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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平度市老年大学
的离退休干部利用艺术特长，积极宣传疫情防
控。他们有的创作表演抗疫主题的歌曲、戏
曲、朗诵、曲艺作品，有的挥毫泼墨创作书画
作品，有的创作剪纸作品，号召拒绝野味，为
疫情防控加油呐喊。

平度市老干部红山枣艺术团创新形式，克
服场馆封闭、居家防控的不便，通过网络居家
演播，举办了三场线上战“疫”汇演。团员们
创编了诗朗诵、快板、顺口溜、歌曲、三句半
等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致敬抗疫一线的医护
人员，讴歌抗疫战线的感人故事，助力战
“疫”表丹心。目前，网络演播节目已近50
个，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广泛传播，引发广泛好
评和积极回应。

“漫漫征程百转千回，从未忘记自己是
谁，一路执着追随。勤政为民，鞠躬尽瘁。
我记得心里装着谁，付出从不后悔。不忘初
心，继续前行，不辜负前辈教诲，百姓放在
第一位，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对未来勇气
百倍，让中国梦更加壮美！”于建光与陈常
台创作表演的男女二重唱《不忘初心》，表
达了抗疫决心，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凝聚
合力。

“春回大地迎丰年，万家灯火庆团圆，忽

传疫情紧，请战上一线，不能陪伴娘的身
边，舍弃一家欢，为了百姓安，人民的生命
大于天，众志成城抗疫情，举国上下齐动
员，武汉有难事，万众把心牵，群策群力支
援武汉，齐心协力攻克疫情关，疫情不可
怕，人心是关键，听党指挥战胜疫情再相
见。”徐学秀作词、李兴婷演唱的吕剧新唱
《为了祖国的召唤》，致敬抗疫一线的医务工

作者，声援抗疫。
“中国加油，武汉不哭，春天的眼泪是可

以凝固的混凝土，浇筑起降魔的火神山、雷神
山，浇筑起这场战役的信心不屈的脊梁，浇筑
起荆楚大地上不朽的丰碑！”刘成爱创作、任
秀萍朗诵的《春天的眼泪》，将澎湃的激情、
坚定的信念融入诗歌之中。

此外，平度市老年大学的师生还通过文

学、书画、剪纸等不同艺术形式，积极创作
“抗疫”作品，尽微薄之力为防疫工作呐喊
加油。

老年大学书画学会的会员们拿起手中的画
笔，用笔墨歌颂抗击疫情的英雄，助力疫情防
控。剪纸班王海英老师在家中组织学员上微
课，积极发动学员创作，一幅幅作品，有的寓
意“巧手剪掉病根”，有的祝福“妙手辗转回
春”，有的号召共同抗击疫情，有的为中国加
油、为武汉加油！

王海英老师创作了剪纸作品《抗击疫情
砥砺前行》。她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想让
别人看得起，就得基础丰厚、根基牢固，在这
个全中国14亿人口共同抗疫情的非常时期，共
同经历磨难，克服困难，往前进步，砥砺前
行！这是我创作这幅剪纸的初衷。”

学员王静创作了剪纸《万众一心 众志成
城》。她说：“这个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
年，我们万众一心，抗击病魔。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大家只有一个念头，消灭病魔，
国泰民安！”

学员曲新芹是剪纸《同心行动 抗击疫
情》的作者，她说：“这个年，出奇的安静，
静得有点不适应。不走亲、不访友、不聚餐、
不逛超市、戴口罩、勤洗手——— 为什么一下子
全国人民的心就那么齐，步调是那么地一致，
因为我们深知人人健康，国家健康，国泰方能
民安。”

□ 本 报 记 者 卢 昱

本报通讯员 贾海宁 刘国青

在滨州市沾化区每个村居的宣传栏和村
口显要位置，都张贴着引人注目的疫情防控
宣传漫画。一幅幅惟妙惟肖的漫画、一句句
通俗易懂的话语，形象逼真地向基层群众宣
传做好疫情防控。漫画的作者是在沾化当地
小有名气的“农民漫画家”——— 大高镇小张
村村民张新江。

2月17日一早，本报记者拨通了张新江的
电话。当时他正在村口值班，坚守在疫情防控
的第一线。

疫情面前，没有谁是局外人

“从大年初二开始，俺们村就开始组织安
排疫情防控工作，全村党员和群众代表逐户摸
排外来人员，上门宣传，全村进行管控，防止
外来人员随意进出。”作为群众代表，张新江
也是村里的党群服务队网格员。疫情防控之
初，他就参与到了村里疫情防控工作中。

“疫情面前，没有谁是局外人。”张新江
结合自身体会，利用休息时间开始了自己的创
作。“口头说教，乡亲们可能听烦了。要是用
漫画的形式，就能让乡亲们潜移默化地认同疫
情防控知识。”张新江说了自己创作战“疫”

