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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部发布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恢复开放指南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印发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
（站）恢复开放工作指南>的通知》，指导全国公共图书馆、文化馆
（站）继续实施疫情防控，稳步做好恢复开放相关工作。

《指南》指出，恢复开放的总体要求，一是坚持分区分级，不搞
“一刀切”。疫情高风险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继续闭
馆。疫情中风险和低风险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恢复开
放工作，由当地党委政府决定；二是坚持防疫优先，做好恢复开放
的预案和准备工作。场馆及邻近区域出现确诊或疑似病例的暂不
恢复开放。

同时，要求各地做好场馆防控工作：分区域分项目恢复开放，
对不符合开放条件的场地以及容易形成人员聚集的项目等，应暂
不开放；各场馆要配备口罩、手套、消毒液、洗手液等防护物资；保
持场馆通风，在条件允许情况下首选自然通风；各场馆的阅览室、
文化活动室、展览厅、会议室、报告厅、餐厅、卫生间等区域以及图
书期刊、自助借还机、演出器材、展览设备等，要进行定期消毒；加
强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和持续做好线上服务等。

本报记者 周涵维

□□ 兰婷 王越欣 李庆 文/图

“大家看下我设计的这个花型怎么样，做成凳面应该很漂
亮。”2月24日，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云华竹旅有限公司员工小
张正在微信群里展示刚刚编制好的竹编新花样。

“虽然我们的竹艺城景区没有开放，但是公司的发展并没
有停下来。”青神县云华竹旅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岚介绍道。

云华竹旅是一家集竹编产品制作销售以及文化旅游服务
为一体的公司，公司内日常有 120 多名员工集中编制竹编产
品，但近期受疫情影响，不能再集中生产。陈岚充分利用竹编
编制的灵活性，将近段时间接到的价值300多万元的订单分成
几个部分，请员工分批次到公司领取回家制作，需要交流指导
的都在微信群里进行。

今年 48 岁的童小平在云华竹旅已经工作 7 年的时间了，
疫情期间，她也和很多同事一样在家编制。“这种方式挺好的，
既保证了收入不减，我们自身的安全也得到了保证。”童小平
笑着说。

“虽然疫情期间景区关闭，但我们刚好可以利用这段时
间，对我们的硬件、软件进行提档升级。”据陈岚介绍，除了赶
制已接订单、储备一批高质量的竹编产品以及进行竹编产品
的创新研发以外，同时开始着手对景区现有的设施进行提档
升级，“希望疫情结束以后，我们可以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呈现
在大家面前。”

距离云华竹旅公司不远处的银海竹木制品有限公司也
同样采取居家编制的形式进行生产。该公司于 2 月 15 日复
工，主要是生产竹编灯笼，除了少量的工人在厂房内保持安
全距离进行生产以外，大多数的订单还是由员工自己在家
进行编制。自复工以来，该公司已经完成约 2000 个灯笼的
生产。

“我们的竹编产品全是手工编制，所以对场地要求不
高，非常适合居家编制，疫情期间，竹编这一灵活就业的
优势就完全被凸显出来了。”青神县竹编产业园区党工委
书记万红缨说，青神县作为“中国竹编艺术之乡”，2019
年，该县的竹编产业带动了 5000 多人居家就业。“目前，园
区 其 他 竹 产 业 相 关 企 业 也 已 陆 续 复 工 ，生 产 销 售 都 不
错。”万红缨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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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领件在家编制。

□□ 王延斌 王朝学

2月 17日一大早，山东省临沭县青云镇
柳庄柳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金廷，在自
己的微信群里面统计这两天合作社柳编组
做的样品和半成品。统计结果出乎意料：
多数编织户都已完成了加工数量，很多户
还要求增加新样品新指标，原因是一些老
编织手为防“疫”蹲在家里闲不住，重新加
入编织大军，产品数量猛增，王金廷在严把
质量关的同时，需要隔三岔五地追加编织
户数量指标。

