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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东亚文化之都”
终审活动在京举行

日前，2021年“东亚文化之都”终审活动在北京举行。评
审活动上，太原、绍兴、敦煌、淄博、烟台市 5 个候选城市代表
围绕“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创建工作及城市文化体系建设等方
面进行了精彩陈述与答辩，来自城市品牌建设与城市规划、对
外文化交流、公共文化服务、非遗传承与保护、文化和旅游产
业等领域的 21位评审委员进行了认真评审。拟于 2020年 12
月在日本北九州市举办的第十二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上，
三国文化部长将共同为当选城市正式授牌。

“东亚文化之都”是实现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成果、服务
国内文化和旅游建设，加强对外文化旅游工作的重要抓手，也
是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实践、落实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倡议的具体举措。该项工作自2013年启动以来，三国已有
21座城市获此荣誉。 本报记者 周涵维

湖南东安
村民联欢唱响南桥蜜梨丰收曲

喜迎丰收节之际，近日湖南省东安县南桥镇大水社区、坪
阳冲村、岩门村种植蜜梨致富的村民群众，在梨园举行庆丰收
联欢活动。精彩的龙狮表演《龙狮献瑞》、小合唱《山笑水笑人
欢笑》、武术《舜峰武韵》、歌伴舞《幸福梨乡》等乡土气息浓郁
的节目表达人们丰收的喜悦。连绵的群山，片片梨园，梨园里
梨农灿烂的笑脸就像那歌声一样甜蜜。

“南桥镇早在 2002 年就开始种植蜜梨，现已发展到 3000
余亩，年产梨 300 多万公斤，可创产值 1800 多万元。同时，一
亩梨用工 20个，每个工 100元，仅此一项，全镇可净增农民工
资性收入600万元。蜜梨产业不仅实现了土地增效和农民增
收，还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南桥镇党委
书记蒋海平道出了乡亲们满满的收获感。该镇蜜梨种植户
成立了东安县蜜梨协会，目前协会涵盖了 5 个村 100 余户梨
农 3000 余亩梨园。岩门村种梨能手陈华琨流转土地种蜜梨，
今年100多亩梨子丰产又丰收。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村民
们载歌载舞庆丰收，充分展示脱贫奔小康的美好图景和精神
风貌。 唐中玉 谢助民

山东莘县莘州街道
“文明户评选”点赞幸福生活

李庄村的王玉珍家庭利用废旧泡沫制作盆景，室内利用
废酒瓶进行装饰，加上合理的布局，大气又美观；东街村的王
爱荣家庭满墙的奖状，时刻鼓励孩子奋发有为，在达到“三
净”“四美”的基础上注重生活品位、家风家教；田庄村的马红
家庭室内家具摆放有序，点缀着各种鲜花，厨房整洁、厕所无
异味……一个个家庭呈现出的温馨而舒适的画面，展现了新
时代农村家庭的新风貌。近日，山东省莘县莘州街道办事处
开展了“文明户评选”活动，通过积极向上的活动，点赞和谐社
会里的幸福生活。

据悉，目前，该办事处已在各村设立了“文明户评选团”，
将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各种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截至目前，该街道党工委通过广泛宣传发动、
典型示范带动、现场观摩推动，评选出文明户 136 户，好婆婆
126人，好媳妇148人。 张萌新 张梦莹 王凯

北京怀柔
郊区亲子游体验更丰富

在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鹿世界主题园的“喊泉”旁只要你
用力“啊啊啊”的呐喊几声，眼前就会出现一柱拔地而起的壮
观喷泉。为了丰富郊区旅游项目，近日，杨宋镇鹿世界主题园
提质升级，除了增加“喊泉”外，还增加了七彩滑道、侏罗纪公
园、萌宠乐园等孩子们喜欢的游乐设施，适应了近年来日益火
热的亲子互动游的需求。

