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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安徽日报报道）2月27日，安徽
省文化和旅游厅印发《关于恢复文化和旅游产
业活力 激发市场消费潜力的若干措施》，从8

个方面推出一系列实招硬招，推动疫情解除后
全省文化和旅游产业恢复性增长和持续性发
展，其中提出在落实好原有景区门票优惠政策
的基础上，鼓励全省A级景区全年对全国范围
内医务工作者实行免票。

加强宣传指导，推动扶持政策落地。省文
化和旅游厅将尽快落实暂退80%的旅游服务质
量保证金工作；提前下达省级旅游发展专项

资金，支持企业生产经营；尽快拨付旅游市
场开拓培育资金，支持各市结合实际强化宣
传营销。

及时策划组织，开展惠民消费活动。提前
举办第七届安徽文化惠民消费季活动，采取财
政直补消费、省市拼盘、金融惠民政策叠加，文
旅企业优惠折扣等措施联动实施。各市要因地
制宜推出文旅消费券、惠民卡等措施，释放消
费潜力。积极推动带薪休假制度落实。

打造多元产品，丰富消费新业态。按照“先
周边再外地、先近程后远程”的旅游市场恢复

特点，尽快谋划一批一日游、周边游、乡村游、
亲情游线路和产品。重点围绕“五一”“端午”

“暑假”等时间节点，策划一批康养旅游、生态
旅游、体育旅游、避暑旅游、休闲度假、研学旅
行产品。

实施智慧赋能，开拓消费新空间。加快发
展数字文化旅游，开发新型文旅产品。鼓励开
展各类电竞赛事活动，支持办好中国电子娱乐
竞技大赛。积极运用5G、VR/AR、全息投影等现
代技术，加大数字化、沉浸式、互动性文化旅游
项目设计，推出“线上景区游览”项目和居家VR

旅行产品，推进景区全流程智慧游览服务。
点亮夜间经济，延伸消费新时段。根据各

地疫后复工复产安排，稳妥有序地发展业态多
元、体验丰富的夜间旅游，择优推出“十佳夜游
街区”“十佳夜娱项目”“十佳夜读空间”“十佳
深夜食堂”等，推动夜间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推
出“夜读”产品，延长图书馆现有日间设施开放
时间，增加夜间阅读空间，支持建设24小时书
店，鼓励博物馆、体育馆推出夜间服务。

推进项目建设，夯实消费新供给。支持文

旅企业加大项目谋划和招商引资力度，对拟开
工建设的文旅项目，协调帮助早日开工；对在
建的文旅项目督促加快施工进度，尽快形成新
的供给能力。建立重点文旅项目领导包保制
度，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列入省重点项目，帮
助重点项目企业落实土地、税收、资金等方面
应享受的优惠政策。

强化宣传营销，激活消费市场。实施旅游
市场恢复振兴计划，强化精准营销、主题营销
和整合营销。统筹实施百家媒体旅游推介活
动，赴沪苏浙、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和中部地
区举办安徽文旅系列推介活动。采取资金补贴
等模式组织文旅企业参加北京文博会等国内
文化和旅游展会，推动会展业成为全省文化旅
游消费及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

提升服务水平，优化消费环境。加强智慧
政务建设，精简申报材料，缩短审批时限。实现
所有事项可通过网上办理、只进一扇门、最多
跑一次。利用“皖游通”智慧旅游平台，免费为
乡村农家乐、民宿客栈、餐饮单位、旅游商店等
提供在线信息服务。

本报讯(记者 邱杨)听故事、看讲
座、“云”读书、赏画作……自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六安市图书馆暂时闭馆但服
务不中断，他们通过丰富多样的线上知
识服务、读书活动，“以线上补线下”，吸
引广大市民开启“云”阅读。

3月2日，记者从市图书馆获悉，针对
疫情防控的需要，市图书馆自1月24日起
暂时闭馆，暂停读者入馆读书、借阅,取消
春节期间原定的所有线下活动。与此同时，市图书馆加强
了线上“云服务”，图书馆的网站、微信服务号和订阅号、微
博等顺畅运转，整合线上阅读资源。并挑选优质数字资源
投入使用，读者凭借读者证号及密码登录即可进入官网数
字资源库，免费阅览包括中国知网、读秀知识库等13个数
据资源库，满足大家在家阅览的多元化需求。同时利用开
展“云”阅读服务活动，打造线上活动，同时把一些原来的
如“山丘故事会”等线下的活动搬到线上，通过视频、音频
呈现给读者。