临沭县青云镇位于山东省最东南部的
苏鲁交界处，是“中国杞柳之乡”。该镇所产
白柳芯细、质地柔软、色泽亮白，年产干条
2000 多万公斤。在这个镇上有 3 万多人长
年从事柳制品生产加工，“人人是编手，家家
是工厂，天天见收入”。值得一提的是，青云
镇有六个“淘宝村”。

家住王庄的王绪村是远近闻名的柳编
能手，制作样品件件拿得起放得下。年前当
他看到过去和自己常在一起搞编织的伙伴
纷纷进城打工去了，正打算过了年跟着他们

进城闯荡闯荡。疫情打乱了计划。从大年
初六开始和妻子一起用自家地里出产的柳
条，一气编织了 150 套花篮，每套 120 元，很
快被当地的柳编厂定购下来，付给1000元定
金，让他多联系一些老手在家编织。目前，
青云全镇有 3000 多名农民工在家安心搞柳
编，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以前，由于“打工潮”影响，一些从事柳
条编织多年老手艺人，很多走出家门进城打
工去了，使一些柳编营销厂家显得人手短
缺，订单拖后。今年疫情防控工作开始后，
青云各村实施封闭式管理，许多村民宅在家
里无事可干，青云镇党委政府在严格执行省
市县防控要求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手工柳条
编织在家就能制作的优势，发动各编织企
业、合作社将编织加工人员化整为零，让放
货员利用手机微信把加工指标分配到各家
各户，编织人员先做成半成品等疫情结束由
柳编企业统一回收。这样避免了老百姓无
事可做扎堆聚集，一来有利于居家防控疫
情，又给农民增加收入，还解决了柳编企业
疫情结束后复工生产的订单指标，可谓一举
三得。

山东临沭县“杞柳之乡”

宅在家里就把钱赚了

潘小红

网络刺绣课堂带姐妹增收

在抗击疫情期间，甘肃省肃南县裕固族绣娘潘小红为宅家的姐妹开设了刺绣课堂，丰富
她们“宅”生活的同时，还为她们增收。

“大家早上好，昨天留给大家的作业都绣完了吗？”绣娘潘小红正熟练地在直播平台和学
员们进行互动。平日里跟她学刺绣的学员有不少，但是在疫情防控期间不能面对面教学，潘
小红就采取了网上直播教学的方式。“今天来给大家教丝网花的制作……”一堂直播课结束
后，潘小红马上准备起下一节课所用的物品，“开设这个网上培训班已经有一个星期了，教一
些刺绣针法、拖鞋编制等，报名参加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样不用出门也可以学习技能，而且还
能补贴家用。”潘小红手脚麻利地收拾着物品。

线上直播和线下实践相结合，学习效果良好，受到学员们的一致好评，史娅婷是潘老师学
员，“以前都是和潘老师面对面交流、手把手地教，在这个特殊时期，潘老师的直播，我们在家
可以不限次数回看学习，感觉也不错。”

图为潘小红正在网上直播教学。 宋坤 张海涛 文/图

叶连平
2万元特殊党费助抗疫

2月29日上午，春寒料峭，安徽省和县退休教师叶连平通过卜
陈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居平树向党组织交纳了一笔 2 万元的特
殊党费，以实际行动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做贡献。“虽然我不能像
白衣战士那样奔赴武汉抗击疫情，但捐点钱总是应该的！”叶连平
表示。

据了解，现年 93 岁的叶连平一生热爱教育事业，“痴迷”三尺
讲台，他几十年如一日，淡泊名利，倾尽心力和财力自办留守未成
年人之家，努力用知识改变农村孩子的命运，并且还创立了叶连平
奖学金，以奖励那些品学兼优的留守孩子。居平树告诉笔者，这次
在交纳特殊党费的同时，叶老还将年前中央文明办给他的春节慰
问金10万元全部转存到了叶连平奖学金账户。

“我希望最后一口气是在讲台上呼出去的，而不是在床上
……”朴实而又豪迈的话语，令人动容，更让人敬佩。因为这些善
举，叶连平被授予中国好人、全国道德模范、新中国最美奋斗者等
殊荣。 陈义山

