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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

线上新风潮

“从海棠
烟雨、黄葛古
道穿过，好心
情 您 静 静 地
享受……”夜

幕降临，华灯初上，漫步在被誉为“重庆外
滩”的南滨路，长江两岸的美景、街头歌手
的吟唱，让久宅家中刚出家门的人们驻足
欣赏、心生愉悦。这首《不如去南滨路走
走》的原创歌曲，是这里每晚必唱的曲目，
也是重庆市南滨路文化产业园推动创业孵
化、提振文化消费的新成果之一。

园区负责人张鹏告诉笔者，南滨路
文化产业园是 10家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
创建单位之一，也是重庆唯一的一家。
目前，园区已入驻文旅企业 1300余家，初
步形成以文化消费为引领、文旅体商融合
互促的文化活力区，特别是南滨路一带，
是重庆的城市会客厅、网红打卡地。

与全国其他文化产业园区一样，疫情
对这里也造成了巨大冲击。疫情初期，园
区 80%以上的企业被迫停止营业，70%以
上面临租金、人员工资等多重压力。为了
更有效地应对疫情，园区迅速开展了对入
驻企业的调研，及时掌握疫情对企业的影
响以及企业的需求，因地制宜谋划对策，

用温情服务帮助企业复工复产。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防疫物

资紧缺和没有渠道购买。”园区企业埠外
（重庆）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羽恒
说。为了帮助企业缓解燃眉之急，园区
开通绿色通道，先后为 60多家企业解决
了抗疫物资问题。“这种做法凸显了园区
运营方的责任和担当。”张羽恒表示。

建立企业联盟是南滨路文化产业园
去年的一个举措，关键时刻体现了独特
的价值。“除了平时促进企业合作交流，
在抗疫过程中，联盟也发挥了重要作
用。”张鹏说。例如联盟理事长单位重庆
国瑞文旅集团在疫情发生后，捐赠了200
多万元用于一线防控，会员单位重庆远
洋旅业有限公司先后从国外购买抗疫物
资 6 批次。联盟还组建了法律服务、心
理咨询等志愿者队伍，开展了云课堂、
云展览等活动，先后吸引了 5000多名企
业员工参与。同时，联盟还积极与工商
银行、重庆农商行等金融机构沟通，目
前银行已为 62 家文旅体企业提供了逾
3500万元贷款。

“从 5月份的情况看，南滨路文旅市
场正在慢慢恢复。”张鹏告诉笔者。“五
一”小长假数据显示，南滨路沿线累计接

待游客约 33 万人，其中弹子石老街景区
接待游客 9.06 万人次，恢复到去年同期
的 43.9%，实现旅游收入 3739.36 万元。

“来南滨路游玩的人慢慢多了，我们对未
来还是充满信心的。”街区负责人表示。

“根据国家和市里的要求，我们基本实
现了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两不误。目前园

区无一例疑似或确诊病例，除娱乐场所未
开业以外，其他文化旅游类企业已实现
100%复工。而且，疫情期间我们还有重大
收获。”张鹏介绍，近日阿里巴巴集团区域
总部基地已签约拟落户园区；在园区举办
的赛事——重庆女子半程马拉松，荣获世
界田联铜标赛事的身份；位于园区内的开
埠遗址安达森洋行升级改造的故宫文物南
迁纪念馆，拟于国庆节前正式对外开放。

近来，园区还开展了“南滨夜来
香”春季消费季等系列活动，举办了

“再现南滨”音乐夜市和“中国好声音”
重庆赛区落地比赛等 20多场活动，希望
通过发挥网络和活动平台的助推作用，
不断加速文旅市场回暖。

本报电 （记者郑 娜） 近日，由中演院线、人民视
频、广州大剧院主办的全球艺术家 10 小时“云聚荟”直
播活动在人民视频直播、文旅中国、新浪微博等 80 多个
网络平台，面向全球网友同步直播，当晚累计超过 7400
万人次在线观看。