图为游客乘坐托马斯小火车体验喂养驯鹿的乐趣。
魏明俊 马伽 摄

广西隆林
群众载歌载舞喜迎丰收节

丰收节唱丰收，近日，具有“活的少数民族文化博物馆”
美誉的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民间文艺气氛活跃。该县平班
镇民新村群众在村文化小广场夜晚燃起篝火，载歌载舞表演
苗族芦笙、壮族山歌、仡佬族舞蹈等，喜迎丰收节，共话通村
屯道路建设给乡亲们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岩茶乡弄甫
村、克长乡大庆村的文艺骨干也“文化走亲”前来助兴，表达
共同心声。

隆林各族自治县地处云贵高原东南边缘，自然环境恶劣，
地势崎岖，路的不通畅导致群众难以“走出大山”，增加了脱贫
的难度。因此，道路修建成为了隆林人脱贫攻坚中必须要打
的一场硬仗。自2016年以来，隆林共投资7.18亿元，建设屯级
道路1240条，2433公里，改善了农村交通条件，提高了村民群
众生活水平，路畅通了脱贫的血脉。在民新村，一条修建好的

“致富路”，从甘蔗种植田直通村民家中，为农产品运输及村民
出行提供了便利。民新村的甘蔗因为这条路越销越远。路通
了，特色产业兴了，村民丰收了，和美山乡幸福旋律在隆林各
族群众心间荡漾。 黄桦

□□ 瞿祥涛

“打个电话，书就免费送到了家，真的是太
方便、太贴心了。”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常青
花园的视障读者钱京萍正在阅读从湖北省图
书馆借来的盲文书籍《医学荟萃》。钱京萍感
慨，虽然失去光明，但图书满足了她对真理的
追寻和知识的渴求。

钱京萍是“书邮你心、点亮光明”盲文图书
免费邮寄活动的受益者之一。近期，湖北省图
书馆为视障读者打通文化阅读服务“最后一公
里”，开展了盲文图书免费邮寄活动——视障
读者通过电话借书和还书，湖北省图书馆工作
人员接到通知后，联系快递上门送书和取书。
通常情况下，盲文图书借阅周期为60天。

半个多月前，钱京萍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
打了湖北省图书馆盲文阅览室的电话，并按要
求提供了读者证号、借阅图书名、收件地址等
信息。令她惊喜的是，第二天就在家里收到特
殊包裹——盲人读物专递包。针对视障读者
和盲文图书的特殊性，湖北省图书馆专门定制

了盲人读物专递包和地址卡，确保图书安全准
确地送达视障读者手中。

待读者阅读完毕后，只需要把书放回盲文
专递包并将随包附带的红色塑料防盗条固定
到拉链上，然后电话通知湖北省图书馆盲文阅
览室工作人员，即可通过他们联系快递上门取
书还书。

在湖北省图书馆盲文阅览室工作多年的
馆员冉克玲，是当地很多视障读者的老朋友，
打电话向视障读者推荐新上架的盲文书籍已
成为她的工作习惯。自“书邮你心、点亮光明”
盲文图书免费邮寄活动启动以来，冉克玲更加
积极通过电话向大家推荐图书，“活动让送书
上门更加方便、准确了”。

家住武汉市武昌区水陆小区的 64 岁视障
读者李巧萍，在冉克玲的介绍下，也通过该活
动借了两本书。“很快便收到了专递包！我太
高兴了，不仅是因为有书可看，更是因为感受
到了关爱。”李巧萍说。

据介绍，除“书邮你心、点亮光明”外，湖
北省图书馆还长期开展“书香伴读·聆听你

我”“光明直播室”等面向视障读者的阅读推
广活动。其中，“书香伴读·聆听你我”由馆员
及文化志愿者深入盲校、按摩医院、社区阳光
家园等地，为视障读者或者其他行动不便的
残障群体服务，让书香惠及每一位渴望阅读
的读者。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全省残障人
士阅读工作，让广大视障读者享受到均等化
无障碍文化服务。”湖北省图书馆馆长刘伟
成表示。