面对疫情，市图书馆通过线上及时发布疫情知识，详
尽介绍了此次新冠肺炎的相关知识，推出了时代学习(小
学版)等知识普及等活动，方便读者随时查阅。同时通过征
集抗击疫情主题的文章、画作、故事，与读者展开线上互
动，受到读者欢迎。截至2月29日，线上作品征集活动收到
641篇(幅)个人创作作品，这些作品既有来自本地市民的
作品，也有淮南、湖北、河南等外地投稿。

同时，该馆启动了“红色文化和六安地方文献征集活
动”，为拓宽本馆功能、丰富馆藏奠定基础，开展新书分类
加工，为新年度上架约10万册图书创造条件。

也有市民担心，闭馆后借阅的图书逾期怎么办？对此，
市图书馆相关工作人员表示，针对当前疫情防控的需要，
市图书馆特事特办，闭馆期间的图书逾期费全免，市民
在开馆后15天内归还图书即可。具体开馆时间会根据相
关安排，通过官方网站、微信服务号和订阅号、微博等
平台发布。目前，图书馆正多措并举为读者全力提供线
上服务，每日
对全馆进行全
面消毒，定时
开 展 消 防 检
查，保障机房
服务器及网络
正常，以便更
好地为读者提
供“云服务”。

红色资源不仅具有历史印证、文明传承、政治
教育、经济开发等价值功能，还具有教化作用、传
承作用、凝聚作用、规范作用、导向作用、激励作用
和动力作用。既有历史价值、也有现实价值，既有
社会价值、又有经济价值，既有政治价值、又有文
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各地各部门如何统筹开发、综
合利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和潜在
价值，走出开发利用红色资源、加快发展红色旅
游，是发挥自身优势、加快经济发展、实现如期脱
贫的成功之路，是红色资源丰富的地方待解之题。
江西的井冈山、陕西的延安、河南的信阳等，

都是依靠发展红色旅游走上脱贫道路的。我市的
金寨也是这样。2016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亲
临金寨视察指导工作时，曾满怀深情地说：“一寸
山河一寸血、一 热土一 魂。回想过去的烽火岁
月，金寨人民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
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我们要沿着革命前辈
的足迹继续前行，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几年来，金寨县切实加强红色资源的研究、开发、
宣传、利用等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收到了
明显效果。
金寨县千方百计地挖掘红色资源的潜在价

值，力促“红色开发”助力脱贫攻坚、“红绿结合”加
快经济发展。为此，他们一方面认真总结凝炼大别

山精神表述语，用大别山精神来坚定广大干部群众
脱贫攻坚的信心和决心，用大别山精神来调动广大
干部职工决胜脱贫攻坚的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
另一方面，他们充分挖掘红色资源潜在的经济价
值、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努力带动全域旅游大发展，
让广大群众吃旅游饭、发旅游财、走致富路。据测
算，几年来，全县有20多万人直接或间接地分享了
发展红色旅游带来的红利。
怎样开发利用红色资源、如何加快红色旅游

发展？笔者认为：要进一步突出红色主题，切实加
大现有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力度；挖掘红色内涵，着
力深化红色文化研究与创作；围绕红色主线，着力
优化红色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主打红色品牌，切实
加强红色旅游的宣传推介促销工作。开发利用红
色资源、加快发展红色旅游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
工作，涉及到多个方面，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循
序渐进、层层推进。各地各部门既要长处着眼、近
处着手，又要长短结合、统筹推进，眼前要实实在
在地、真真切切地抓好十个方面的工作、做好十件
实事。十个方面的工作是：保护“红色化石”，修好
“红色家谱”，征集红色文物，挖掘红色故事，推进
红色创作，丰富红色内涵，建设红色精品(工程)，营
造红色氛围，开展红色研学，发展红色旅游。十件
实事分别是：一要引来“源头活水”，不断丰富红色

的内涵；二要迅速“扩面延线”，立即抢占红色研究
开发工作的空地、新地、制高地；三要努力讲好红
色故事，让其在传承红色历史、弘扬革命精神、吸
引各地游客、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大显身手、尽其所
能；四要广泛开展系列活动，着力营造浓厚的红色
发展氛围；五要尽快建立“相互融合、统筹协调”的
决策机制、投资机制，加快建设、“强筋铸魂”，着力
营造有利于红色发展的硬件环境；六要尽快“建库
结网、汇聚人才”，迅速组建红色研究专业人才队
伍；七要招贤纳士、汇聚人才，力争尽快创作出像
《八月桂花遍地开》那样的、能够唱响全国、走向世
界的“老区名歌”，创作出吸人眼球、振憾人心、读
者推崇、大众亲睐的“革命名著”(长篇小说)；八要
下本钱、请高手，尽快编演既能够较好地、全面地
反映当地革命历史，又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人们
喜闻乐见的大戏、好戏；九要精心谋划、集中智慧，
写好剧本，拍好能够反映当地革命历史的“重头
戏”(影视剧)；十要精心策划、多路出击，持续开展
连绵不断的、持之以恒的宣传报道、推介促销活
动，以此扩大革命老区的影响力、知名度，以利老
区的吸引人才、吸引资金、引财引智、招商引资。

