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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味”标语接地气

纵观各地内容丰富的宣传标语，不难发现，其
中有的暖心，有的严厉，有些侧重于强调过年不出
门，有些则宣讲卫生知识。

“见屏如面：网络拜年也是团圆”结合防疫形
式，强调团圆不在乎线上线下，提醒人们不要聚
会；“勤快洗手、消毒杀菌、赶走病毒”用直白的语
言介绍防疫常识；“新冠没有特效药，烟酒抗毒是谣
言”针对网上传播的不实谣言，提醒大家不要轻信。

“今天野味吃得饱，明天病床要躺好”“口罩还
是呼吸机，您老看着二选一”“老实在家防感染，丈
人来了也得撵”……这些宣传标语通俗易懂，风趣
幽默，读起来朗朗上口，形成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其中虽有些夸张渲染的成分，但对于提高人们对疫
情的警惕性不无裨益。

“宣传标语在基层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社会动员形
式。一方面，标语以简洁明快的方式把复杂的宣传
内容归纳为三言两语，十几个字就说清楚了；另一
方面，通过对仗、夸张、隐喻等修辞手段，标语可
以达到直抵人心的传播效果。”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
文化学院副教授林玮说。

一些地方还在宣传语的基础上，精心编写顺口
溜，用方言进行防疫宣传。“返乡离乡要报告，疫情
防控很重要；出门必须戴口罩，人多不去凑热闹
……”这段方言版 《山阳镇疫情防控十点注意事
项》，由江苏扬州宝应县山阳镇春光村主任助理吉玮
和同事们自编录制而成，“土味喊话”在当地起到了

很好的宣传效果。
“土味标语和土味顺口溜等宣传形式，在这次疫

情防控中无形承担了舒缓民众紧张情绪的‘段子’
功能。相比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手段，标语在今天更
像是一种全民性的文艺创作，可以让民众在自我教
育、自我表达中实现防疫宣传。”林玮说。

民间文艺齐发力

“今年春节，可不像往年。新型冠状病毒来宣
战。这场战争虽然没有硝烟，可医护人员全身装
备如同上前线……那位阿姨说了，那亲情怎么
办？我想去看三舅母到二姨家转转。我可跟您说
啊，各位听我劝……”不久前，一首天津快板 《做
好防疫筑平安》在网上走红，微博上相关视频点击
量超 580 万，音频在网易云音乐上线后迅速冲到飙
升榜第 3 名，不少网友评论说“赶紧给长辈分享一
下”“我们小区已经把防疫宣传广播替换成这首天
津快板了”。

在这段 3 分多钟的天津快板中，青年曲艺人阎
永利将居家期间的每日生活娓娓道来，用天津方言
向听众普及防疫知识：出门买菜怎么做，回到家手
怎么洗，发热了去哪里看，事无巨细。

“春节前我就一直关注疫情发展，搜集了很多素
材，大年初一晚上用两个小时创作出这个作品后，
改了几次，第二天完成录制，没想到大家这么欢
迎。”阎永利说：“天津快板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曲
艺形式，特点是通俗易懂，适合在疫情期间宣传防
疫知识。”在他看来，对于大多数居家的普通市民来

说，天津方言幽默风趣的特点能够缓解疫情造成的
紧张气氛，在寓教于乐中完成防疫知识普及。

其中不少句子还成为大家转发的对象，比如结
尾处的“加油天津，加油武汉。全国人民众志成
城，齐心协力听党指挥，不久以后春暖花开，万民
同乐，摘了口罩，咱笑得会更甜，对，笑得会更
甜！”有网友点评说：“这是煎饼果子在给热干面加
油”“从中感受到了天津人的乐观自信”。

“有一位武汉网友听了《做好防疫筑平安》和我
说，等疫情过去要请我去逛黄鹤楼、吃热干面，我
非常感动。”阎永利说。

天津曲艺名家李少杰创作的快板书 《抗击疫情
做防范》 也广受好评。为了让作品朗朗上口，气
口、劲头、辙韵等方面都要非常讲究，在录音棚无
法使用的情况下，李少杰用手机前前后后录了20多
遍。他说：“咱们文艺工作者不会看病、治病，但是
能用文艺给大伙鼓鼓劲儿，同心协力抗击疫情。”

“除夕那天我也没有心情看电视，脑子里都是
抗击疫情的新闻报道，想用创作给武汉人民加油
鼓劲，发挥曲艺作为‘文艺轻骑兵’的作用。”中
国曲协副主席、梅花大鼓表演艺术家籍薇说。乐
队伴奏没有怎么办？她让女儿拿着两部手机，一
部放以前的伴奏，另一部打开录音功能开始录
制。为了拢音，她和女儿在家里的卫生间站了好
几个钟头，录制出梅花大鼓 《携手克时艰》 和

