 2023年
底，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
906.1万人，仅 2023年一年就新增 54.4万
人就业。特别是伴随着科技创新催生的
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诸多新职业随之
诞生，残疾人的就业范围进一步扩大。

直播间里，残疾人主播热情洋溢，回
应着网友的提问；录音设备前，残疾人有
声演播者用声音演绎着一个个动人故事，
开启“声不息、梦不止”的人生新篇；电脑
前，残疾人网店店主用心经营，备货、发货
熟练操作……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新
的支点，许多残疾人实现“云端”逐梦。

当科技“硬核”力量与人文“温情”相
融，越来越多残疾人享受到科技发展的红
利，在人生舞台书写精彩。

今年 5月 19日是第 14个“中国旅游
日”。从多地举行的惠民文化旅游活动看，
文旅深度融合，科技赋能不断打造消费新
体验，多元个性化需求助力拓展消费新场
景等，正逐渐成为当下文旅消费新趋势。

文化“活”了旅游“火”了
牛肉丸、朥饼、糖画……潮州美食非

遗集市上，形形色色的潮州传统美食香气
扑鼻、“潮味”四溢。马来西亚游客颜泳和
今年第二次来到潮州，“感觉吃不够！以
后我还会经常过来。”

游客一边品尝美食，一边与潮州饮食
工作者、非遗传承人互动交流，一口非遗
糖画、一杯潮汕工夫茶，串联起千年古城
的文化魅力。

内蒙古鄂尔多斯，柔软精致的羊绒制
品不仅是游客常买的“伴手礼”，而且还能
让游客亲身体验其制作过程；浙江宁海，
赏花线路与采茶研学、读书活动、绘画艺
术有机结合；在上海，访问各大博物馆的
观众中，超过 50%是 35岁以下年轻人，超
过 60%是“拉杆箱一族”，85%以上会在博
物馆内或周边商圈购物……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深度融
合，让旅游业既服务美好生活，又促进经
济发展。

今年以来，宁海通过油菜花节、桃花
节、樱花节三大花节，累计吸引游客 20余
万人次，带动实现旅游收入1350余万元。

目前，鄂尔多斯“绒都小镇”126户商
户已和181家旅行社签约，2023年实现线
上线下销售额超过4000万元。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旅
游出游合计 2.95亿人次，同比增长 7.6%；
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1668.9亿元，同比增
长12.7%。

宁海县徐霞客研究会执行会长麻绍
勤表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在挖掘和传
承地方文化的基础上，强化地域文化与旅
游项目的深度融合，为旅游发展持续注入
活力。

科技赋能打造更炫消费新体验
用国际天文项目“退役”材料制成艺

术装置，将海量天文数据转为可视化的图
像，以互动性强、更直观的方式展现科学
家与艺术家对宇宙的理解……

上海天文馆的展览“宇宙考古—探索
时空的科学艺术之旅”日前向公众开放，
给参观的游客带来震撼体验。

科技赋能文旅产业，给游客带来更多
更炫的消费新体验，沉浸式智慧化是其中
的新亮点。

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华彩万象——石
窟艺术沉浸体验”让石窟艺术得到全新演
绎；“5G大运河沉浸式体验区”成为江苏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人气最旺的“打

卡”点；潮州涵碧楼引入虚拟现实、增强现
实技术还原历史场景，讲活红色故事……

如今，5G+智慧旅游应用已覆盖风光
旖旎的名山大川、历史文化厚重的文化遗
产和古镇古城、“烟火气”十足的特色街
区、精彩纷呈的戏剧演出以及悠然又活力
四射的现代乡村。面向消费者的机器人
送餐服务、无人机外卖、无人机旅拍服务
等，已广泛渗透到旅游休闲场景。

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包括上
海天文馆在内的全国首批 42家智慧旅游
沉浸式体验新空间吸引消费者超 430万
人次，实现消费总额超过2.2亿元。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随着
5G、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技术
在文旅领域加速应用，科技赋能文旅融合
高质量发展正不断展现出生机勃勃、潜力
无限的广阔前景。

个性化与多元化场景丰富
徐汇西岸，是正在举办的“2024上海

（国际）花展”的一个会场。滨水空间咖啡
香与花香四溢，骑行、轮滑、攀岩、篮球等
各类体育运动场地客流“爆棚”。

游客周婷说：“我们一家人来这里，老

人想看看花，小孩子想玩轮滑，我想坐下
喝杯咖啡，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但在
这里都能得到满足。”

随着游客需求更多元化、个性化，文
旅消费场景不断突破“边界”，客源地、目
的地也更加多元。

在鄂尔多斯康巴什区，“暖城七点
半”春夏文旅消费促进活动给赛车小镇
注入夜间生命力。小镇推动体育与旅游
融合，培育水上运动、低空飞行等新业
态，引入后备箱集市、飞机草坪音乐会，
吸引更多年轻人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
和夜游。

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杨蕴丽认为，当下消费需求内容日趋多样
化，餐饮、旅游、零售、商圈、文娱、数字化
消费需求持续释放，旅游业态正在日益多
元化。

贵州“村 BA”、天水麻辣烫、淄博烧
烤、平潭“蓝眼泪”……此前相对“小众”的
旅游目的地，不断涌现出新的吸引力。

携程研究院行业分析师王亚磊介绍，
从该平台“五一”订单同比增速看，县域市
场高于三四线城市，三四线城市高于一二
线城市。

中国旅游研究院预计，2024年国内旅
游出游人数、国内旅游收入将分别超过60
亿人次和6万亿元。

戴斌说：“广大游客消费需求的变迁，
正在倒逼旅游从业者以全新的理念看待
今天的旅游业。我们要着力完善现代旅
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推动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科技赋能，共享美好
——写在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日之际

新华社记者

文旅融合、科技赋能、个性多元
——透视旅游消费新趋势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