农家乐业主心系防控有
担当。近日，金安区张店镇旅
游企业九月山庄负责人陈阳
利用微信群信息，及时获取
群众生活需求，主动进行“无
接触配送服务”，解决一些群
众买菜难的问题。此外，山庄
还拿出部分库存的蔬菜、肉
类，为张店镇独居老人、残疾
人等购物不便的特殊困难群
体免费送菜上门。

(陶然)
金寨：做好文旅市场“守

夜人”。连日来，金寨县文旅
局文旅执法大队加强夜间巡
查，自1月25日起，分新老城
区开展夜间巡视，检查文旅
企业经营活动情况，及时处
理没有停业或还有人员流动
的暂时停业企业，确保文旅
系统疫情防控不留死角。截
至目前，共开展各类文化执
法检查180余家次(夜间巡查
60次)，出动执法人员100余
人次，处理投诉3起，移交处
理2起案件。

(何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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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冠状病毒的肆虐，这
个年过得咋样，对于如今疫情
依然零报告的小县城中的我来
说，也曾经和大家一样，在经历
了震惊，害怕，忐忑，惶恐，等等
所有的坏心情之后，也有一点
点小幸运之感。或许是幸运，但
我认为更多的应是努力和作
为，身为小县城中的一分子，我
的小镇对疫情的战斗是严谨
的、严密的、严肃的。看到今天
的一切太平，像我一样的镇村
干部是放弃了年的休憩、放松
和欢乐的，各有关部门是始终
绷紧神经的，那些商户是关了
门歇了业牺牲了个人利益的，
还有那些老百姓是“断绝”了新
朋旧友、三姑六婆亲戚之交的，
才换得了层层阴霾下破雾而出
的那一缕阳光。

此时此刻，作为绝大多数
的普通老百姓，战场不属于他
们，他们是冲在一线的那些无
畏的勇士们需要保护和爱惜
的。宅在家里就是贡献未免言
过其实，但不给国家添乱，不让
社会添堵，不让亲人为你担忧，
不让病毒有可乘之机，就是守
住了这场战役的大后方。

从朋友圈里晒得最多的展
示美食的动态来看，大多数人
是定下了心的，是会调剂生活
的。外面枪林弹雨，呆在家中，能安然无
忧，能有一席安稳之地，就此换个方式、
换个心情，好好相处一下平常难以日日
相对的耳鬓厮磨和亲密无间，用心看一
本心仪已久落满尘灰的小说，心无旁骛
的做一件计划良久却总是失之交臂的手
工活，都会有份不一样的惬意、不一样的
满足。

一如母亲节、重阳节等节日，或家中
某些至亲的生日，多少人发表感慨。要么
表达人在江湖的身不由已，要么展现工
作繁忙不能陪伴家人的内疚，而在闭门
不出的当下，甚至在你焦燥不安、什么也
改变不了你的行程的此刻，哪如踏踏实
实认认真真陪伴一下他们呢？分担一些
家务，辅导一些作业，共享一些游戏，说
说那些不痛不痒却让对方如沐春风的心
里话。平常总是说忙，时下给你机会，却
总是嚷着急呀急，一颗心早就飞到院墙
之外，却忘了给亲人给家人盼望已久的
陪伴和守护。一旦转身，又成了朋友圈
里、挂在口头上的“弥补不了的遗憾”。病
毒是可怕的，不仅仅是对生命的戕害，还
能检验斗士的伟力，又能检验人心的真
伪。

有家，必有家务，而首当其冲的可能
就是满足肚腹之欲了，民以食为天嘛。宅
在家里的日子，好好地做一道菜，用心地
制作一份糕点，微笑地看着一家老小满
面红光、颊齿生津、大快朵颐，这份成就
比自己吃饱喝足了还香，还要自豪。这几
日的朋友圈，除了疫情动态、抗击现场，
更多的应该就是家长里短了，而美食制

