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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讯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疫情突如其来，全球紧急刹车。
停工，复工，达产，各行各业基本一个

节奏，只是时间节点不同。服务业最迟复
工，而服务业中，最迟中的最迟，毫无疑
问，会是电影院。3月27日晚间，全国各影院
接到国家电影局紧急通知，少数已经复工的
影院再次被叫停。

影院防疫无疑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影院的
各个厅，小则几十个座位，多则上百个座位，
是典型的密闭性、聚集性公共场所。要是通风
再不好，那就更要命了。事实上，一些三四线
城市的小影院，确实存在通风不良等问题。

武汉封城后，警报拉响，大部分影院要么
在腊月29（1月23日），要么在除夕（1月24
日）那天关门歇业，少数影院在大年初一（1

月25日）还营业了一天。票房数据显示，大年
初一全国票房181万元，观影人数大约是6万人
次。之后，票房数据一直处于零状态，直到3
月16日新疆乌鲁木齐少数影院开始试复工。随
后，青海、重庆、甘肃、四川、福建等地少量
影院也有了可怜的票房统计。但这些，可以视
为零，因为他们很快被叫停了。

一个重要问题，影院停摆以来，票房损失
了多少？济南百丽宫影城经理董文欣告诉本报
记者，如果4月不能复工，仅百丽宫一家影城
（8个放映厅）就会损失票房600万元。

春节档，是我国电影市场的最强档期。去
年的春节档（从大年三十至正月二十六），中
国内地票房113 . 66亿元；今年是0 . 0181亿元，
零头的零头。

春节档是个什么概念？据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院线经理介绍，大的院线和影城，春节档
票房能占全年票房的20%，而小影城则占到
30%甚至更高。有些小影院，大部分时候经营

惨淡，就靠春节档来维持生存了。
某大院线在我省10个市拥有14家影城，约

100张银幕。1月24日，该院线旗下影城全部歇
业。去年春节7天假期，该院线收获票房1000
万元。如果4月份不能复工，按去年的数据计
算，该院线将损失票房3000万元左右。

2003年遭遇SARS，中国内地全年票房只
有约11亿元，GDP占比万分之0 . 8，几乎可以
忽略不计。而到了2019年，中国内地已成为全
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去年全球票房425亿美
元，折合人民币2970亿元。其中，中国市场贡
献了9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642亿元，占全球票
房的21 . 6%。同时，GDP占比也达到了万分之
6 . 4左右，不可同日而语。这还不算票房拉动的
其他产业，如餐饮、购物、电影衍生品等。

何时能复工？对于这个问题，接受记者
采访的院线人士均表示，目前没有确切时
间，都在等待通知。同时，他们普遍认为，
“五一”将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如果那

时影院可以全面复工，业内人士认为，2020
年内地电影市场全年损失票房将达到200亿
元，占去年票房的1/3左右。

即便影院“五一”全面复工，起步也将面
临两难困境。一个简单的问题，电影院开了，
你会去看电影吗？记者小范围内作了一个调
查，大部分人表示，会先观望一阵，等大家都
不用戴口罩了再去。当然，也会有一部分超级
影迷和憋得不行的人会去影院看电影，但这毕
竟不是多数。

“公众对到电影院观影有抵制情绪，主要
在于对密集场所容易传播病毒的恐惧心理。虽
然现在很多影院新风系统做得非常好，但病毒
太狡猾了、传染渠道也非常复杂，观众对病毒
的恐惧心理有点杯弓蛇影。要想让观众消除恐
惧情绪、树立进影院的信心还是比较难的，只
能静等疫情散去，慢慢恢复。”董文欣表示。

那么问题又来了，复工初期，人气不足，
制片方和发行方敢把自己本来想赚大钱的大制
作投入市场吗？答案显然是“N0”。

“在影院恢复期，观影人次会比较少，而
且影院复工也会是阶梯性、分批次的。在哪个
节点投放，片方和发行方会非常谨慎。投放时
间和范围不当，就有不够经济、沦为炮灰甚至
带来反噬的风险。”董文欣说，总要有片子来
测试市场，这就需要相关部门来统筹安排。

从目前试复工的一些影院的情况，以及综
合各种信息来看，复工初期影院会先放映一些
之前高票房的国产老片和经典进口大片，如
《战狼2》《流浪地球》《狼图腾》《何以为家》
等。“之后，新片会以文艺片为主，国产片、
买断片为辅，起到暖场作用。等人气激活了，
各类大片就陆续上映了。”董文欣称，一旦新
片到位，会有不少影迷第一时间到影院观看。

何时复工，只是时间问题，不是技术问
题。记者了解到，我省大部分影院目前复工前
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消毒液、消杀设
备、测温设备等在3月下旬已经进场，员工培
训等也已完成。可以说，影院已经万事俱备，
只待那一声集结号了。

至暗时刻已过，对影院来说，现在是黎明
前最后那一抹暗色。

□ 本报记者 杨国胜 张蓓

3月31日，在山东全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内，21岁的李林峰正聚精会神地制作刺
绣工艺品《秋趣图》，虽在试用期，但工资已
达到了2000元，转正后将和这里的员工同工
同酬。

李林峰是潍坊聋哑学校2019年的毕业生，
年纪轻轻就获得了潍坊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一
毕业就有好几家公司向他抛出橄榄枝。他第一
次接触刺绣是2014年在学校的非遗课上，学习
刺绣的过程漫长枯燥，但是想要改变生活的梦
想让他坚持下来，并展现出了极高天赋，6年
来多次获得省市级大奖。

