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今年10月份起，作为贵州较早发展智慧旅游的景区
之一，黄果树景区全面实行实名制购票，游客可使用第二代
居民身份证、临时身份证以及护照等证件，通过售票平台

“快行漫游网”预订门票。
贵州黄果树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部负责人告诉

记者，运用大数据手段分析，实现了景区的统一管理、统一
指挥和统一调度，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优质的旅游体验。目
前，全国共有33座城市入选“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

在日前举行的“2018国际山地旅游联盟年会”上，与会
人士普遍认为，进入全域旅游时代，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
手段，大力发展智慧旅游，系统化整合旅游资源、公共服务、
政策法规等经济社会资源，实现从粗放低效旅游向精细高
效旅游转变，同时推动旅游行业与其他行业深度融合发展，
是旅游业提质升级的重要途径。

当前，优质景区在假期人满为患成为常态。面对巨大
旅游需求和有限接待能力之间的矛盾，以数字化手段提升
服务，成为各地推动旅游产业升级发展的重要手段。

智慧旅游成为不少地区整合旅游资源的重要手段。日
前，贵州省铜仁市打造的官方智慧旅游综合服务平台——

“智游铜仁”上线运行，可真正实现一部手机畅游铜仁。
大数据带来了海量信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游客带

来了选择上的困惑。穷游网副总裁崔莉介绍，穷游网汇聚
了来自全球的经典旅游线路，开发出了“打个响指获取旅行
行程”“一键召唤千万旅行帮手”“会读心的旅行目的推荐”
等功能，全方位覆盖行前、行中、行后的使用场景，为旅游爱
好者提供了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大多数智慧旅游应用仍处于小
规模尝试和探索阶段，服务还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智慧
旅游远不止网上售票和旅游线路推荐，还有巨大发展空
间。预测显示，到2020年仅人工智能就将推动全球旅游业
收入超过470亿美元。

智慧旅游未来该如何发展？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原副
主任信宏业认为，智慧旅游必须与传统旅游产业的实际需
求相结合，给游客、企业和行业带来更多价值。

高德地图高级产品专家、智慧景区负责人孙冲表示，导
航地图已可提供全方位、全周期服务，范围覆盖吃、住、行、
游、娱、购等领域，实现了体验智慧化、管理数字化、决策智
能化、营销全域化。

孙冲介绍，景区可通过交通大数据实时分析客源情况，
了解客流集中情况，预测未来两小时入园人数，及时调整配
套服务能力，提前做好人力分配及应对措施。

“科技是旅游的推进器和保护伞。”世界旅游城市联合
会副秘书长严晗表示，随着人工智能、VR、区块链以及人机
交互等技术在旅游领域广泛运用，科技正极大地改变着全
球旅游业的发展态势，成为推动旅游业升级的引擎。

整合各方资源 推动融合发展

智慧旅游提供更佳游客体验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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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第二届官洲

国际生物论坛在广州国际生

物岛拉开序幕。该论坛定位

为聚焦全球生物产业发展的

“达沃斯论坛”，自2017年成

功举办首届后，便成为一年一

度的行业盛会。今年论坛主

题为“粤港澳大湾区生命科学

协同创新与发展”

第二届官洲国际生物论坛开幕——

粤港澳大湾区力促生命科学创新发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庞彩霞

在本届论坛上，“遗传病的精准检测
及治疗前沿论坛”等六大分论坛以及生
物产业项目推介同期举行。在开幕式
上，全国创新生物医药创业投资服务联
盟宣告成立。

大力加强基础研究

在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
列举了目前国际生命科学发展的四大前
沿研究领域，包括癌症免疫治疗、基因测
序、干细胞、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大家
都很好奇什么时候干细胞可以直接用于
器官移植，目前这一领域已经有两次重
大突破。我相信未来突破空间更大，异
种细胞移植会有很大空间，甚至猪细胞
能够更早进入人体。”施一公表示。

施一公指出，人工智能发展离不开
基础研究。“人工智能目前的核心技术是
谷歌图像识别神经网络技术，这来源于
12年前的基础研究发现，还可以更早追
溯到解析哺乳动物的视神经网络研究。
这些基础研究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再生医学与健康

