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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将征集扶持“一带一路”
文化和旅游产业国际合作重点项目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为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
全面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合作，文化和旅游部将开展2020年

“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国际合作重点项目征集与扶持
工作。

此次征集将重点扶持在拓展数字文旅产业合作、加强创意
设计合作、推动旅游演艺合作、促进文化和旅游投资合作、建设
文旅产业国际合作服务平台、强化国际化产业人才培养等方向
的项目。

入选项目所属企业将成为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国际合作工作
重点联系企业，被优先推荐与国家级政府投资基金、政策性银行、
部行合作机制框架内银行和其他投融资机构建立合作，拓宽融资
渠道；优先参加文化和旅游部与各国政府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合
作开展的有关交流合作活动。

本报记者 周涵维

广西灵山县
乡土文化赋能“网红”带货助脱贫

今年以来，在疫情防控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双重考验下，广
西灵山县发挥互联网文化优势，巧用“巧妇9妹”“泗州山16哥”等

“网络大咖”助力脱贫攻坚，通过文化赋能“网红”带货闯出精准扶
贫新路子。

灵山县创新网红带货、流量变现等模式，通过“网络大咖”传
播展示灵山乡土文化魅力，分享农村原生态生活及美食，将农村
的特色农产品推向市场前沿，推出爆款产品，提高市场认知度和
良好口碑，畅通全县的果蔬、家禽、茶叶等优质农产品及特色产品
销售渠道。如新时代灵山本土网红通过“网络直播”和电商平台，
平均每天接收订单900多份，最高一天达2000多份，6月份灵山县
本土网红共销售灵山县农副产品50万元，“妃子笑”荔枝等深受各
地消费者欢迎。

据了解，灵山打造网红直播基地，培育了一批懂网络、会直
播、能线上销售的本土“网红”，大力发展网红经济，丰富了文化
扶贫模式，激活了贫困户发展扶贫产业内生动力，贫困户造血能
力进一步增强。目前全县贫困村“3+1”特色产业覆盖率均达90%
以上。 李平

山东利津前关村
文化兴村建设文明富美家园

7月5日，走进山东省利津县汀罗镇前关村，这里村容整洁，产
业兴旺，文化气息浓郁。仿古式村庄大门、百果园、农家乐、家庭
农场、老粗布和手工鞋合作社、戏楼式乡村剧场、休闲广场、铁门
关历史文化展馆等让人眼前一亮，这个“省级文明村”名不虚传。

前关村快速发展得益于村“两委”班子的积极谋划引领。过
去前关村基础设施落后，环境脏乱差，群众收入低。村支书崔星
国上任后，制定发展思路，大力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牵头成立前
关村家庭农场，成立铁门关石磨面粉合作社和老粗布、手工鞋合
作社，规划建设了电商之家，将村内的石磨面粉、老粗布、手工鞋
等产品推向网络，带动群众发展农家乐等休闲旅游项目。村集体
流转土地建设了 500 余亩的围村林，筹资建成了集中华钙果、葡
萄、苹果为主的“百果园”。前关村田园综合体项目实现年收入
200万元，村集体经济增收50万元。前关村先后被评为“全国民主
法制示范村”“省级文明村”“市级安全文明村”“市级公共文化体
系建设示范村”“市级乡村文明家园”。 杨明玉

安徽阜阳枣庄镇
农民文化活动室突出乡土特色

为丰富农村居民的文化生活，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枣庄镇实
施“文化兴镇”战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向文化民生工程倾斜，
彰显地方特色，乡土味道，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该镇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在全镇 9个村（居）开展农民文化活动室
建设，充分挖掘当地文化底蕴，彰显地方乡土特色，做到补差补
缺，努力提升品位和档次，让农民文化活动室真正成为农民精神
文化生活的乐园。

与此同时，以活动为抓手，积极组织村民参与文化民生工程
活动，今年计划组织开展大型文体活动 6场，每村一场“送戏进万
村”大型文艺演出和一场体育民生工程比赛活动；弘扬正能量，向
广大群众宣传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开展“12345”工程，即：一场
展览活动、二场广场舞大赛、三场文艺演出、四场读书征文活动、
五场培训讲座。 张万发

河南宝丰县
传统石雕工艺助山区农民增收

河南省宝丰县观音堂林站铧匠庄村传统的石雕工艺成为当
地农民致富的助推器，农民依托当地山区石材资源丰富的优势，
通过从事石雕工艺品加工，不但让传统绝门技艺焕发新光彩，同
时还帮助当地贫困户脱贫增收。

