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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我们尽一份力

线上服务“不断档”

文化惠民“不打烊”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文化战“疫”

丰富多彩
本报记者 梁 婧

南极！南极！
作为一名资深驴友，笔者一直梦想着去南

极。每每想到这片向往已久的大陆，脑海里总是
会遇见仓央嘉措的《见与不见》，“你见，或者不见
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

是的，不悲不喜、不焦不躁、不起不落、不淡不
浓。苍穹之下，天地之外，南极孤傲地极昼着，极
夜着，似乎连日月星辰都不甚在意，就那样独自壮
阔着、神奇着、雪白着、冷冽着。

所谓规矩

南极是个规矩很大的地方。别看这里并不属
于任何国家，至少没有被“公认属于任何国家和地
区”，可一份《南极条约》却具有极大的约束力。在
这里，大自然才是真正的主人，野生动物拥有最多
的权利。

比如，只要进入广义的南极范围内，就要尽量
避免发出声音，尤其是在周边有冰川或者动物的
时候。声音太大，冰川容易碎裂掉落，离得近是会
出人命的；动物容易受到惊吓，温柔如企鹅可能不
交配、不产仔；彪悍如鲸可能一个摆尾过来，冲锋
艇或翻或毁。所以，在这里，讲规矩不仅是为了保
护这片净土，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又比如，在南极不仅不能丢垃圾，也不能随便
带走任何东西，哪怕是一块万年老冰，或一块石
头。还比如，在南极，所有野生动物都拥有最高的
路权。至于人类，凑近一些可以，但不能太近，更
不能主动触碰。面对企鹅，5米原则是必须的，若
是在企鹅聚居的岛上，又足够好运，遇到呆萌的企
鹅迎面走来，只能原地蹲下，期盼着它用尖锐的喙
啄一下你的靴子，或是用那看着并不壮硕，实则非
常有力的翅膀拍拍你的小腿。遇到海豹，20米是
底线，别看人家肉肉的、笨笨的，真来献上一吻，人
也是吃不消的；若是遇到悍勇的象海豹，再来个传
说中的耳鬓厮磨，人飞出去还算好的，骨断筋折才
是真正的大概率事件。至于不同品种、不同体形
的鲸，借个胆子试试？

不过，也正是因为规矩大，所以直到今天，南
极还基本保持着原始的状态，我们这些生活在钢
筋水泥森林里的“幸运儿”，才有幸一睹大自然的
风采。顶着动辄8级的大风，迎着动辄8米高的
巨浪，我们用双手遮住被风吹痛的脸颊，顺便捂住
已经咧到耳根的嘴和要脱口而出的叫声，只有从
墨镜边缘露出来的一小截挤成深沟的笑纹，诉说
着内心的狂喜。

所谓放心

很多年前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哲学系的一位
老师曾教过我们一个词——放心。

老师的所谓“放心”，是不要把心全部放
在自己身上，否则人会变得计较、焦虑、
自私；要把心放在“自己以外”，如此便
会快乐。当年的我不懂，今天，似乎懂
了。

我们的冲锋队长名叫安雅，是一
位德国美女，一名喜欢冒险的“女汉
子”。她说，以前的自己更喜欢动

物。因为动物很简单，喜欢就是喜欢，讨
厌就是讨厌。不像人，会骗人，需要猜。
多年后，她找到了这份往返于南北极的
工作。在这里，她接触了很多人，也走过
了很多地方。她说，白色的冰原、蓝色的
大海，看久了似乎很单调，但因为每次都
会遇到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动物、不一样
的景色，所以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惊喜。不
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她重新喜欢上了同类。

我们的冲锋队里还有位中国小哥，名叫
赵陆洋。他是北京人，以前曾在智利做进出口
生意。他说自己虽然不是什么大老板，但小日
子也是过得风生水起，只是每天做着重复的工
作，总觉得心里缺点什么。直到来到南极，他说喜
欢这种单纯的快乐。这些年里，他学语言、学机
械、学生物……还学会了射击。他说，他只想开着
冲锋艇带游客看遍南极美景；在有熊出没的北极，
他要做好探路工作，为游客献上一份安全又精彩
的登岛回忆。至于梦想，小哥说，北极熊攻击性很
强，致死率很高，若是探险队员的前站没有打好，
真让游客遇到了，只有你死我活。但他希望一辈
子都不要用上手中的枪，他想保护北极熊。