广东省实验室理事长裴钢表示，坐落于
广州国际生物岛上的再生医学与健康广
东省实验室要打造政策高地、人才高地，
发挥协同创新作用。

裴钢说，中国现在最缺的是基础研
究。2017 年，中国基础研究占 R&D（研
发）的比重为6.7%，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是
20%。“我们的 R&D 在世界范围内并不
低，但基础研究占比不高，说明我们还要
大力加强基础研究。”

裴钢强调，基础研究要与国际接轨、
一步到位，要集聚全世界的人才。由于
基础研究的长期性及不确定性，要做好
三件事。一是转化研究，只有将成果变
成临床药物、器械，才能让老百姓得到真
正的实惠。二是孵化创新企业，实验室
为此设立了产业创新部。三是要与产业
加强合作，通过建立“企业研究院”，打通
企业与学界的桥梁。“我们希望将再生医
学与健康广东省实验室建成生物医药界
的‘黄埔军校’。”裴钢表示。

创业投资商机涌动

在开幕式上，全国创新生物医药创

业投资服务联盟成立。据悉，该联盟是
在国家发改委指导下，由国投创合国家
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广州开发
区管委会、创业投资机构、创业服务机
构、企业、研究机构等组成，将探索创业
投资服务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生物医
药技术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打造全国
创新生物医药专业投资生态圈。

专家认为，该联盟的成立将积极推
动生物医药行业领先的创投基金和创新
生物医药企业落户广州，优先落户黄埔
区、广州开发区。国投创合国家新兴产
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将加大对广州市优
秀创新生物医药企业的投资力度。

“粤港澳大湾区正吸引越来越多的
企业寻求商机，尤其是生物医药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新滋表
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大
有前途。根据国际三大湾区的经验，要
在不同体制下融合发展，在城市竞争中
促进互补发展，大力激发湾区创新活力。

在开幕式上，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生
物医药产业促进会（粤港澳大湾区生物
产业创新联盟）同时揭牌。据介绍，该促
进会由广州再生医学与健康广东省实验

室、中山大学等 70 多家单位发起组建，
将采用“政+企+学+研+临床+资本”相结
合的创新合作模式，集聚大湾区生物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和创新资源，与港澳合
作建设一批创新平台和研究基地，推动
生物产业转型升级，打造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高地。

陈新滋认为，广东是制药大省，2017
年广东制药工业总产值达1646.31亿元，
连续多年保持平稳增长。在 2017 年制
药工业百强榜中，有不少本土企业上
榜。目前，广州的“两城一岛”（广州科学
城、中新广州知识城和广州国际生物岛）
聚集了一批优秀的生物医药企业。

打造产业新高地

“广州要打造生物医药高地,很有抱
负。”GE核酸药全球产品负责人卡瑞娜·
安德森表示。去年，通用电气医疗集团
GE 生物科技园项目在中新广州知识城
动工，该项目是GE医疗集团在亚洲首个
生物科技园，目前项目进展顺利。

“我们非常希望与中国药企加强合
作，帮助中国药企产品更快推向市场。”
安德森表示，经过多年积累，广州生物医
药研发领域是一座值得深挖的“宝藏”。

经过近10年的规划建设，广州国际
生物岛目前已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00亿元，聚集各类生物医药企业170多
家，形成了药物研发、干细胞与再生医
学、精准医疗、医疗器械、大健康管理咨
询等五大领域集群，其中金域检验、赛莱
拉干细胞、燃石医学等均为细分行业龙
头企业。广州再生医学与健康广东省实
验室、华南生物医药研究院、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人体组织器官移植和医疗大数
据中心等重大科技平台先后落户，搭建
起中欧、中美等多个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去年以来，GE生物、赛默飞、默克、
百济神州、诺诚健华等行业巨头在这里扎
堆落户，冷泉港实验室等顶级研发机构在
这里扎根聚集，一大批生物医药高端人
才、核心团队、产业联盟在这里抱团发展，
生物岛、知识城、科学城等平台集聚效应
在这里释放。”广州市委常委、黄埔区委广
州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周亚伟表示。

主办官洲论坛分论坛的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是国内最早为罕见病患者提供综合性
检测服务的医疗机构之一，积累了4万余例阳性病例大数据。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