铧匠庄村的石雕技艺以传统的圆雕、透雕、浅浮雕、高浮雕为
主，既用于架桥、建房中，同时又记录了神话传说、民间信仰、历史
人物、花鸟虫鱼等传统文化相关知识。图为观音堂林站铧匠庄村
65岁的石雕师、县级非遗项目石雕代表性传承人张太和在加工花
鸟石龟鱼缸。 王双正 文/图

□□ 本报记者 程天赐

最近，一位喜爱读书的农民工朋友演绎了
不一样的励志故事：

6 月 24 日，只上过小学的 54 岁湖北农民
工吴桂春，在广东省东莞市图书馆的留言簿上
写下：“我来东莞十七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有
十二年，书能明理，对人百益无一害的唯书也，
今年疫情让好多产业倒闭，农民工也无事可做
了，选择了回乡。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
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
余生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
旺。识惠东莞，识惠外来农民工。”

短短 130 余字的临别赠言，被图书馆员
拍照并上传网络后迅速刷屏，很多网友留言
表示：“看哭了……”“平凡的人，不平凡的心
志。”“他的文采已经超过很多人了。”“爱读
书就是精神明亮的人。”“吴桂春的这段留
言，让人想起几个月前，武汉方舱医院里‘读
书哥’躺在病床上读书的照片。面对暂时的
困境，阅读总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携
书如历三千世，无书唯度一平生。”“惭愧！
我已多年没去图书馆。”

吴桂春身处底层，却能仰望星空，从阅读
中与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成果为伍，获得了内心
的充实高贵，他的故事能够让大家见贤思齐。
这正是他感动无数网友的原因。

爱阅读 成为精神明亮的人

吴桂春是湖北省应城市黄滩镇沿河村村
民。因家庭困难，他只上过村里的小学，识字
并不多。

2003 年春节后，37 岁的吴桂春在老乡的
介绍下第一次来到东莞，成为一家小型鞋厂的
员工。

流水线作业虽然紧张劳累，但下班之后有
较多的空闲时间，不像在农村有干不完的农活
和家务。吴桂春说：“我性格比较安静，加上家
庭负担重，没钱出去消费、享受。节假日和下
班时间只有靠从地摊上买的几本旧书来消
遣。”他读书的习惯就是这样逐渐养成的。

2008 年夏天，一位工友提醒他：“你这么
喜欢看书，为啥不去东莞图书馆？那里看书不
花钱，环境又好，空调很凉快。”就这样，吴桂春
与图书馆结上了缘。他第一次来到东莞图书
馆，看到书架上那么多书，心想“再活两百年也
看不完”。

平时吴桂春很羡慕能讲述历史典故、知晓
成语背景故事的人，他希望自己也能一听就能
明白那些话语的含义，这让他对历史和人物传
记类书籍特别感兴趣。

每逢节假日或者工厂轮休日，为了在图书
馆多待一会，他还特意“早饭多吃一点，就可以
一直待到晚上闭馆了。”

每每读书遇到不认识的字，他总会认真
翻字典求解。就这样一字字、一句句，他从开
始只能看报纸，到后来读完了《三言二拍》

《东周列国志》《中国历史通俗演义》《春秋》
《老子今译》《陶渊明传》《红楼梦》等许多经
典著作，有的反复读了多遍，还对岳飞生平与
诗词作品有专属于自己的研究心得。这样的
深阅读形成轨迹，对许多年轻人来说都是一
种激励。

在东莞市图书馆的借还书系统中可以看
到，吴桂春到馆阅览比借书要多。几乎每个节
假日和下班休息时间，都有他阅览的记录。“我
喜欢图书馆看书的氛围，这里让人心静，可以
全神贯注地走进书的世界。”吴桂春说，“人读
书就明白道理，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困惑和矛
盾。读书对我的性格、心态和眼光都有帮助，
我现在不会脾气那么暴躁，不会动不动跟人抬
杠，看事情能用平常心……”

“余生永不忘你 东莞图书馆”