本次直播以国乐大师方锦龙父子战疫新曲、广州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出品的 《照亮》 拉开序幕，分为“拾光机·
声”“拾光机·曲”“拾光机·戏”“拾光机·舞”“拾光机·拥
抱未来”五大板块。在 10 小时不间断的马拉松式节目中，
王蒙、谭盾、戴玉强、阎维文、濮存昕、杨丽萍、郎朗、
幺红、雷佳、李胜素、于魁智、林奕华、卡斯帕·霍尔腾、
克利斯朵夫·艾森巴赫、马修·伯恩等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近150位艺术家逐一亮相。他们通过现场演出、录
制“宅家”表演视频等形式，给观众带来了歌剧、音乐
会、戏剧、舞蹈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

“我不是什么大人物，但
你们一定很想了解我。”纪录
片 《中国医生》 战疫版的开
篇，武大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医 生 余 昌 平 对 着 镜 头 如 是
说。作为感染了新冠肺炎病
毒的医护人员中的一员，余
昌平选择用自拍的方式，向
大众分享自己的治疗过程。

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平
静。通过这部记录抗疫过程
的纪录片，观众可以用最接
近现场的方式，纵观这场战
斗。同一个团队出品过疫情
期间备受关注和称道的 《中
国医生》，这部战疫版依旧
延续了前作流畅、生活化的
叙事风格，画面中，被感染
的医生向观众分享自己做核
酸 检 测 的 心 情 、 每 日 的 餐
食，医护人员现场教授安全
穿戴防护服的诀窍，医院管
理层一遍遍开着梳理抗疫工
作流程的会议，护士坐着公
交车往返医院……然而这些
看似寻常的镜头，却让人觉
得暗潮涌动，更加感怀这段
将铭刻进历史的非凡时光。

整体上，该片以人性化
的视角，聚焦医护人员，展示
了前线的真实战疫场景。在
它的镜头下，那些逆行英雄，
在一场紧张又没有硝烟的战
争里，散发着身为一个个体最
闪亮的光辉，也展露着身为一
个个体最平凡的情感和信仰。

“我在这个地方，就把它
守好。”提起 60 岁的发热门
诊主任守护病区时讲的这句
话，武大人民医院东院区副院长余开焕忍不住落泪。“很多
次都觉得快崩溃了，但很多次都忍过来了。”武大人民医院
感染科医生陈晓蓓几个月没回家，她实实在在的表达，让
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感同身受。西交大一附院援鄂医疗队年
轻的小护士荔缘第一次进病房会害怕，她每天以记日记的
方式给已逝的奶奶写信，她觉得这样能让自己拥有力量。

片中还有剪掉头发的女护士、乐观开朗的男护士、无
私奉献的志愿者、接送医护上下班的司机、医护住宿酒店
的服务员……与抗疫相关的人群，该片都进行了一定笔触
的刻画，而且用自然记录的方式，让各方参与者的工作与
生活状态，他们的努力、辛苦、喜怒哀乐，都离观众非常
近，这种全景展示、多视角融合的手法，也让该片更加生
动丰富，并让观众最终得出结论：这是一场依靠全社会打赢
的战斗，每一个普通人，都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和记录者。

这种共克时艰的意味贯穿全片始终。第一集片尾列出
了部分支援名单，透过这些简单的数字，可以让观众瞬间
体察无数个家庭的暂时分别，又感受到无数医疗战士的热
血。一个时代的传奇，或许就该以这样的方式被记录。

这部纪录片不只是对战疫过程的呈现，也是对主创以
及观众的一次心灵洗礼。一线医护人员用他们的血肉之躯
筑起了人民健康安全的防火墙，这不仅因为他们的职业素
养，更蕴含着中国人的奉献精神。每一个中国医护人员，
都是我们心中不灭的灯塔，照亮每个人的健康之路。

本报电（郭 欢） 今年 5月 12日是第 12个全国防灾减
灾日。日前，由云南省应急管理厅策划、出品的公益微电
影 《火速撤离》 推出。影片由云南省微电影协会会长王国
欢执导，云南省消防总队、昆明市消防支队、昆明市高新
消防大队配合拍摄。