广西天峨县
扶贫搬迁群众春联文化颂党恩

“和风美意迁新居，画栋连云喜眉梢”“精准帮扶摘穷帽，沐浴
党恩住新房”……近日，笔者在广西天峨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看
到，许多住上新房子的贫困户大门两边都贴着火红的春联，格外醒
目，乡亲们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跃然纸上。

近年来，天峨县大力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确保搬迁群众搬得
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目前，“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1705户7513人100%实现提前实际入住，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676
户7381人，同步搬迁13个屯29户132人。有劳动力且有就业意愿
的搬迁户全部实现稳定就业。为庆贺贫困户喜迁新居，当地书法
爱好者现场为搬迁户书写喜庆、励志的对联，供搬迁群众挑选，表
达了发奋图强脱贫致富的美好愿望。 黄元松

新冠肺炎流行期间，福建省漳州市群众响应国家号召，做到不
聚会、少出门。在宅家的日子里，坚持开展体育活动，增强体质，提
高免疫力。受活动场所限制，很多人因“家”制宜，在庭院散步、跳
绳、打太极拳，或者开展简便易行的站桩、瑜伽、俯卧撑等健身运
动。图为漳州市东山岛西埔村66岁的村民黄凤茶在自家庭院练
习武术。 林长华 摄

日前，在“全国民间剪纸艺术之乡”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温陈
中学教师、剪纸传承人董月芹，创作了以“共盼春来”为主题的多幅
剪纸作品，宣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点点滴滴，致敬抗击疫情一线
的勇士们。图为茌平区文化馆馆长李燕在展示董月芹创作的剪纸
作品《共盼春来》。 赵玉国 刘明明 摄

在战“疫”期间，全国各地农村手艺作坊充分利用生产方式灵活的特点，利用微信群将加工指标分配到各家各

户，村民居家复工，线上交流，不仅让村民的收入有保障，还保证了订单的按时足量完成。 ——编者

战“疫”生产两不误 手艺作坊忙起来

重庆市武隆区：贫困村“绣娘”宅家致富忙
□□ 曹建 吴彤

春寒料峭，阳光明媚，在重庆市武隆区高
寿村活动室，几位“绣娘”借着交刺绣成品的机
会，在活动室广场交流起刺绣的技巧。搭架
子、穿针引线、描轮廓……虽然她们一个个都
戴着口罩看不见表情，但言语交谈间透露出的
是满满的兴致与成就感。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宅在家，贫困户如何能
够做到防疫且不脱产？面对这一难题，作为帮
扶单位的武隆区人武部采取给对口扶贫村高
寿村“满绣”项目贫困户布置、认领作品任务的
方式，充分利用该产业独立性强、上班地点灵
活的特点，让贫困户在家就能生产，确保稳增
收、不返贫。

“满绣”俗称“针绣”“扎花”“绣花”，最初主
要流行于有满族村民的农村，通常以家织布为
底衬，以红、黄、蓝、白为主调的各种彩色丝线，
用一根细小的钢针参照图案上下穿刺，织绣出
各种纹样。绣品包括服饰、日用品、喜庆节令

用品等。
去年9月份，武隆人武部在凤来乡高寿村

大力支持文化产业扶贫，援建了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满族刺绣高寿培训基地，邀请黑龙江
满绣工艺品公司在高寿村开设满绣培训班，为
当地妇女提供就业增收机会。

“看，这是我自己在家绣的福字，防疫期间
不出门，就在家做刺绣。”防控疫情期间，武隆
区人武部满绣扶贫项目的贫困户们在微信群
里隔三岔五更新着关于作品生产的图片、视
频。贫困户周素秀介绍，往年春节这段时间都
在走亲戚拜年，今年发生疫情，只能宅在家，她
便搭上架子开始工作。“在家就可以赚上放心
钱，别提多高兴。”周素秀说，自己学得比较晚，
绣得慢，春节以来她已经绣好了三幅作品，黑
龙江满绣工艺品公司将统一回收，一共能卖五
六百块钱。

据了解，自疫情发生以来，经过武隆人武部
引导，该村目前共有10余名贫困家庭妇女参与
到满绣作品工作中，每人每月增收近三千元。 趁着阳光温暖，几位“绣娘”在一起刺绣并交流技艺。 吴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