题材漫画的初衷。
很快，张新江创作了一组疫情防控宣传

漫画，共有8张。他用漫画的形式提醒大家，
不要聚集、出门戴口罩、注意卫生勤洗手
等，这些漫画将疫情防控知识通俗易懂地呈
现出来，让村民们能够更直观地了解疫情防
控常识。

继而，张新江又以沾化区“十个一律”
政策、党员干部奔波一线为主题，创作了第
二组、第三组宣传漫画。截至目前，张新江
已创作出48幅与疫情防控有关的漫画作品，

这些作品被统一印制了2000份，张贴到全区
438个村居。

为一线防控人员摇旗呐喊

“我要用手中的笔为前线医护人员呐喊助
威。”张新江白天参与村口值班，夜里便拿笔
创作，非常辛苦。

谈到为何会从事漫画创作，作为一名土
生土长的农民，张新江觉得这是一种缘分。
1984年高中毕业后，张新江回到家乡务农。

由于爱好文学，耕作之余他喜欢写散文、写
诗歌。有一次，他从一份报纸上看到了一个
漫画专栏，生动的人物、夸张的表现手法一
下子吸引住他的眼球。由于他从小就特别爱
画画，在上学时就经常干出黑板报、刻版油
印等活，画画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没有老师
指导，他就从临摹连环画学起，通过不懈努
力，有几幅漫画竟然在媒体上发表了。从
此，他踏上了漫画创作之旅。

兴趣是最大的动力。张新江兜里常装着一
个小本本，有时看到某个场景，心里有了灵
感，就马上记录下来。张新江长期在农村生
活，对老百姓的事儿观察特别细，一手素材较
多，所以创作了很多农村题材的漫画。为了搞
好漫画创作，张新江经常半夜三更起来创作。
“有了灵感必须马上创作，不然灵感稍纵即
逝，过后就会忘了”。张新江说。

在张新江看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
“一线”。对以种地为生的农民来说，那一垄
田一畦地就是他们的一线；对医护人员来说，
救死扶伤是他们的一线。他想通过作品，将中
国人面对疫情所展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
展现出来并传递下去。

张新江说，近期他有两个愿望：“一个是
继续用不倦的画笔为医护人员加油，希望他
们在治病救人的同时，保护好自己。另一个
愿望就是期待着战胜疫情的那一天，用画笔
庆祝白衣天使凯旋，为战‘疫’系列漫画创
作收尾。”

□记者 赵 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人民出版社在有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以前所未有的出版节奏
推出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科普书《防控知
识120》电子书和纸书，为新冠肺炎疫情科普
提供权威版本。

据介绍，该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联手省疾
控中心出版，只用了1天时间核发书号，3天时
间组稿定稿，4天时间网络版上线学习强国、
咪咕阅读、掌阅、喜马拉雅和山东教育新闻
网，5天时间印制纸书。

该书针对新冠肺炎有关热点，从新型冠状
病毒的特点、感染的临床表现与救治、个人和
社区预防措施、心理干预等方面进行简单明确
的解答，并对常见的认识误区进行纠正，旨在
传播正确、科学的防治知识，引导大众做好自
我防护，共同做好疫情防控。

□ 本 报 记 者 王 建

本报通讯员 刘 锋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足球赛事取消，球员和足
球爱好者该如何保持身体状态？鲁能足校体能教练
努诺·卡多索给出了他的建议。

在葡萄牙豪门本菲卡，卡多索工作了10年，与
葡萄牙球星若昂·菲利克斯、冈萨洛·格德斯、贝尔
纳多·席尔瓦等共事过。2018年，随着鲁能足校新
任总教练希尔维拉·拉莫斯上任，卡多索来到中
国，担任鲁能足校体能教练。

学校放寒假后，卡多索回到了葡萄牙，他参观
了当地一些球队，了解和学习不同的训练模式，还
参加了一些培训课程来继续充实自己；同时，他对
中国的疫情也非常关注。“虽然我现在人在葡萄
牙，但对中国的疫情我还是十分关心的，会通过互
联网上的新闻以及和在中国的朋友们交流，以尽可
能多地了解这些事情。我做这一切并不仅仅是因为
我在中国工作，更因为这是一件事关所有人安全的
大事，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关心事态的发展。”卡
多索说他了解到中国人民的生活因此受到了很大的
影响，“比如上班、出去散步，在过去这是很平常
的事情，但现在由于疫情的影响，人们只能选择留
在家中。”

对于球员应该如何在家中保持身体状态，卡多
索表示，疫情限制了球员外出，因此在家里做一些
运动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俯卧撑、仰卧起坐、箭
步蹲、深蹲、仰卧双臂屈伸、核心力量训练等等，
这些都是在家中就可以完成的训练项目。此外如果
家中有跑步机的话，有氧运动多多益善”。