影片讲述昆明一栋高层居民楼内，几位老人围在一
起，悠闲地打麻将。不料楼下突然失火，有的邻居赶紧撤
离，但有的老人不以为然，继续玩牌，不肯离开。最终，
年轻人在火警电话119的指导下，带领大家用正确方法避开
火源，等待消防人员救援。消防人员及时赶到，将大火扑
灭，从火海中救出了被困的群众。

该片用艺术的方式，对高楼失火后群众自救互救的常
识进行宣传，提醒大家增强防火意识，掌握高楼火灾中的
自救互救方法，尽可能杜绝悲剧的发生。

爱书人的新天地

“我们大多数人不以写作谋生，但希
望你不要丢掉写作的习惯，把读过的
书、追过的剧、生活的琐碎等写下来，
甚至传递出去，看着自己的想法变成文
字，相信你会享受写作。”这是武汉十点
读书会 5 月阅读主题“我以我手写我
心”的介绍，王鼎钧的《作文七巧》（必
读书）、张中行的《作文杂谈》、安妮·拉
莫特的 《关于写作》 等 8 本图书位列本
月推荐书单。

这个阅读爱好者自愿参加的阅读社
群自 2015 年 5 月成立以来，围绕不同主
题，定期向书友发布推荐书单，组织线
上线下交流活动。5年来，读书会的成员
由最初的几十人发展为 700 多人。2019
年，他们举办了 11 场线下阅读分享活
动，推荐了 88 本图书，开展了阅读快
闪、好书共读、手账营、微信群演讲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

今年年初，受疫情影响，读书会的
线下活动转移到线上。由于打破了时空
限制，大家在微信群里的讨论更热闹
了。在 4 月 25 日的“快闪分享”活动
中，阅读达人老汪在微信群中为书友带
来了他的“读书经”：“小说可以速读，
有些小说甚至可以只读对话就知道情节
的发展；学习类、技能类的书可以略
读，掌握中心大意即可；哲学类的书就需
要细读了，很多地方要停下来思考……”
光是 2019 年，他就读了 95 本书，接近
2000万字。

“我们会在每月初公布本月的阅读主
题和推荐书单，定期邀请群友在微信群
里进行‘快闪分享’，介绍自己的阅读经
验。平时群里大家也会有讨论，还有

‘阅读死磕群’”。武汉十点读书会组织
者阿汤说：“取‘死磕’这个名字是希望
大家能够广泛阅读，打破枷锁，走出舒
适区，专门针对那些容易因懒惰而‘放
纵自己’的书友。”据了解，加入此群
者，每周三需要在群里进行阅读打卡，
汇报必读书的阅读情况。打卡有严格的
形式，包括摘录、感悟等，还有字数要
求。此外，每月还需写一篇 1000字以上
的作业。完不成任务的会被踢出群。“大
概 90%的书友都能坚持下来，在大家的
相互带动下阅读，有输入也能看得见输
出，参与的书友都觉得这个形式非常
好。”阿汤说。

谁说读书只是一个人的事？周阿立
可不这么认为。她是武汉十点读书会的

“骨灰级”会员，从大四时入会到现在已
经快5年了。“没有人监督，读书容易懈
怠。‘阅读死磕群’对整日为工作忙碌的

自己来说是个很好的约束。书友的存
在，让我阅读时注意力更加集中，因为
想着要和大家分享，比单纯自己阅读肯
定会更上心。”在她眼中，书友间既有自
由交流的畅快，也有互相加油鼓劲的暖
心。“热心书友还会把‘快闪分享’中别
人的观点整理成文字分享出来。参加活
动这么久，好多书友都成了熟人和朋
友。”周阿立说。

实体书店纾困之举

开卷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3月，国
内图书零售市场同比下降 15.93%，实体
店渠道同比下降 54.79%，网店渠道同比
上升3.02%。其中，一、二线城市和较大
规模的书城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将线
下读书会转移到线上，不仅是爱书人面
对疫情的自发举动，更成为图书出版和
零售行业的自救与纾困之举。

“或许只有在阅读时，我们才会拥有
一个更独立、更强大、也更确定的自
我。”今年2月20日，河北作家李浩来到

“书店燃灯计划”第一期，为读者带来了
题为《阅读，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的线
上分享。在参与“书店燃灯计划”的各
书店读者微信群里，群友们可以同步收
听嘉宾的分享，并进行在线提问，还可
点击链接购买相关图书。