作常常位列榜首。在我们兄
弟姊妹组建的亲友团微信
群里，几乎每天都有最新美
食上线。日常除了鸡鱼肉
鸭、白菜豆腐，是没有空闲
和精力做些面食糕点之类
的。其实，也谈不上美食，像
南瓜饼，玉米粑，粽子，饺
子，面包，等等，也很平常，
平日里都是采购所得，而此
时只不过是花了更多的精
力、用了更多的心思、付出
了更多的时间，且亲手打
造，口味自然不一般，感觉
更不一般。

像我们这个小家庭，平
常的一日三餐都是在做生
意的门市部解决，一张简易
方桌，几副碗筷，因空间小，
客户穿梭不息，一顿饭常常
在匆匆忙忙中搞定肚肠。这
几日，回到大红灯笼映衬下
干净整洁的小屋，应政府号
召早就关了生意的妻便有
了时间，宅居家中，在烹饪
上大显身手。那些大荤小蔬
皆习已为常，腊月里备足的
油腥也一一腻坏了肠胃，妻
便开始做一些面食小吃类
的，既调理了胃口，又打发
了漫长的时间。

“当初，我还以为你没
这个手艺呢，原来你是深藏不露啊。”面
对我的调侃，妻微微一笑，“响应号召不
乱跑，学学厨艺也挺好，希望疫情早结
束，春暖花开任逍遥。”妻以朋友圈里一
段美食作品大展示的小视频算是对我的
回复。平常的忙碌，哪来那么多的时间精
耕细作，做一顿饭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
如今有了充足的时间，妻便在网上细细
观摩、细细研讨，便在不断的尝试和失败
之后，趾高气扬地捧出了白胖胖的馒头、
油滋滋的包子、晶莹莹的饺子、黄灿灿的
粑粑……于此，那颜色深褐如酱、三尺见
方的小餐桌上，在那冒着袅袅热气、喷香
扑鼻、浓妆轻抹、咸淡相宜的荤腥青蔬之
间，因了这几位稀客的光临，而更显勃勃
生机，一家三口笑语晏晏，心情如花。

我想，此时此地，此情此景，许多家
庭应与之大同小异，由疫情带来的不安
和压抑，似乎也在一顿美食和家人的捧
场和叫好声中，成为一缕轻烟。待烟云散
去，春暖花开，养足了精力的我们，又会
是一匹战马，驰骋在广阔的天地之间。

宅
居
的
日
子
也
很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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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宁侠 摄

年初二的上午，阴沉的天空飘
下了纷纷扬扬的雪花。看着窗外的
雪景，我心里开始纠结：明天要不
要去几位舅舅家拜年？按照老家的
过年习俗，去舅舅家拜年是比较重
要的事情，我们家都是安排在年初
三，出门走亲戚的第一站，几乎是
雷打不动的惯例，延续了几十年。
老婆也在一边嘀咕：现在疫情这么
紧张，还是别走亲戚了吧。我没有
接这个话茬，也没表态，在这件事
情上，我不能完全自作主张，还得
看老妈的态度。因为舅舅是老妈的
娘家人，给舅舅拜年也是体现对母
亲家族的尊重。

正在我踌躇的时候，老妈走了
过来，主动开了口：明天就别去几个

舅舅家拜年了，都在家待着吧，今年
春节不走亲戚了。我如释重负，连忙
说：好，好，这样大家都安心了。

春节不走亲戚，这好像也不是
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却在中
国大地上源源流淌了千百年的传统
习俗中画下了一个特别的记号，用
“百年不遇”来形容也不为过。过
去农村虽然穷，但淳朴的人们对祖
辈流传下来的习俗还是非常敬重，
甚至是敬畏。春节里哪怕是提着几
包红糖当礼物，也要把各个亲戚好
友走个遍。春节似乎在用一种规矩
和仪式提醒着人们：你还有这门亲
戚，你还在乎这个朋友。即便是遇
上了什么天灾人祸，过年时的走亲
访友还是断不了的，谁也不敢冒这

个“大不韪”。
但这个传统却在今年破了例，百年

不遇的事情让我们遇上了。
以往，空寂了一年的小村子，都会

在过年前后迎来四面八方归巢的游子而
热闹起来。今年的气氛却有些冷清，人
们脸上的表情都有些凝重，疫情成了人
们谈论的主要话题。很快，防疫宣传进村
入户，出门的乡亲都戴上了口罩，政府的
各项防控措施开始实施，村道交通管制，
村口有人值守……虽然是偏僻的乡村，
但我感觉每个地方、每个家庭、每个人都
在和国家的应急反应同频共振。十四亿
人的中国是一个紧密的命运共同体，这
就是当下中国状态最真实的写照。

