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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 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电灯可杀菌消毒？门把手自动消毒？

口罩颜色随“时”变化提醒更换？听起来有些“开脑
洞”的这些产品，都是来自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师生的创
意设计产品。

当前正是疫情防控关键期，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师生
推出了一批防疫产品，从人们日常防疫消毒的“小习惯”
入手，产品涉及楼宇公共空间消毒、公厕卫生用品消
毒、家用口罩消毒、家居物品消毒、家用防疫医药箱、
把手消毒机、口罩更换提醒贴纸、防疫用触屏挂件等。

“这些设计科学、简洁、便捷，目的是为了从日常
生活习惯入手，阻断病毒传播途径。”山东工艺美术学
院教授殷波介绍，这一系列的工业设计产品产品将功能
与需求紧密结合，将防控化于日常细节，依据防护医学
原理、结合生活日用需要设计而成，很有推广价值。

以能自动消毒的门把手为例，殷波介绍，新型冠
状病毒主要通过口液、飞沫、接触传播，加强预防最
为关键。这款把手消毒机可以吸附于门上，通过人体
感应识别。用户离开后，该消毒机会喷出雾状消毒
液，保证把手的清洁；顶部的显示屏会显示消毒液的
剩余量和消毒机的电量，提醒用户及时补充消毒液和
电量，操作简单。

疫情防控期间，口罩是预防病毒传染的最好武器。
很多山工艺师生都把设计焦点放在了“口罩”上。

比如，“四小时变色提醒更换口罩贴纸”。口罩佩戴
时间一般不宜超过4个小时，很多必须在外工作的人员
（如医护人员、配送人员等）在工作忙碌时很容易忘记
时间，不能及时更换口罩。该设计主体为贴在口罩上的
感温变色贴纸，可以贴于鼻翼视线可及部位，到4个小
时颜色会发生改变（由无色变成橘红色），提醒佩戴口
罩的医护人员及时更换口罩。

短暂出门取个快递、买个菜，口罩丢弃太可惜，
如何消毒？山工艺师生设计的“家用口罩消毒箱”，可
以把口罩固定在配置的口罩架上，插入口罩消毒箱进
行消毒。消毒结束后，口罩架会弹出口罩一角，方便
下次取用。

“设计要服务社会民生，通过对公共卫生用品的优
良设计，让产品最大限度符合人们的日常需求，最大可
能地减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将消
毒、隔离产生的时间成本、心理成本降到最低。”山东
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说，这是他们开展主题设计的
初衷：让广大师生“为人民而设计”。

记者了解到，自1月28日起，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组
织开展了《生命重于泰山———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主题创作活动。在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初期，公众对疫情防控知识缺乏了解，山工艺师生创
作出微信表情包《钟老说》《防疫三字经》、宣传画等创
作，旨在加强疫情普及。现在疫情发生已经有一段时间
了，全社会的防疫意识普遍增强，所以他们创意设计的
方向转向了与防疫相关的、更为实用的生活日用品。

殷波介绍，由于高校延迟开学，为推进创作活动，
山东工艺美院成立了10个主题创作小组，分为宣传画创
作、动画创作、漫画创作、插画创作、新媒体艺术创
作、应急产品与纪念章（品）创作、山东阻疫专题、交
互设计等8类创作类别，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师生
充分利用“假期课堂”，开展创作。

目前，山工艺师生设计团队正在就“无痕”口罩展
开设计，减少医护人员和人们日常使用口罩时形成压痕
乃至损伤。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山东世
博华创动漫传媒有限公司作为首批全国残疾
人文化创意产业基地，主动担当，及早行
动，于1月2 6日（大年初二）发起成立了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动漫创作突击
队”，带领指导世博动漫员工和全省2 8个
“荔枝花开”工作室的百余名残疾文创人才
投身战“疫”，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战
“疫”作品。