图书馆让不爱说话的吴桂春与东莞这座
城有了亲密的联系。他舍不得的不只是一张
读者卡，也不只是一座东莞图书馆，更是对东
莞这座城市的万般眷恋。因为年纪大，不太好
找工作，好不容易在被誉为“世界工厂”“制造
业重镇”的东莞找到安身立命之所，靠着自己
的勤劳和努力，用打工工资养家中的老人和孩
子，培养孩子上大学直到研究生毕业，实现了
自己年幼时因家贫无法继续的学业梦想。

正因为有这么多的情感交集，他才能在
临别留言的瞬间一气呵成，无奈、不舍、感
念、祝愿等聚于笔端，喷发而出，纸短情长，
真挚感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吴桂春原本工作的
鞋厂停工。无奈之下打算返乡的吴桂春来到
东莞图书馆退读者卡，心里特别难受。他把卡
拿在手里摩挲着，放下又拿起，拿起又放下，原
本不想销掉这张陪伴了自己十几年的读者卡，
又想着万一不回东莞，卡拿在手里也没用。

填写表格时，他和身边一个正在借书的
青年读者交流起读历史的体会，聊得很投
机。小伙子问他：“您这么爱看书，为什么要
退读者卡呢？”

“这里这么好，我也不想退。”吴桂春一边
填表，一边说出了缘故，“我是个打工的，这半
年来都没找到事做了，打算回老家去了。”

“没关系，您以后还可以再过来嘛。”
“我今年都 54 岁了，以后怕是再难出

来了。”
吴桂春拿起笔，继续把表格填写完整。整

个对话的气氛挺伤感的。

工作人员了解到吴桂春与图书馆的故事
后，希望他能为图书馆留下一段话。吴桂春
答应了，于是，动情地写下了那 130 多个字的
留言。

“……余生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愿你越
办越兴旺……”简短的几句话情真意切，让在
场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不禁眼眶湿润。

从留言看出，读书已让吴桂春有了不一样
的表达能力，不但有字面上的流畅，更有字面
后的深沉情感，还有“识惠东莞，识惠外来农民
工”这样的文化认知。

有网友查询了“识惠”二字的意思，原来有
出处——已故著名哲学家、国家图书馆原馆长
任继愈先生 2004 年给东莞图书馆题词“知识
惠东莞”。吴桂春引用了该题词并做了延展。

吴桂春后来向记者解释说：“图书馆里有
句话叫‘知识惠东莞’，我觉得不止惠东莞，也
惠我们外来工。”

一个“活到老 学到老”的典范

文字的力量直抵人心。这段朴实、真实
的情感流露，在东莞图书馆引发了全馆的热
议。6月25日，东莞图书馆官方微博转发了这
则留言的照片，并表示“感谢，我们一直在，等
您再来！”

留言在东莞人的朋友圈里刷屏，多位微
博大 V 转发，迅速吸引了众多评论和点赞。
新华社官方微信发布题为《临别留言，让人动
容……》的推文；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快评《让
书香，成为一座城市最大的眷恋》；央视新闻、
北京青年报、澎湃新闻、南方日报等媒体纷纷
报道此事。无数网友被感动。

“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读者朋友，对
图书馆用海誓山盟般的爱情语言说‘余生永不
忘你’，击中了千千万万人的心灵。作为社会
民众普通的一员，吴桂春们用最朴实真挚的语
言真情呼唤：我们真的需要图书馆！这让我们
更深切体会到图书馆作为‘滋养民族心灵、培
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的价值和作用。”东莞
图书馆馆长李东来感言。

“虽然我们每天都在面对读者，这样的故
事也是日常服务中特别寻常的一部分。”东莞

图书馆读者服务部主任莫启仪感慨地说，“但
它是那么的真实和典型，直击人内心最柔软的
部分，让我们图书馆人有了一种强烈的职业自
豪感。”

大家感动之余，都对这位农民工朋友心怀
敬意，觉得他是一个很上进的人，是“活到老、
学到老”的典范。

网友“只有螺蛳粉”表示“要见贤思齐”。
网友“弗虑弗为”说，“热爱读书是稀缺的

品质，一个农民工读了 12 年书岂非是我们之
中罕见的一道光？希望他的家乡也有图书馆，
希望他还能回到东莞。”

吴桂春的儿子在长沙某网络媒体工作，看
到报道后第一时间给父亲打来电话，吴桂春才
知道自己成了“新闻人物”。

吴桂春没有想到，他与图书馆依依惜别的
话语感动了这么多人，也没有想到能够改变自
己的返乡计划。当他的故事传遍网络时，东莞
各方纷纷开始行动，人社部门与吴桂春取得联
系，根据其就业意向，通过多种渠道联系企业，
帮助吴桂春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众多东莞
爱心企业表示，愿意为吴桂春提供工作岗位。

