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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英雄儿女”？这些年轻的、美丽的，在关

键时刻毅然剪掉心爱的长发，义无反顾地走进重症

病房的普通的医护人员，她们就是了。什么叫“国家

英雄”“国士无双”？像钟南山院士这样84岁的老

人，仍然揣着一颗悲悯苍生、救死扶伤的赤子之心，

鞍马劳顿、挺身而出，他们就是了！

疫情隔离了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但
隔不断知识、文化的传播与分享。打开电
视，收看一期《中国诗词大会》；轻点鼠标，
游览全国各地博物馆的精美展品；拿出手
机，收听免费的知识课程……疫情防控期
间，线上文化生活成为许多人的选择。即
使足不出户，精神文化生活也可以多姿
多彩。

丰富资源在线开放

学校课停了，对于周瑶来说，如何让5
岁的儿子每天过得充实，可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电视看多了伤眼睛，这几天终于找
到了取代电视的休闲方法，那就是听音
频。”周瑶说，最近，喜马拉雅推出了许多有
趣的音频节目，《国家地理：小探险家双语
百科之海洋探秘》就是她为儿子精心挑选
的，“里面介绍了很多关于海洋生物的知
识，而且还是中英文的，小朋友很喜欢”。

一组数据也表明，像周瑶这样选择音
频寓教于乐的并不在少数。喜马拉雅大数
据显示，截至1月31日，今年春节期间喜
马拉雅日均播放量同比去年春节大幅增
长，有声书、音乐类等娱乐休闲内容播放量
增长显著。其中，亲子儿童内容日均播放
量比去年春节增长了128%，在线学习成
为更多家长和少儿的选择。

为了让学生“停课不停学”，在防控疫
情期间，线上学习深受家长和学生们欢
迎。以北京市首个区级中小学大规模学习
资源平台为例，上线短短两天，资源平台注
册教师1.3万人，注册学生达14万人，日均
浏览量在6000人次以上。

众多精彩的文化盛宴，也出现在公众
的手机和电脑屏幕上。春节期间，国家大
剧院发挥“演出资源丰富、多个平台运营”
的优势，推出“线上大剧院”。通过整合古
典音乐频道、官方微信、官方微博等各类传
播平台，策划了“演出相伴·释放心情”“音
乐相伴·勿忘心安”“舞蹈相伴·宅出健康”
等系列专题栏目。观众既可线上欣赏优美
的音乐作品，也可在线观看舞剧《天路》、歌
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演出实况，还能
通过一分钟舞蹈课锻炼身体。

防控疫情期间，各类演出机构和新媒
体公司都推出了线上服务。比如，电影《囧
妈》春节撤档后，宣布在网络上播出；天津
多家相声演出团体在完成退票的基础上，
在多个新媒体平台上发布内容供相声爱好
者观看。日前，名流茶馆还在抖音开起直
播，把相声茶馆搬到了网上。

文博资源的在线开放，离不开新技术
的支持。在北京，看康熙“写福”、观“江山”
如画、赏清代画家描绘的“长江”万里……
100余家文博机构日前纷纷推出线上展
览，通过多种新媒体手段，让人们足不出户
在线观展；在广东，广东省文物局与腾讯公
司联合打造“博物官——广东文博智慧导
览”，为用户提供100家线上博物馆服务，
包括展览 300 个，讲解、介绍和导览
9000条。

北京、河北、吉林、浙江、江西等省市建
立了博物馆大数据云平台，公众可以用手
机直接欣赏展览和藏品。

此外，百度、网易、新浪、弘博网、
博物馆头条等多家新媒体也都通过与
博物馆合作，将博物馆馆藏文物资源
加工为公众喜闻乐见的数字文化产
品，有效支持了博物馆文化传播。

优质内容免费观看

随着国家对疫情防控措施的升
级，宅家成为抗疫最好的驰援，客观
上，这也意味着人们可能会有更旺盛
的精神需求。

为了丰富宅家生活，1月30日，中国
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起倡议，呼吁全行
业提供免费阅读服务、传播科学防护知识
内容。根据倡议，2月1日至29日，全国出
版界快速组织各地相关专家编写并及时上
线一批防治疫病相关的数字读物，各数字
阅读企业精选优质内容供全国用户免费阅
读，加快上线并免费传播相关专题的电子
书和有声读物。

知识付费平台纷纷响应，惠民措施纷
至沓来。《庆余年》《简读中国史》……在
京东读书APP上，一批付费畅销书如今
可以免费阅读；从农历大年初三到正月十
五，京东图书推出了多种免费活动，包括
免费提供30天VIP权益，开放16万册电
子书，覆盖了付费畅销书排名前100位中
的40%以上。此外，平台的免费有声专
区则提供了《米小圈上学记》《影响孩子
成长的100个故事》等优质有声内容，适
合亲子阅读。