与处于疫情一线的大城市相比，乡
村的空气中虽然飘荡着一丝紧张和不
安，但却没有那么恐慌、忙乱和疲惫。
特别是初二的一场雪，让小村子的屋
顶、田野、河堤一片白，仿佛与外面的
世界又做了一层隔离，显得更加静谧。
没有了亲戚走动串门，家里也没有那么
忙乱。我们一家人围坐一桌，吃着热气
腾腾的火锅，喝几杯小酒，唠唠家常，
反倒回归了过年应该有的那种家的氛
围。以往一过完年初一，天天出门跑亲
戚，很少和家里人在一起吃饭。今年过
年每餐都能和老爸老妈在一起吃饭，也

有更多的时间近距离端详老爸、老妈
脸上的皱纹和头上的白发。每餐还能
和老爸对饮几杯，没有客套的劝酒，
只是静静地喝，感觉喝下的是悠长的
岁月，醇厚的回忆。

距离乡村千里之外，全国各大城
市疫情进展的数据实时呈现在网站、
电视以及人们的手机上。不断变化的
数据的背后，是各个城市不断加大力
度的防控行动和各个岗位上人们的超
负荷运转，很多人忙得无暇过年。而
每天新增的死亡数据，则意味着有很
多人在这个春节里要永远失去至亲的
人，这种生离死别又是怎样的一种痛
啊！

庚子年的春节，因一个国家抗击
疫情的全民动员而显得别样的悲壮，
一定会令历史铭记和动容。这个春节
也会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留下别样的
滋味，并在生命中烙下一个深刻而重
要的印记。经历过这场肺疫浩劫的人
们会更加懂得：这是一个紧密连接的
时代，他人的命运也会关系着自己的
命运，个人的命运更与国家和社会休
戚与共。一个国家和社会就是一个命
运共同体，全世界也是一个人类命运
共同体。身在其中的公民光有个人意
识的张扬还不够，我们还要在价值观
中种植下公共意识、社会责任。只有
国家强大、社会进步、世界美好，我
们个人的命运和生活才会好。如果只
想着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即便你积累了万贯身家，世界某个角
落里冒出来的一粒微小的病毒就能让
你万劫不复。

节令如期而至，正月十一立春。
愿春风浩荡，把世间的阴霾一扫而
光；愿大地回春，我们在暖阳下相互
拥抱，畅快呼吸。

别样年味在心头
李阳月

堂 婶今年 6 2 岁 了 ，是湖 北
人。

早年堂叔家兄弟姐妹们多，家
境穷，堂婶是跟同乡人来到堂叔家
的，同乡人把她介绍给堂叔，后来
就生养了一双儿女。

堂婶每次叙叨这些陈年往事晚
辈们都会打趣说她和堂叔是先结婚
后恋爱。

堂婶的父母只生了两个女儿，
妹妹后来经堂婶穿针引线也嫁到了
安徽。七年前堂婶的父母先后离
世，除了姐妹俩之间走动来往，堂
婶好多年都没有回娘家了。娘家除
了一个姨妈和一个远房的叔子，姐
妹俩差不多也没什么亲人。

湖北武汉暴发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后，村里来堂婶家了解排查情
况，堂婶红着眼对村干部说：”我
已经六年没回娘家了！”

除夕吃年夜饭时，堂婶的孙子
孙女各自夹起自己最爱吃的菜却异
口同声的嚷道“好咸”。其实，堂
叔和他的儿媳早就尝到好几道菜不
是咸了就是淡了，人在心绪不宁时

怎么会烧出可口的饭菜呢?虽然湖
北娘家已没有什么至亲的亲人了，
可那是生她养她二十几年的故乡，
她能不牵挂担心吗？好在儿子媳妇
和老伴都善解人意，她的心在难过
的同时涌起一股暖意。和堂叔生活
这么多年，每年吃过年夜饭春节联
欢晚会看到一半她就睡了，今年时
钟敲到十二点她还没有睡，她要守
岁为娘家人祈祷平安。

堂叔和他的孙子孙女说一个正
月就没看见堂婶笑过，每天看新闻
联播是她雷打不动的节目，看一次
抹一次泪。

有天晚上堂婶做恶梦，梦见她
回娘家，爸妈给门插着不让她进
门，说他们身上有病毒会传染给她
的，她哭着要见他们二老一面，可
无论怎么哀求父母都不肯开门，最
后是堂叔将她从恶梦中唤醒。

她对堂叔说：“等疫情过后我
想回去看看”。

堂叔用手抹去她脸上的泪说：
“好，我陪你一起回娘家”。

娘 家
郑花荣

春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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