湖北省图书馆的图书“外送”服务远不止
于视障读者。自 6月 14日恢复开放以来，在做
好科学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湖北省图书馆
开展全方位、立体化的线上线下服务，尤其面
向全体读者推出了“楚天云递”网约书服务，受
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楚天云递”网约书服务借助“图书馆+互
联网 O2O 平台+物流”的服务模式，读者只需
登陆湖北省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或官网，便可预
约借还图书，享受快递包邮上门服务。平台开
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 9时至 17时，每日为读者

提供100个预约借书名额。每位读者每次最多
可借阅图书2册，借期30天，可续借一次。

据了解，“楚天云递”网约书平台上可供读
者借阅的图书共 3 万册，内容涵盖文学、经济、
历史等种类。目前，已有许多图书包裹通过快
递送到读者手中。

湖北省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所有借还
的图书，均按照馆内图书消毒规范完成了严
格消毒，在为读者提供便利服务的同时，全力
保证安全，让大家足不出户实现与图书馆的
零距离。

“太好了！湖北省图书馆服务广大读者的
工作做得真是全面细致，为读者提供了良好的
读书条件。点赞！”网友“沧海一粟”在湖北省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下留言。

“既安全，又便捷，居然还包邮，实在是太
贴心了！”网友“孟梦无瑕”留言。

据了解，“书邮你心、点亮光明”盲文图书
免费邮寄活动将会一直持续下去。“楚天云递”
网约书服务免费运行至 9月 30日，后续将调整
运行方式。

“小而美”，更精准的文化服务在身边

湖北省图书馆：打个电话，阅读包快递到家

□□ 吴梦婷 文/图

近日，笔者从青海省博物馆获悉，自青海省开展流动博物馆“五进”系列活
动以来，已经开展了30余场活动走进校园、乡村、社区等，不仅让文物“活”了起
来，传播了青海历史文化，更让更多基层老百姓、偏远乡村群众享受到了博物馆
的珍贵文化资源。

今年，青海省博物馆定期举办流动博物馆进校园活动，先后在虎台小学、昆仑
路小学、光明小学等学校，通过让孩子们体验雕版印刷、拼贴布贴画、绘制彩陶罐
等实践活动，让他们直观地感受到大美青海的多元文化，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在流动博物馆走进社区活动中，青海省博物馆围绕“我们的节日”主题，运
用馆内资源，走进社区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向群众介绍传统节日民
俗知识，让博物馆资源活化，融入到居民日常的文化生活中去。

为把博物馆资源送到基层群众身边，青海省博物馆还专门组织了小分队，
来到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多哇村和古德村、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宗阳村、海
东市乐都区高庙镇柳湾村等地，与当地开展结对帮扶活动。帮助海东市乐都区
高庙镇柳湾村彩陶博物馆，在学校建立彩陶文化实践基地，让更多学生在制作
彩陶过程中了解了青海彩陶历史。小分队还精心准备了以歌舞表演、快板、魔
术等多种形式的文艺演出，演绎出老百姓自己的脱贫故事。

青海博物馆工作人员根据馆藏精品彩陶上的动物纹饰，让孩子们一起玩
“设计彩陶盘”的互动活动，引导孩子们了解青海的彩陶文化。

□□ 秦雯 文/图

乘客手拿一本书，旁边放着一杯散发着
清香的茶水，悠闲地阅读，在诗书的海洋中徜
徉……这样的画面，以前大多出现在图书馆、
书店，而现在，在广西的高铁之上，将会有更多
这样的场景出现。

近日，“广西高铁读书驿站”在南宁东站正
式启用，南宁与钦州的高铁读书驿站正式连点
成线，“诗和远方”的文化之旅为广西文化和旅
游公共服务拓展了便捷优质的新渠道。

高铁读书驿站是自治区文旅厅聚焦文旅
融合的一次全新探索，旨在发挥铁路站点旅客
密集的优势，搭建图书通借通还平台，构建全
区高铁读书驿站互联互通网络，推动广西公共
服务资源共建共享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
文化旅游跨领域融合、跨行业发展、跨地区服
务树立新标杆。