喜马拉雅也推出了特别举措：春节期
间，喜马拉雅APP会员与喜马拉雅儿童版
APP会员全部免费，会员用户可免费畅听
上万本有声书和超过400位大咖课程；得
到APP设立免费专区，提供677小时的知
识节目；在凯叔讲故事APP上，1万多个精
品故事可供选择。

一些出版机构还联合教育机构推出线
上免费课程，覆盖中小学生、大学生以及职
场人士，包括少儿英语培训类、少儿编程
类、建工考试课程、医药考试课程等内容。
比如山东教育出版社网络听书平台“小荷
听书”，免费开放了中小学精品教学资源。

数字电视也积极响应惠民号召，将付
费电视节目免费提供给用户。上海东方有
线表示，自1月27日至2月8日，无论有线
电视用户是否缴费，只要打开东方有线数
字电视机顶盒，就能免费收看央视、东方卫
视和本地频道，还有数十套影视、体育类精
选付费频道免费看；为使深圳市民及时获
取信息、丰富视听生活，新春期间（至2月9
日），天威视讯面向深圳用户免费推出电视
节目。

疫情防控期间，许多图书馆虽然暂停了
到馆服务，但读者依然可以远程访问图书
馆，享受在线阅读的乐趣。比如，国家图书
馆的图书、期刊、报纸、论文、古籍、工具书、
音视频等多种数字资源，读者可轻松获取；
湖南图书馆各种电子图书、有声读物供读
者免费阅读，并牵头省内各公共图书馆、高
校图书馆和科技单位，提供免费的联合在
线咨询服务、公益讲座视频等。

为了满足人们的学习需求，中国农业

出版社于2月1日至29日免费开放“智汇
三农”农业专业知识服务平台中所有内容，
涵盖种植、水产养殖、农业经济等专业类
资源。

抗疫形式灵活多样

面对疫情，文化产业各领域纷纷开启
自己的抗疫模式。

打造抗疫专题。为了让大家安心宅
家，共克时艰，共抗疫情，喜马拉雅成立抗
疫专项小组，推动会员免费、打造抗疫专
题、联动主播与上下游生态合作伙伴推出
好内容等多重举措，不间断为公众筑起“防
护墙”。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春节期间，喜马
拉雅率先将声音贴片广告替换成疫情播报
与防护提醒，积极发挥主流音频媒体宣传
阵地的优势，向用户传递权威信息和可靠
防护措施。同时，还联合央视新闻、人民日
报等多家媒体打造“抗肺炎”专题页面，每
日接入央视新闻、人民网进行抗疫主题直
播，并开设平安好医生、心理防护直播间为
用户进行免费咨询。截至目前，直播参与
人数超1.2亿人次，其中央视直播间总计
8900万人次参与。为声援武汉，通过声音
让更多人感到温暖和力量，喜马拉雅还上
线了“疫情之下如何做好心理防护”疗愈音
乐听单。

出版抗疫新书。疫情暴发后，广东科
技出版社、湖北科技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
社、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紧
急组织编写力量，出版了《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防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手册》《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护手册》等电子书和
有声读物。目前，正陆续在学习强国、新华
书店网上商城、咪咕阅读、喜马拉雅等约
20家网络传播平台和数字阅读平台上线
并免费传播，大力普及疫情防控科学知识，
及时解疑释惑。

推出防疫游戏。为了丰富人民群众的
文化生活，号百控股面向全网用户元宵节
2月8日前免费提供天翼超高清、天翼云
VR、天翼云游戏产品。其中，天翼云游戏
还推出了防疫游戏，寓教于乐，传播防疫知
识，用户可在APP免费下载、即点即玩。

出品公益短片。为了共同抗击疫情、
传递精神力量，中国动漫集团与七创社联
合出品公益短片《致敬，逆行英雄》。短片
以“动画+真实图片和视频”的形式，呈现
各地和军队医务工作者及钟南山等专家驰
援武汉的感人场面。目前，已通过学习强
国、自媒体等平台广泛传播。

“宅在家里每天‘云’上逛故宫，学历
史，赏名画，有趣有料”“感谢科技，让我们
足不出户也能欣赏到中华历史文化”“随时
随地网上查阅资料，宅家也能写论文”……
网友的留言无不印证着在这个特殊的假
期，免费开放的数字资源、便捷多样的学习
方式，不仅为人们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精神
盛宴，也让你我的宅家时光充实又多彩。

疫灾无情，不仅扰乱了许多
中国人这个万家团聚、其乐融融，
浅浅杯盘共笑语、暖暖灯火话平
生的传统佳节，更给不少猝不及
防 的 家 庭 带 来 了 痛 失 亲 人 的
不幸。

春节前夕，疫情的阴霾就已
经开始笼罩在全国人民的心头
了，更不用说身处阴霾中心的武
汉人。除夕那天，我的心境和易
中天先生在微博上写下的那几句
话一样：在我的同胞和乡亲面临
生死存亡的日子里，哪里还有什
么过年过节的心思！所以除夕之
时，只是默默地喝了小半碗鸡汤，
就算吃过了年夜饭。然后独自在
书房枯坐了许久，心中觉得无限
悲凉。