对于普通的足球爱好者，卡多索不建议像职业
球员那样练习力量。他表示：“职业球员每天都要
练力量，而业余球员平时生活以学习、工作为主，
训练并不会很频繁。力量训练想要获得成效是要经
历一个漫长的周期的。如果要给一支业余球队进行
三到四周的力量训练，我们除了在肌肉、耐力这些
方面上有所针对，更重要的是要注意规避受伤的风
险。我们不能将职业球员的力量训练照搬到业余球
员上，这样做只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损害。”

在给出建议的同时，卡多索送上了对中国的
祝福：“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安全是最为重要的事
情，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做好安全防
护措施。尽管面对的状况十分艰难，但你们并不
是孤军奋战，全世界有很多人在关心这件事情，
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
一切安好。”

线上战“疫”汇演接连上演，离退休干部通过书画、剪纸、曲艺等抒发抗疫心声———

居家不赋闲，“艺”起战“疫”

沾化农民张新江创作“土味”漫画助抗疫———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线”

疫情来袭，全国上下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各行各业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抗击疫情出一份力。利津县剪纸爱好者郭春霞霞一直关注着新
冠肺炎疫情动态，已先后创作了十几幅剪纸作品，通过这一传统艺术记录抗疫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劝导大家不外出、勤勤洗手、戴口罩，助
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图为郭春霞部分作品。

□任万帅 报道

纸薄情深助抗疫

王海英老师创作的剪纸作品《抗击疫情 砥砺前行》《战疫必胜》

张新江在绘制漫画草稿 张新江漫画《众志成城》

鲁能足校体能教练支招居家运动

有氧运动多多益善

科普书《防控知识120》
“闪电”面市

2月17日，枣庄市山亭区城头镇党委宣传委员
刘金科在为柳全友（左）录制抗疫柳琴戏《父老乡
亲听我说》小视频，用于对当地农民的宣传教育。

现年67岁的柳全友是山亭区城头镇涝泉村村
民，小学毕业后学唱柳琴戏。改革开放以来，他创
作演出柳琴戏《歌颂十一大》、三句半《热烈庆祝
党的十一大胜利召开》等曲目，丰富了群众文化生
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柳全友自觉走上街头义
务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并利用自己特长，创作了脍
炙人口的柳琴戏《父老乡亲听我说》。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李宗宪 报道

枣庄民间艺人编唱抗疫柳琴戏

□记者 纪 伟 通讯员 郑树平 报道
本报临沂讯 记者2月16日获悉，等新冠

肺炎疫情结束后，自景区恢复运营之日起至
2020年12月31日，沂蒙红色影视基地将向全国
医务工作者（持有效证件）免票。

据了解，沂蒙红色影视基地所在地沂南县
马牧池乡常山庄村，是山东抗战中心，红色文
化深厚，红色遗址众多，是“沂蒙精神”重要
发源地，“红嫂精神”发源地。他们抓住这一
优势，弘扬“沂蒙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传
承红色文化、发展红色旅游，叫响了“红嫂”
旅游品牌，成为全国知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和影视拍摄基地。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大批医务工作者
迎难而上，纷纷奔赴一线。为表达对全国医务
工作者的敬意，回馈他们的大爱和无私奉献，
沂蒙红色影视基地决定推出这一优惠政策。

沂蒙红色影视基地
将向全国医务工作者免票

□记者 赵 琳 通讯员 隋春蕾 报道
本报广饶2月17日讯 《丝绸之路与丝路之绸》

《汉字与中华文化》《诗经二十讲》……这是在广饶
县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上推出的国图公开课栏目里的
热门课程。即日起至3月底，广饶县图书馆联合
“中文在线”免费向广大读者开放“书香中国”平
台，让读者足不出户尽享海量阅读资源。

“为全力配合做好疫情预防控制工作，避免因
人员聚集引发交叉感染，广饶县图书馆采取了闭馆
措施，同时在微信公众号推出了国图公开课讲坛视
频、庆新春、品书香亲子阅读等栏目，市民只要扫
描二维码就可以听讲坛、看绘本。”图书馆馆长韩
秀芳介绍。

韩秀芳介绍，“书香中国”平台集阅读、学
习、互动于一体，是一个开放式的数字图书馆。平
台资源包括10万余种电子图书、3万余集有声图
书、1000余种电子期刊，均为正版授权资源。内容
涵盖畅销长销、名家精品、经典名著、人文历史、
大众社科、教育科普、经管理财等多种类型。提供
在线阅读/收听、收藏、下载、书评、书友互动、
读书活动、专栏推荐等多种功能。

此外，原定于春节期间由广饶县图书馆联合县
文旅局共同举办的“传承多彩非遗、创享美好生
活”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也在图书馆网站上展出。
其中包括国家级非遗项目“陈官短穗花鼓”，吕
剧、广饶齐笔制作技艺、枣木杠子乱弹、孙斗跑驴
等4项省级非遗项目，46项市级、县级非遗项目，
地方特色鲜明，宅在家里就可以看展览。

广饶把图书馆
和非遗展览搬到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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