“荔枝花开”品牌创始人、世博动漫董事
长王振华，是山东省动漫行业协会会长。大
年初二，他提前结束春节假期从老家返回工
作岗位，在“世博之家”和“荔枝花开”两
个“工作群”里发出倡议，成立“防控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动漫创作突击队”，号召大家发
挥文化创意和动漫创作的专业特长，紧急创
作一批大众喜闻乐见的动漫作品，为疫情防
控尽一己之力。

一呼百应。“突击队”队员们加班加点，
短短两周时间就创作出了漫画、动画、剪
纸、沙画等200多件作品。作品陆续在主流媒
体刊发、展播，并通过网络平台广泛推送，
点击量累计逾千万次。

世博动漫“荔枝花开”孙启娟工作室的
负责人孙启娟，是一位失聪人士。疫情发
生的时候，她已经怀孕两个多月了，妊娠
反应严重，吃不下饭。她被全国人民众志成
城的信心所感动，强忍身体不适，为爱创作
沙画视频。她说：“再难受也得坚持创作，
以此表达心声。武汉挺住，我们都在为你
加油！”

漫画师丁姣，有过和张海迪一样的患病
经历，对这个社会敏感且充满感恩。她用自
己的原创动漫形象“懦懦”创作的漫画作
品，表达了对“逆行者”的感恩之情和抗疫

必胜的信心。她的作品被央视网视频、央视
网《直播中国》等十余家中央媒体官微、官
博转载。

坐在轮椅上的钟倩，身患“不死的癌
症”类风湿19年，大小关节变形。无法赴鄂
支前，不能投身一线，她以笔为“枪”，全力
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和抗疫英雄宣传工作，挑
灯夜战写文章，熬夜打磨修改稿件，用一根
手指敲出了《他们虽然穿的是黑衣服，但依
然是白衣天使》《社区里的“逆行者”》等数

篇战疫故事、战疫日记，和《“愈”见曙光，
致敬英雄》《“隔空”团聚，奋战春天，守候
希望》《用脚步丈量，让黯淡处有光》等20多
篇评论稿件，单篇文章点击量都是“10万
＋”，每篇文章读者留言都超过500条。身为
党员的她表示：“疫情当前，党员绝不能缺
席，我要尽绵薄之力，做力所能及的事，在
防疫宣传中磨砺初心，与全国人民共同打赢
这场防疫阻击战！”

漫画师兰珍妮很早就在微博上关注疫

情，她在微博上看到一张照片，是三名护士
在进入隔离区照顾病人之前的合影。她很是
感动，于是就创作了题为《挡在前面》的漫
画，颂扬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看到百姓
面对疫情焦虑恐慌，出现抢购囤积生活用品
的现象，兰珍妮又创作出了一幅“条漫”，质
朴的语言配上搞笑的漫画，能很好地安抚大
家的情绪，作品刊出即获赞无数，并被多家
媒体和公众号转载。

济南医务人员奔赴武汉支援，其中一位
孩子送别妈妈的场景让人动容。济南艺术创
作研究院的莫非，有感而发创作了诗歌《送
你千只彩纸鹤》。诗歌由济南儿童艺术剧院副
院长、一级演员祖绮颖朗诵，由世博动漫公
司提供视频制作，以生动的艺术形式，表达
了对驰援武汉的医务工作者无私奉献大爱精
神的赞美，传递了感染人心的精神力量。

此外，“荔枝花开”杨仕强工作室、林
开开工作室、董闻峰工作室、林治芳工作
室、刘卫东工作室、王如卫工作室、刘岩工
作室等十余个工作室的众多作品也被各级媒
体刊播。

“‘荔枝’取‘励志’谐音，寓意残疾人
像荔枝一样，虽外表不完美，内心却晶莹剔
透。”王振华介绍，“荔枝花开”是在山东
省、济南市和槐荫区三级残联部门指导下，
由世博动漫倾力打造运作的公益品牌，旨在
构建“互联网＋”背景下新型残疾人教育就
业服务体系，通过“培训＋工作室＋电商”
模式，促进残疾人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实现
高质量、高层次创业就业。迄今，已经为省
内28名残疾文创人才建立了“荔枝花开”工
作室，工作室负责人在解决自身就业创业的
同时，又辐射和带动了200余名残疾文创人才
实现了就业创业。