其实，每次休假出游，笔者最喜欢的事，除了
看风景，便是与旅途中遇到的人聊天。只是这一
次，给我的震撼最大。因为，他们不是那种传统意
义上“讨生活的人”。他们会在凌晨时分，顶着南
极夏季最凛冽的风，率先登岛，为游客们蹚出一条
安全的路线；会站在没过大腿的冰冷海水里，将即
将靠岸的冲锋艇拉到岸边，仅仅为了不要让马达
声惊扰动物；他们会在每次登岛结束后，帮笨手笨
脚的我们刷洗冲锋靴，使整个船舱保持清洁；也会
24小时守在瞭望塔前，以便随时呼叫我们，几点
钟方向又出现了什么难得一见的景象……

这是一群把心放在南极、把心放在游客身上
的人，豁达而且真诚。

所谓孤独

《百年孤独》中说，“越文明，越孤独”。大体是
说，人生下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计，当文明发
展、社会进步，人们不再需要为生计忙碌，便会开
始孤独。

这也是我大爱南极的理由。
从位于阿根廷乌斯怀亚的港口上船，一路向

南驶过德雷克海峡，到达南极大陆，大约需要近3
天时间。返程也是如此。长达12天的船程，实
际上只有6天是有活动的。而且即便在这6天
里，真正的离船时间也只有3小时/日。

按理说，当周边只有茫茫大海，邮轮变

成了孤岛，应该更孤独才是。可当来自各个国家
的船员和游客变成了对方的全部，孤独消失了。
这里没有中国人、外国人，只有人类；没有你们、他
们，只有我们。几杯酒下肚，语言也不再是障碍，
汉语、英语、俄语、德语漫天飞，哪管懂不懂，随手
比画几下，大家便笑作一团。

当然，也有很惨的时候。比如，我们过西风带
的那两天，风浪只有两米高，这已经算是当地难得
的好天气了。不过，大家的晕船情况依旧很严重。
不晕船的几个人，纷纷掏出各种晕船药分给大家。
喝着陌生人端来的水、吃着看不懂包装的药；好不
容易端着从楼下餐厅接来的温水，千辛万苦地爬
上楼来到客舱，结果一个大浪过来，全扣在别人身
上；几个人刚刚合力把被风浪颠到地上的病号搬
回床上，就会被另一个人吐了一身……每每此时，
一群人就会大笑起来，嘲笑一下各自的惨状，然后
各自回屋冲澡、洗衣服，这些在现代社会中堪称玄
幻的事情，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上船第4天，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突然变得
严重了。船方召集所有乘客开会，表示为了科
考人员的健康，我们不能按原定计划参观科
考站了。小会结束之后，中国团友们的心情
大多有些复杂，既担心同胞的安危，又深感
遗憾。让人心生温暖的是，许多直到下船
也叫不上名字的外国朋友，主动跑过来拥
抱我们说：“中国会挺过来的。”那一刻，我
的心里很安宁。

为打好新冠肺炎防控阻击战，各大公共文化场馆相继
闭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如何满足？在江西，依托互联网
技术开展的“云观展”“云刷馆”“云阅读”“云课堂”，成为人
们特殊时期文化生活的新选择。

“本想趁寒假早点回学校准备毕业论文，不想受疫情影
响，3月1日之前不能返校。赣州市图书馆在网上免费提供
数字资源，知网、万方数据里很多论文资料都是我需要的，
解了我的燃眉之急。”赣州师范大学大四学生肖丽芸说。

公共文化场馆闭馆期间，江西省各图书馆推出了一系
列线上服务。景德镇市、萍乡市、抚州市等公共图书馆利
用网站、APP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开展移动图书
馆服务，让读者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家中阅览电子书刊、看
讲座。