《天使颂》。
这两个作品和众多抗击疫情的曲艺创作被录制

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天津市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主题曲艺专场演出，播出后，收视率直追天津春晚。

给年画中人物“戴上口罩”的美术作品 《新门
神》、莲花落快闪 《齐心渡难关》、数来宝 《福佑华
夏》、苏州评弹《沁园春·出征》、剪纸《逆行者》等
民间文艺形式也参与到了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宣
传中。

全
民
创
作
助
防
控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禹

◎

中
国
战
﹃
疫
﹄
系
列
报
道
⑧

“ 今 天 到 处 串
门，明天肺炎上门”

“不集会，莫串门，疫
病传播不认人”……
不久前，一批硬核防
疫宣传标语在网络上
流传开来。有网友将
其整理出来，并评论
说“这宣传标语也太
顺了吧！”获得超过
97万点赞和7万多次
转发。

新冠肺炎疫情在
春节期间爆发，打乱
了人们走亲访友、串
门拜年的生活节奏，
一些“土味”宣传标语

“话糙理不糙”，成为
网络爆款，一些用快
板、莲花落、京韵大
鼓、梅花大鼓等民间
曲艺形式创作的抗疫
作品，更是受到群众
欢迎，在宣传科学防
疫知识、增强抗疫信
心方面功不可没。

《他们在与死神决斗——向

战斗在武汉战疫一线的医务人

员致敬！》（中国画）

柯桐枝作

美 术 欣 赏
本报电（记者魏 薇） 记者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获悉，北京动漫游戏产业协会联合北京漫画研究院及多
家单位发起了“抗击疫情，众志成城，为中国加油！”
漫画及短视频征集活动，截至 2月 12日，活动共征集漫
画及短视频作品超过 1500 件，不同年龄和职业的创作
者们用画笔致敬抗疫工作者，普及疫情防护知识，为武
汉加油，为中国加油。

其中，来自湖北地区的作品最为生动。9岁的小作者
张煜沈用铅笔画下《封城的武汉》，冠状病毒、口罩、救
护车、白衣天使……稚嫩的笔触记录着他所经历的这个
特殊的春节。王喆的作品 《守护者》 中，医护人员带领
各行各业的武汉市民共同对抗病毒的侵犯，一句“武汉
是我家，我来保护她”令人斗志满满。王喆、叶蕾共同
创作的 《非常日记》 用连载的方式，生动描绘出了武汉
一家人宅在家隔离的日常生活，小姐妹俩写作业、玩游
戏、做运动、看电影……活泼逗趣的画风也让大家看到
了武汉人积极乐观的一面。除了科普防疫知识、记录抗
疫生活，还有大量作品以描绘一线医务工作者、人民解
放军为主题，向“最美逆行者”致敬。

据介绍，本次征集到的作品不仅内容丰富，创作者
也覆盖了各个年龄段，从 6岁的小朋友到 70多岁的漫画
家都有参与。他们中有在校学生、高校美术老师，也有
来自媒体、银行、油田、刑警大队、法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图书馆、博物馆等各行各业的基层工作者。同
时，北京发出的这道抗疫漫画征集令，也得到了上海、
香港、澳门、马来西亚等动漫协会的支持。目前征集到
的作品已经通过社交平台在海外推广，向全世界展现中
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外国人可能
看不懂汉字，这些漫画更容易让他们理解，接下来我们
也会陆续发布一些海外创作者的投稿。”北京动漫游戏
产业协会秘书长刘春刚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此次征集活动将截至 2 月 29 日，无论
何种职业和年龄均可投稿，征集作品包含四格漫画、单
图、条漫等多种形式。短视频作者可使用正规视频网站
的链接进行投稿。全部获奖及优秀作品将用于线上宣
传，并计划制作成视频，在公交地铁电视上长期播放。
同时将选出 100 幅作品，在 2020 年第九届动漫北京活动
现场设置专区进行展览。

北京发起抗疫漫画征集活动

130 万种电子图书、2000 种电子期刊——新世
界大酒店的湖北籍旅客们收到了一份暖心的电子阅
读礼包。

2 月 9 日下午，为了让居住在广州市新世界大
酒店的湖北籍游客们“宅”享新资讯，丰富精神文
化生活，越秀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越秀区图书
馆贴心送上了免费的电子资源，同时附上了详细的
使用流程，使湖北籍旅客们可以24小时“宅”享精
神食量。

据了解，目前越秀区图书馆按防控要求处于闭
馆状态，但闭馆不闭服务。该馆通过微信公众号为
市民提供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防护》电子图书全文阅读服务、疫情防