没有豪言壮语，在无情的疫情面前，
“荔枝花开”用爱和奉献为这个特别的春天
增添了一抹绿色，一丝暖意。

□ 本报记者 王 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室内外篮球场馆不对外开
放，不能打球，但球技不能荒废啊，山东体育学院竞技
体育与体育教育学院副教授颜廷创编了一套居家篮球持
球锻炼方法，可以帮助篮球爱好者在家练习。

正常情况下，篮球训练需要一定空间，会发出一些
声音，而这些在居家的时候都是不允许的，颜廷充分考
虑到了这些问题。他说：“居家篮球持球锻炼方法没有
运球、投篮练习，全部是持球熟悉球性练习，不会影响
到左邻右舍，在家里可以正常完成这些练习。”

颜廷介绍，这套方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
准备活动，包括手腕、脚踝绕环，屈膝深蹲，腰部顺时
针、逆时针绕环，前后摆腿运动，弓步压腿，肩部顺时
针、逆时针绕环，360度顺时针、逆时针摆臂运动，手
臂拉伸动作，颈部运动，指关节运动等10个动作。颜廷
说，做好准备活动能保证篮球持球练习的动作质量，达
到良好的锻炼效果，而且能保护身体不受损伤，真正达
到锻炼身体的目的。

接下来的第二部分篮球持球练习动作是重点，同样
有10个动作：双手交替触球熟悉球性，左右手相互传球
动作，左右手旋转触球动作，指关节点拨球，左右臂交
替拉球动作，左右手持球绕环动作，膝、腰、颈部球绕
环动作，腿部8字环绕球动作，胯下双手交替持球动
作，双腿交替8字环绕球动。颜廷表示，每项动作需要
做三组，每做完一组可以休息1分钟。

最后一部分内容是放松，包括俯身双臂垂摆动作和
腿部肌肉敲打放松动作。颜廷说：“放松动作可以消除
运动后身体的疲劳，快速恢复体力，恢复和提高肌纤维
的弹性，消除乳酸作用，达到运动效果，增强身体状
态，为今后的继续高质量练习奠定基础。”

颜廷表示，居家篮球持球锻炼方法有两大效果：
“一是增强锻炼的兴趣，提高身体的活力，增强身体的
免疫力；二是帮助篮球爱好者增强球性，提高篮球技术
水平，为疫情结束后开展户外篮球锻炼打下基础。”

扫描二维码，可以通过大众日报客户端观看居家篮
球持球锻炼方法视频。

我省残疾人文创工作室一呼百应投身战“疫”，创作出漫画、动画、剪纸、沙画等作品200

多件，网络点击量累计逾千万次———

“荔枝花开”添春意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全省各地公共图书馆按照疫情防控要
求，及时调整服务读者方式，通过创新服务
方式，利用互联网，做好线上图书馆服务，
做到闭馆不打烊，服务不打折，让爱书人依
然能够方便舒适地畅游书海。

线上服务不打烊。疫情之下，全省公共
图书馆全部临时闭馆，暂停读者入馆读书、
借阅，取消或延期举办春节期间原定的所有
文化活动。虽然馆区服务停止了，但各图书
馆积极创新服务方式，利用互联网，做好线
上图书馆服务，大力推进线上服务项目，闭
馆不闭网。

据山东省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省图官
方网站提供丰富的数字资源，包括120万册电
子图书、7000种人文类电子期刊、2万余部视
频资源以及馆藏自建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持
证读者凭借阅证登录即可在线阅读。在移动
端，读者可注册使用“移动图书馆（公图
版）”App，输入邀请码“isdst”，便能浏览
100万种图书、7000种电子期刊、12万集视频
资源。“山东省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还额外
提供有1万多册的有声书。读者通过山东省图
书馆的微信公众号，可以非常方便地访问相
关资源。