“我们推出数字阅读大礼包，通过数字资源悦享空间和
赣州市图书馆数字阅读小程序两个端口，读者只需一部手
机即可阅览包括电子图书、电子期刊、有声图书、视频公开
课等300TB的海量数字资源。”赣州市图书馆馆长张伟介
绍，他们还联合知网、万方数据等资源商，免费提供数据库
资源；线上推出中医药防疫专题、中小学数字图书馆、数字
农家书屋防疫专题，为不同的读者群体提供线上专题服务；
推出线上共读一本书、民俗活动、春节故事收集和听书打榜
有奖活动，丰富读者文化活动。

张玉柱是一名文物爱好者，每到一座城市，博物馆都是
他的必选参观点。“受疫情影响不能出门，幸好有这些网上
文物展，让我在家就能了解这么多文物。”张玉柱说。

为丰富文旅爱好者的“疫期”生活，江西各大博物馆
推出了异彩纷呈的网上展厅。在宜春高安市，元青花博物
馆、吴有训科教馆均推出网上3D参观模式，以VR虚拟
展馆、微展览等方式，为市民提供“网上全景游览”
服务。

赣州美术馆创新服务模式，率先在全省开启“网络展
厅”。该馆组织动员全省漫画家开展创作，于1月30日正
式上线了《江西漫画家“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漫画作品网
络首展》，成为全省率先用网络文化产品服务市民的文化单
位。该展览仅5天就收获了6000余名观众观展。“特殊时
期，江西的漫画家们用手中的画笔，以幽默的画风，向读者
宣传防范新冠肺炎相关知识，既通俗易懂，又充满正能量。”
赣州市民肖厚明说，他不仅将展览画作转发到微信群中，还
与文友分享观展心得。

南昌市东湖区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扩充线上文化服务
内容，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抗击疫情工作。其中东湖区文化
惠民中心原创快板《新冠肺炎》、非遗项目南昌采茶戏道琴
原创《茶韵战“疫”》、非遗项目南昌清音原创《众志成城抗肺
炎》等作品，一经推出就受到市民的广泛好评。“通过云服务
的力量，我们不仅要让市民在家待得住，生活还得丰富。我
们将持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用文化的力量筑起抗‘疫’新
战线。”南昌市东湖区委宣传部部长胡洪水说。

“娄睿墓壁画、九原岗墓壁画、水泉梁墓壁画，戴上VR
眼镜后，身临其境，太赞了！”山西忻州市大学生李林峰得知
山西省各大博物馆均提供线上展览服务的消息后，便登录
山西博物院官方网站观展，“第一次体验在家看展，真的是
超乎想象！”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线上文博服务‘不打烊’。”山西
省博物馆协会副秘书长杨敬介绍，山西省文物局委托山西
省博物馆协会推出“博物馆线上展览”活动，山西省内共21
家博物馆、纪念馆参与了首批“博物馆线上展览”推介活
动。91个“线上展览”浏览量在短时间内突破百万。下一
步，山西省还将适时推出博物馆学术讲座、教育活动等音视
频素材，不断更新、丰富“线上博物馆”相关项目。

据了解，山西省文物局官方网站于2月7日推出“线上
展览”专题，集纳省内28个文博虚拟现实展厅，通过新媒体
和虚拟现实表现手段，将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触角延伸到
千家万户。

宅在家的人们，除了可以云逛展览外，还可以使用海量
免费文化资源，让自己“不停学”。

太原市图书馆则推出防疫安全公开课、品读经典听书
资源等，并联合推荐了由国家图书馆、文化和旅游部推出的

“文旅e家”APP，5000册电子图书、近百种电子期刊、1000
多场视频以及200多种音频，均可在线免费获取。

“山西省科技馆发起了科学实验DIY挑战赛，宅在家
里就能上科学课，我和5岁的女儿还一起拍摄了科学实验
视频上传，收获很大。”家在太原市的居民王慧说。对
此，山西省科学技术馆展教中心主任仝鲜梅介绍，受疫情
影响，科技馆把线下活动搬到线上进行。“山西省科技馆
的辅导员们共同开发了42个科学小实验，每天通过微信
公众号‘山西省掌上科技馆’推出3个。”下一步，科技
馆还将推出“科学有曰”“科学家精神宣讲”等栏目，丰
富科技馆线上免费资源。