活动发起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黄轩庄介绍说：

“我们希望通过活动切实为实体书店赋
能：帮助书店与作者建立更紧密的联
系，形成良性互动；协助书店布局线
上，开拓维护自己的读者社群；聚集众

多书店同道，规模化联动，探索行业自
救之路；倡导书店在线下之外增加线上
销售渠道，缓解经营压力。”

目前，“书店燃灯计划”活动已举办
11 期，作家计文君分享了小说的另一种
打开方式；历史学者贾志刚为读者带来
了解读 《论语》 的新视角；青年学者萧
易以“营造学社 90年记”为主题，带读
者从一座城走进古老中国……每周四晚
的线上读书会成为全国200余家书店和5
万读者共同期待的文化之夜。

此次疫情让实体书店从业者认识到
线上活动、线上销售是抵御风险的有效
手段。黄轩庄说：“一些参与‘书店燃灯
计划’活动的书店以前没有读者群，通
过活动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受众基础，为
今后的活动宣传、在线售书、读者调查
等创造了条件。”

直播成为新形式

在“万物皆可直播”的时代，读书
会也搭上了媒介发展的快车，直播俨然
成为线上读书会的重要形式。

4 月 17 日下午，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得主、作家李洱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抖
音直播间，为读者分享 《应物兄》 创作
背后的故事、回答读者提问，并向读者
推荐《红星照耀中国》等名著。“世界读
书日”期间，看点直播与腾讯新闻联合
发起“书店守望计划”专题活动，李敬
泽、李修文、梁鸿等作家分别来到北京
小众书坊新店雍和书庭、武汉物外书
店、北京单向空间等实体书店，分享自
己的作品和私房书单。安徽新华发行集

团在 4 月 19 日至 24 日以“春天云阅读”
为主题的读书日活动期间，累计开展直
播活动超过260场。

除了面向成年读者外，针对少儿读
者的线上读书会也有不少以直播的形式
开展。

今年 2 月，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
社联合南京凤凰国际书城、凤凰云书坊
24小时书店共同策划了“云耘众声·云说
少年时代：名师带你读课本里的名家名
作”线上读书会。第一季活动共 5 场，
邀请教育名师引导孩子阅读名家作品，
多平台累计观看量超 100万。“从中我们
可以看到青少年读者对线上读书会的热
情。4 月 28 日，活动第二季正式启幕，
首场活动是带领读者走近曹文轩 2020年
最新长篇小说 《樱桃小庄》。”凤凰云书
坊24小时书店主理人张驰说。

“‘云耘众声·云说少年时代’线上
读书会意在以直播为出口，形成文化品
牌，进而带动系列线上课程的开发与销
售。同时，活动与出版社微信公众号关
联，可以挖掘粉丝价值。”江苏凤凰少年
儿童出版社社长王泳波说。

线上读书会不受地域、空间、场景
限制，能够实现读者与嘉宾的实时沟
通。但这种新形式也给参与其中的嘉宾
带来了挑战。李浩说：“我看不到听众
对我所讲内容的反应，而线下活动我会
时时注意到这一点并进行调整。另一方
面，观众的提问非常多，我也很难一一
回应。”不过，令他欣慰的是，线上读
书会凝聚起来的受众群体远远要超过线
下读书会，“我喜欢这种形式，自己的
阅读感受和美妙的文学体验会被更多人
听到。”

线上读书会 千里话书缘
本报记者 张鹏禹

读书会历来是爱书人交流分享阅读体悟的乐园。此次疫情期间，尽管不少线下读书会受疫情影响无法
举办，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各类线上读书会却在各大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直播平台如火如荼地展
开，动辄成千上万人的参与度，让各地书友得以跨越时空距离，共话书缘。

温情服务援企复工
徐 强

温情服务援企复工
徐 强

重庆市南滨路文化园区夜景 重庆市南滨路文化园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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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微电影《火速撤离》推出

全球艺术家“云聚荟”直播10小时

安徽亳州新华书店员工和嘉宾线上聊图书 亳州新华书店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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