笔者在读书驿站看到，这里配有自助借还
机、电子图书阅读机和少儿阅读体验机，纸质
图书及期刊多以南宁历史人文、民俗风情、旅
游资源等类型为主，为广大旅客提供了解南
宁、阅读广西的平台。

据介绍，在中铁南宁局的支持下，首批“广
西高铁读书驿站”主要在北部湾经济区图书馆
联盟城市的高铁站候车厅或高铁集散中心开
始试点建设，目前已建成南宁和钦州站点，下
一个读书驿站将在北海启动。驿站以智能化
服务为主，旅客可以在此自助、免押办理北部
湾经济区联盟馆的借阅证，体验“一卡在手，北
部湾的图书馆任你走”的潇洒，还可以把心爱

的图书带上列车，选择在北部湾联盟城市图书
馆或读书驿站异地归还。

今年自治区文旅厅积极打造“走读广西”
文旅融合品牌，以公共图书馆为依托，整合
馆藏资源和地方旅游资源，结合自驾游、研
学游、户外讲座直播、展览等多种形式开展
内容丰富的线上线下阅读推广活动。目前已
经开展了“桂林之旅——走读相思埭”“走读
广西畅游贵港”“钦州采风之旅”等活动，取
得良好反响。

文化视点

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服务的精准供给上不断发力，一些“小而美”的措

施，充分利用我国现有的发达物流系统和现代科技手段，大大增加了供给的弹性，让服务内容更加契合不

断升级的群众文化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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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高铁读书驿站

“诗和远方”文化伴你行

绿树阴浓夏日长，深山古村觅清凉。日前，山
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官庄街道石匣村“过半年”暨第
二届乡村振兴戏剧节开幕，锣鼓喧天、戏曲绕梁，
传统文化焕发崭新生机。

广场上人头攒动，观众喝彩不断。同时，不少
摊位摆出了乡村特产，推广起了石匣特色。此次
石匣“过半年”暨第二届乡村振兴戏剧节活动精彩
不断、亮点纷呈，每天都有精彩好戏上演，章丘梆
子展演、太极拳表演、篝火晚会……为游客带来了
一场场视觉和听觉盛宴。

沿村而行，欣赏深山古村美景。石匣村位于
瀛汶河源头，山峰层峦叠嶂，生态秀美，36泉穿村
而过，24桥沿河而建，是远近闻名的古村落。两年
来，石匣村紧跟官庄街道“党建引领”工作思路，党
员群众齐心协力，义务出工出劳，拆除违建、硬化
道路、绿化美化，在环境面貌的一天天变化中，提
振了“精气神”，树立了“新风尚”。借着乡村振兴
戏剧节的举办，石匣这个美丽的古村将获得更大
的知名度。

据悉，本次戏剧节规格高，由中国戏剧文学学
会指导，还承办了中国戏剧文化研讨会，举办了中
国戏剧文学学会采风基地授牌，更有“戏剧中国”
2020 年优秀剧目展演，刘兰芳、李宏图等 60 余位
优秀戏剧曲艺名家前来助阵。通过研讨交流 、颁
奖展演等一系列戏剧文化活动，石匣将打造独具
特色和魅力的戏曲文化品牌，用戏剧记住乡愁、讲
好故事、传承文化。

同时活动中，更多古村落的民俗文化、民间资
源也得以发掘、展现。重新修建的古戏台焕发新
风采、古村老油坊、豆腐坊、染坊等已开门纳客，赏
美景、唱大戏，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古村落在人
间烟火气中散发迷人魅力。

下一步，官庄街道将继续推进村庄景区化建
设，高标准打造石匣 3A 级景区，拉动南部山区旅
游产业片区发展，与西部泉城百花园田园综合体
片区、东部综合性物流园片区协同推进，推动乡村
全域全面振兴，打造富民强村、宜业宜居的“出彩
官庄”。 曲晓明乡村振兴戏剧节活动现场。 王焕文 摄

古村落里赏美景听大戏
——第二届乡村振兴戏剧节在山东举办

游客在南宁高铁读书驿站阅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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