其间，根据实际情况，全省各公共图书
馆推出多项便民、惠民、乐民服务。担心借
阅图书超期的读者，完全可以放下心来了，

各馆对由于闭馆不便还书而超期产生的滞纳
金全额免除，图书馆正常开放后归还即可。
闭馆期间，网上续借正常开展。山东省图书
馆的微信公众号，还详细介绍了省图网上续
借的流程。

各馆在官方微信、微博上设立“抗击疫
情”栏目，帮助读者在疫情防控期间充分利
用网络专业资源，在线解答咨询，提供各类
文献信息保障与支持服务。

各图书馆还大力策划开展线上文化活
动，通过多种形式为读者提供抗击疫情的文

化产品。增加了听书、电子书、专业数据库
等各种类型数字资源，同时转变活动方式，
推出“在家猜灯谜、抢红包”“线上猜猜猜”
“在线书播”“悦读在线”等活动，鼓舞士
气，科学防疫。

针对疫情防控，全省各公共图书馆积极
响应，下沉基层，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战斗
中，以不同方式齐力抗疫。

济南市图书馆党支部一直关心“双报
到”社区桃园北社区疫情防控工作。自2月4
日起，在全馆范围发动，选派13名政治素质

强、责任心强的党员职工组成下沉服务小
组，到桃园北社区支援工作，协助做好社区
人员车辆登记排查、入户检查等工作，大大
缓解社区工作人员不足的压力。

在防止疫情扩散的关键时刻，威海市
图书馆迅速响应上级部门的号召，主动与
天翔社区联系，安排在职党员投入到社区
防疫工作中，排出人员时间表，充实社区
防疫力量。

烟台图书馆党支部面对疫情主动“出
列”，积极响应局党组疫情防控“党员先锋
队”出征的号召，全力投入抗疫斗争一线，
由支部委员、副馆长带队的首批党员志愿者
服务队协助毓璜顶街道有关社区做好疫情防
范工作，采取小分队形式分散到海防营、文
化苑、黄山北、海港等4个社区。

青岛市即墨区图书馆主要负责全区民
营博物馆的防疫督导检查工作，每天安排3
组人员到各民营博物馆检查闭馆、防疫宣
传、人员流动等各项防疫措施落实情况，
做好疫情督导报备，累计出动200余人次、
70余车次。

全省各图书馆还积极开展捐款、捐赠活
动。广大干部职工响应募捐号召，踊跃奉献
爱心，设法寻找、购买可靠防疫物品，支持
湖北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截
至2月8日，山东省图书馆已捐赠2000个口
罩、1000副手套、100包消毒湿巾等物资。

我省各公共图书馆创新服务方式应对疫情

闭馆不打烊 服务不打折

门把手自动消毒？
山工艺设计团队“创”出防疫正能量

居家也能玩篮球

漫画《让我们荡起双桨》 刘晓东 画

□记者 杨国胜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由潍坊市寒亭区融媒

体中心出品，潍坊市首部关注儿童视力的微电
影《逐梦之光》正式上线。

据悉，微电影《逐梦之光》从关注儿童视
力出发点，以近视问题与梦想这一核心点作为
矛盾冲突的双方，通过艺术化的手法展开电影
故事。影片中介绍了潍坊市寒亭区的真实案例
“爱眼工作室进校园”活动，号召大家积极行
动起来，在全社会营造“政府主导、部门配
合、专家指导、学校教育、家庭关注”的良好
氛围，齐心协力，让每个孩子都有一双明亮的
眼睛和一个光明的未来。

潍坊《逐梦之光》微电影上线

聚焦近视和梦想

丁姣的作品《爱不隔离》 杨仕强的作品《战疫除魔》

济南市图书馆工作人
员将捐赠物资打包装箱。

□翟慎安 报道
近日，淄博市淄川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

传承人杨杨创作了一组剪纸作品助力抗疫，图
为其作品之一《众人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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