控科普线上公益课程、免费赠送喜马拉雅 APP 15
天VIP会员资格。越秀区图书馆还发动广大志愿者
朗诵中华经典古诗词、中华历史故事、名人传记、
经典童话、励志美文等，用实际行动支持疫情防控
工作，得到 300多名志愿者热烈响应，其中有不少
是青少年学生读者。值得一提的是，越秀区图书馆
免费电子资源也欢迎所有市民群众随时随地使用、
畅享数字图书馆，把130万种电子图书、2000种电
子期刊装进口袋，度过充实、安宁、喜悦的宅家阅
读时光。下一步，越秀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越
秀区图书馆还将每天为入住越秀区定点接待酒店的
湖北籍旅客提供最新纸质报纸，让旅客们快乐阅
读，畅享文化。

广州越秀区图书馆：

电子阅读暖了湖北游客的心
本报记者 姜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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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薇在表演梅花大鼓《携手克时艰》《天使颂》
图片来自受访者

▲网友创作的标语 图片来自网络▲网友创作的标语 图片来自网络

本报电 （王跃明） 近日，河南文
心出版社推出长篇儿童小说 《牵手天
鸟》，作为献给“中国爱鸟周”和“世
界爱鸟周”的一份礼物。

《牵手天鸟》通过描写亮亮和他的
同学们关爱鸟儿、保护野生动物及自
然环境的故事，反映他们与捕猎者机
智勇敢的斗争精神和对大自然的热
爱，诠释了人爱鸟、鸟爱人、人鸟一
家亲以及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
自己的理念。小说讲述了亮亮和同学
们通过自己的行动感染和带动村支
书、村民们转变思想观念，助推美丽
乡村建设，使村庄走上了绿色可持续
发展之路。

《牵手天鸟》 故事生动，引人入
胜。语言质朴，情真意切。人物形象
栩栩如生，真实感人，让读者从中领
略到爱与真善美，并不知不觉在心中
播下同情、友爱、感恩、智慧、勇
敢、正义、宽容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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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天，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猝不及防。在
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受到巨大威胁时，有一群人如钢
铁战士一般，驻守在疫情一线。他们以白衣作战袍，在
人群中逆向而行，感动着我们，也牵动着我们的心。这
群人的名字就是“中国医生”。正因为呼应了当下人们
对医生群体的关切，近日上线的纪录片 《中国医生》 获
得热烈反响。

《中国医生》将镜头对准成都华西医院、南京鼓楼医
院、西安交大一附院、浙江省人民医院、合肥的中科大
附一院、河南省人民医院等6家大型三甲医院，跟踪拍摄
了近30位医护人员。通过一个个有责任、有矛盾、有温
度的医患故事，忠实还原了医生群体的职业素养、情感
世界和生命哲学，让观众看到了医生的艰辛与不易，专
业与亲和，搭建起通往医者仁心的理解之桥。

影片用大量纪实性段落呈现医生群体真实的工作状
态，例如南京鼓楼医院心胸外科主任王东进，曾被中宣
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评为 2019 年全国“十大最美医
生”，被称为“心脏上的拆弹专家”，从医 30 多年已带
领团队完成各类心脏手术数万例，成功率高达 99%，患
有严重颈椎病的他全年无休，即便是戴着颈托也坚持上
手术，每个周末的时间也被他用来参加学术会议和送医
下乡。西安交大一附院整形外科副主任舒茂国，周末放
弃报酬丰厚的外地会诊、手术机会，参加“微笑行动”
公益活动，深入多省市偏远地区，为当地唇腭裂患儿免
费进行手术。

除了展现医护群体的无私奉献，《中国医生》 还让
大众看到了他们更具亲和力的另一面。片中，帅气的南
京鼓楼医院整形烧伤科医生徐晔，是个 25 岁就博士毕
业的超级学霸，但他同时也是个注重仪表、喜欢时尚的
年轻人。河南省人民医院国家高级卒中中心主任朱良付
医生也会跟病人开玩笑，给住院的小孩子送巧克力……
这些医生的独特性格和人格魅力，让大众对医护人员建
立起新的认知，进一步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中国医生》 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案例，对各种疾病
进行深入浅出的科普，力求让观众对疾病有更深入的了
解，建立起科学的就医观。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医生孙自敏救治白血病人的故
事，展示了脐带血移植的常规流程、造血干细胞移植舱
病房无菌封闭的环境。南京鼓楼医院心胸外科主任王东
进在救治患者的过程中，向观众普及了致死率极高的主
动脉夹层这一疾病、六小时生命圈等医学知识。

《中国医生》 目前豆瓣评分已达 9.3 分。评论区里点
赞最多的一条评论说：“我们对医生职业的尊重，并非
在于医生是没有道德缺陷的天使，而在于他们代表了人
类用知识和科学去对抗自身无常与脆弱的希望之光。”
类似评论让总导演张建珍感到欣慰，深受触动。她表
示，大多数人对于医院和医疗系统虽然时刻在依赖，但
很少有了解，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让观众更加了解医
疗，理解医生。

纪录片《中国医生》

致敬白衣战士
郑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