此外，众多知识付费平台、出版社、教育机构等近期纷
纷推出线上免费资源、课程，覆盖中小学生、大学生以及职
场人士，山西新华书店“新华e在线”小程序便为全省中小
学生提供了正版教材电子版。

图① 不知名的海鸟。
图② “海精灵”号邮轮上的船员们。
图③ 可爱的威德尔海豹。
图④ 团友们在冰川上为露营奋力挖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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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是谁说过，不出国，永远不知道
你有多爱自己的祖国。对于以含蓄著称
的中国人来说，爱国这个词似乎永远藏在
心里，鲜少挂在嘴边。不过这一次，作为游
客的我们终于也有机会用实际行动为祖国
做点事情了。

从南极返程后，在海上漂流了近两周
的我们终于回到了人类社会。重新联通的
移动网络击碎了梦幻般的安宁感，所有人
的手机都被国内疫情的消息刷屏了。

我们能做点什么？
看到新闻上说，国内医疗用品告急，大

家简单商量了一下，那就去药店买点吧。
拿出地图，按照街区简单画了几个格子，
我们便分头出发了。一条路一条路走，

一家药店一家药店找，这一刻，没有人计较
什么东西是谁买的，只知道这是给同胞的。

傍晚，刚刚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酒店，
我们就接到了由地接社转达的物资协助信
息。原来，阿根廷华人商会已经购买了一
大批物资，打算捐助给国内的医院与急救
中心，只是因为大部分飞往国内的航班都
停飞了，所以没办法运回中国。而我们手
握回国的机票，可以把物资托运回去！

疫情面前，多少旅行社正面临巨额损
失，多少游客的归程一波三折。然而，国难
当头，个人的那些焦虑与纠结又算什么！

前一刻，我们的领队——来自上海游
派国际旅行社的商煜还在调侃自己即将失
业，下一刻，小姑娘已经跳起来，抓着地接
社的同事咨询起捐赠流程以及需要办理的
手续；前一刻，我们的团友还在懊恼，一天

下来也没买到太多货，帮不了太多人，下一
刻就开始商量哪些私人物品可以扔掉，只
为了托运更多抗疫用品。大使馆、华人华
侨、商会、地接社、领队、大后方的旅行社、
游客共同组成了一条最快、最有效的“个
体”运输线，誓将物资以最快速度运抵抗击
疫情第一线。

机场内，商煜向我们深深一躬，代表旅
行社表达了谢意与歉意。她说，公司终于
赶在大伙儿登机前办妥了所有人改签北京
的机票，额外发生的费用公司也全包了，只
是拜托大家托运这么多物资，添麻烦了；送
物资到机场的华人议员和商会代表也提前
联系好了托运事宜，并预付了价值3万多
元的费用；至于我们，似乎也帮不上更多
忙，只有体力活可以做了。这不，女士们再
也顾不上貌美如花，拖着所有人的行李、背

上全团人的背包；男士们则客串起最强壮
的搬运工，肩扛着那么大箱的物资，居然还
能一溜小跑……

2月9日下午，我们终于抵达北京。这
回，最给力的是北京海关。在核实了我们
的情况，北京海关不仅主动提出可以简化
程序，而且为了节约时间，还直接带着商煜
办理手续。甚至于看到我们一群人大包小
包的样子，海关工作人员还直接帮我们搬
物资、推行李。

受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阿根廷华人
商会、长江商学院的委托，我们顺利带回来
一批医用物资！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不知道是谁掏
出了一面叠得整整齐齐的国旗，大家一起
合了张影。虽然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疲
惫，但心底，很燃。 文/韩 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