正好那一时刻的微信朋友圈
里，很多人都在转发“霍去病”和

“辛弃疾”这两个名字。我当时也
想到，只有这时候，大家才算真正
懂得了，这两位中华先贤的名字
有多么美好。“家国霍去病，亲友
辛弃疾”。那一刻，我的心里只有
一个愿望：愿时艰共克，灾情早
除，天佑苍生，国泰民安。

接下来的这些日子里，一半
是因为贪生怕死，一半也是出于
清醒的理智，觉得应该“从我做
起”，尽力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能不给社会添堵添乱，就算是对
这座正深处疫灾中的城市作“贡
献”了。所以连日来除了老老实
实地在家里待着，别的什么事也
没心思做了。如此一来，倒也就
真切地体验到了“苟且偷生”的
滋味。

身在一己的屋顶之下，耳边
却自有万千风声和雨声，心头也
怎会没有丝丝惦念与牵挂？郑板
桥的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
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
一枝一叶总关情。”书斋虽然不比
衙斋，自己也非州官县吏，但是，

“家国情怀”还是有的。尤其是每
天都有大量的信息和各种图文故
事在告诉我们：那些奋不顾身、舍
生忘死地奋战在第一线的平凡的
医护人员，正在承受着怎样的艰
难和压力！还有像钟南山院士这
样的或已逾古稀、或近于耄耋之
年的医学专家，他们在国家遭遇
危难之际，依然挺身而出，甚至拄
杖而行，为国家担当，为政府分
忧，慰百姓于慌恐，救生民于水火
……

什么是“英雄儿女”？这些年
轻的、美丽的，在关键时刻毅然剪
掉心爱的长发，义无反顾地走进
重症病房的普通的医护人员，她
们就是了。什么叫“国家英雄”

“国士无双”？像钟南山院士这样
84岁的老人，仍然揣着一颗悲悯
苍生、救死扶伤的赤子之心，鞍马
劳顿、挺身而出，他们就是了！

也只有这时候，相信我们每
个人才能真正地理解，“哪有什么
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
们负重前行”这句平时被大家说
得烂熟的话，到底有着多重的

分量。
来自抗击疫情第一线的那些

平凡的医护人员的故事，没有一
个是不美、不感人的。我也十分
赞同不少网友的那个说法：不要
说她们是什么“白衣天使”，当她
们摘下了口罩和防护帽，露出被
勒破的鼻梁和脸颊的那一刻；当
她们脱下密封的防护服，露出不
知已经湿透了多少遍的衬衣的那
一刻……你会发现，她们有的还
只是十八九岁、二十几岁的小姑
娘；有的是一接到医院暂停休假
的通知、就毅然取消了早已定好
的婚礼的“准新娘”；有的是自己
的宝宝才只有一两岁的年轻妈妈
……她们都是最美的女儿、姐妹
和妈妈！她们都是祖国母亲最美
丽和最可爱的“英雄儿女”！

在这里，请允许我以其中一
个故事为例吧。这是来自湖北省
蕲春县人民医院一位普通护士的
故事，我们甚至都不可能知道她
的名字。

她的丈夫在北京工作，春节
前几天，她就买好了车票，带着不
满一岁的宝宝，到了北京和丈夫
团聚、过年。可是就在大年三十
这天，她突然接到了单位召回的
通知。她明白，如果不是太缺护
士人手，单位是不会这么“不顾人
情”地急着要她回去的。于是，她
二话没说，立刻改签了返回湖北
蕲春的火车票。

大年初一上午，她坐上返程
火车。由于武汉已经宣布火车不
在武汉停站，她选择在离湖北最
近的河南新县车站下了车，然后
包了一辆车，转道安徽的宿松县
和太湖县，往鄂东方向的家里
赶路。

没想到，车到太湖县弥陀镇
的时候，安徽和湖北的省界公路
也关闭了。没有别的选择，她只
好抱着幼小的孩子，顶着寒风步
行向前。

从太湖县弥陀镇步行到蕲春
县的漕河镇，大约有80公里。这
个平时也总是要被丈夫呵护着，
被爸爸妈妈和公公婆婆疼爱着的
女儿和小媳妇，竟然咬紧牙关，抱
着宝宝，顶着凛冽的寒风，硬是一
步一步地走回了蕲春，回到了属
于她的那个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
岗位上！

这位普通的护士，这位年轻
的妈妈，步行回到了蕲春漕河镇
时，身上的内衣早已湿透了，宝宝
也在她怀里不知睡了醒来、醒了
又睡着几次了……

这不是“中国好女儿”还能是
什么？

这不是“最美女护士”还能是
什么？

此刻我想，所有人的心里都
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我在前
面说到的那句话：愿时艰共克，灾
情早除，天佑苍生，国泰民安！

2020年1月29日
写于武昌梨园书房

（转自《中国副刊》，略有删节）

国家博物馆在线开放的《丝绸之路》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