最终，吴桂春入职一家离图书馆较近的物
业公司从事绿化养护工作。该公司负责人表
示，等他适应了公司，不一定要固定在绿化养
护的岗位上。公司有生活驿站，还计划建立小
区图书馆，吴先生热爱读书，爱学习，有韧性，
公司希望他能带动其他同事共同阅读、学习。

东莞，这座吴桂春打拼了 17 年的城市留
住了他，这个故事有了一个温暖的结局，这个
结局耐人寻味。

吴桂春从未抱着任何功利心态的阅读，为
他换来了比金子还宝贵的意外收获——人生
出现柳暗花明的转机。

这个转机实际上是社会对他坚持读书学
习、做到了“腹有诗书气自华”、完成了人生
修养境界升华这个行为的褒奖。这背后蕴含
着大家对“全民阅读、终身学习”知易行难的
一种深刻认知，通过帮助吴桂春，捍卫着巩固
着阅读的诗意和尊严。这是一股难得的静
气、清流，是久违书香的人们依然崇尚向往精
神文化生活的心理投射。“吴桂春”其实是我
们的一面镜子！

□□ 范璐

近日，经过疫情下的漫长等待，三晋百姓
期盼已久的“惠民剧场”（原周二剧场）终于复

工。山西省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携晋剧
《关公》在梅兰芳剧场铿锵登场，“惠民剧场”
首场演出的大幕就此拉开。“百姓直播剧场”
也同时上线。

“惠民剧场”是由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
省文化和旅游厅、山西演艺集团共同主办，山
西演艺集团演艺院线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省
级常态化大型文化惠民品牌项目。之前的

“周二剧场”已经走过 5 年，成为百姓认可的
口碑品牌。

“由于疫情的影响，使得演出行业受到了巨
大的冲击。我们积极面对困难，想办法，有针对
性地开展了一些基础工作。”山西演艺集团演艺
院线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梁春书在现场如是
说。这半年的时间里，他们经与专家、观众、主
管单位商议，将原周二剧场正式更名。还与
100个社区建立终端合作，实现宣传、销售一条
线；在省内建立 10 家授权演出基地；将惠民演
出纳入山西文旅卡项目中；开发抖音平台，实现
宣传、销售同步运行等。

当天的首场演出晋剧《关公》来头不小，由
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出品，剧中关公的扮演
者为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梅花奖获得者武凌
云。该剧以既不失传统、又新颖洗练的形式，展
示了关羽戎马倥偬、世人景仰的华彩人生，赢得
现场戏迷的阵阵叫好。

据了解，首场演出后，2020“惠民剧场”将陆
续把 50 场经典的戏剧、话剧、儿童剧、曲艺、魔
术杂技、音乐等剧目呈现给广大观众。

□□ 本报记者 周涵维

近日，国家博物馆在官微
上发布了新展预告，由中国国
家博物馆、中共山东省委宣传
部主办，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协办，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中
国民艺博物馆承办的《记住乡
愁——山东民艺展》将在国博
南1展厅展出。

本次展览分农事器用、康
乐人家、衣裳锦绣、游艺乡风
四个部分，将集中展示 1500
余件（套）山东民艺藏品，打破
工艺类别，还原传统民艺的使
用方式与文化语境，全面反映
山东地区传统乡村社会的生
产生活面貌及蕴于其中的价
值取向和审美意趣。八仙桌、
茶壶箱、曹县戏文纸扎、济南
泥玩具、高密剪纸等展品将精
彩亮相。

据了解，目前国家博物馆
仍然实行限量预约开放，每日
限流 3000人，全员线上预约，
额满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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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毕业的农民工吴桂春，工余时间在东莞图书馆读了12年书，今年因疫情无事可做，选择回
乡，临行在图书馆留言簿上写下“余生永不忘你”，感动无数网友——

吴桂春：海誓山盟的爱给图书馆

吴桂春在东莞图书馆看书。 郑志波 摄

吴桂春给东莞图书馆的留言，感动无数
网友。 郑志波 摄

“惠民剧场”复工首演“百姓直播剧场”上线

晋剧《关公》演出现场。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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