时间拨回20多年前，李林峰的父亲也曾是
潍坊聋哑学校的学生，但当时学校并没有非遗
等专业课程，毕业后由于缺乏谋生技能，只能
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40多岁就满身伤病，失
去了劳动能力。

正是李林峰父辈这批毕业生的人生经历，
促使了潍坊聋哑学校非遗课程的引进。“过
去，我们和大部分特殊教育学校一样，存在重
知识传授、轻技能培养的问题，无法赋予学生
与社会需求、自身就业需要相适应的能力。”
如何打造既符合学生特点，又能实现稳定就

业、终生就业、持续成长的专业？潍坊聋哑学
校职教部主任陈福民陷入了沉思。

潍坊有丰富的传统非遗资源，听障学生动
手能力强、专注力好，身心特点与非遗工艺实
践性和技艺性高的特点十分契合。基于此，潍
坊聋哑学校从2006年开始试水，开设刻瓷、装
裱等工艺课程，从此便在非遗课程资源建设、
非遗教学实践创新以及非遗教学保障体系建设
等方面，进行了长达14年的探索。

面塑、烙画、剪纸、刺绣、核雕……如

今，学校已开设11门富有地方特色的非遗工艺
课程，并签下16个工艺美术大师为外聘教师，
采取“跟师学徒”的教学模式，探索出了一条
针对听障学生的、手工艺学研产销一体化的终
生职业直通车模式。

“有了非遗课程，像李林峰这样的孩子，
就不用再从事和他的父辈们一样的重体力劳
动。”陈福民说，通过提高学生就业能力，实
现就业由传统工人向高端型、技能型手工艺人
转变，从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除了开设课程，学校还将目光放在了校
外。陈福民带着这帮孩子，走进文展会，走
进世界老年旅游大会，搭平台、找机会，让
更多的人认识他们。同时，借助市工艺美术
协会、齐鲁非遗文化产业孵化器等行业力
量，建立传承基地和市级联盟，让学校的非
遗教学、学生非遗手工艺品的出售、学生的
就业等有了保障。

“下一步我们非遗职业教育重心还是在校
外，整合政府、行业、民间三方力量，给孩子
们打造一个创业的平台。”陈福民直言。

十笏园非遗空间就是“校外”一个很好
的例子。这是潍坊市打造的一个集保护、传
播、交流、展示、传承、研学、培训于一体
的非遗空间。去年8月，潍坊聋哑学校非遗手
工艺传承中心项目成为潍水非遗合伙人，进
驻非遗空间。在这里，除了补贴外，他们还
能享受专业化服务、新媒体流量支持等扶
持，将实现文化价值、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
的有效转化和提升。如今，每逢周六歇班，
李林峰都会来这里，由工艺大师手把手教
学，实现技能再提升。

目前，潍坊聋哑学校毕业生从事非遗手工
艺行业的人数占比30%。其中，47名学生被红
木公司、雕塑公司等知名企业录用，还有21名
师生被评为潍坊市工艺美术大师、工艺美术名
人，拥有了中级专业职称。通过学校调查分
析，非遗行业毕业生初期与其他行业毕业生收
入基本持平，三年后收入高于其他行业25%。
2018年，该校获得全国“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
承学校”称号。

疫情下的影院：只待一声集结号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4月3日晚，电视剧《一诺无悔》将在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由欧阳奋强
执导，郭广平、何政军、傅淼领衔主演，魏小军、
白凡、刘浩闻和蔡静一联袂主演。

电视剧《一诺无悔》取材于“全国优秀县委书
记”廖俊波的先进事迹，以他在福建省政和县担任
县委书记的工作经历为创作背景，讲述了他履职尽
责、克己奉公，带领政和人民脱贫攻坚、脱掉“贫
困”帽子的感人故事。

剧中，廖俊波在福建南平地区任职期间，职务
虽然一再变，但立党为公造福于民的初心不变。为
了发展地方经济，廖俊波勇于挑战，勇于创新，先
后主持多个工业园区的建设，引进数百家企业入驻
闽北，为闽北经济发展带来新动力。在政和县任职
期间，廖俊波提出发挥传统农业优势，逐步建立工
业、城市、旅游、回归四大经济体的发展思路和规
划，创造性地设计出项目并审联批制度和小额扶贫
贷款模式，用短短四年时间，让一个省级贫困县转
变为经济发展全省十佳县，让3万多贫困户脱贫，
创造了“政和速度”和“政和传奇”。在担任南平
市武夷新区党工委书记期间，他一如既往，无私奉
献，任劳任怨，与时间赛跑，为武夷新区赢得无限
商机，直至因公殉职。

电视剧《一诺无悔》

今晚央视一套开播

11门非遗工艺课程进聋哑学校，让学生就业有了根本性变化———

非遗，改变他们的人生

□任万帅 报道
东营市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后，利津县图书馆及时有序对读者进行开
放，采取限流措施，读者可通过公众号线
上实名预约入馆，同时进馆读者总人数不
超过200人，阅读区域配备消毒液和相关
消毒用品，工作人员每天对流通图书进行
消毒，归还和翻阅后的图书统一消毒后再
进行上架。图为3月31日，读者在图书阅
览室读书。

“预约进馆”

品书香

李林峰正聚精
会神地制作刺绣工艺
品《秋趣图》。

●3月27日晚间，全国各影院接
到国家电影局紧急通知，少数已经复
工的影院再次被叫停。疫情对影院的
冲击波到底有多长？

●何时复工，只是时间问题，不
是技术问题。记者了解到，我省大部
分影院目前复工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完
成。可以说，影院已经万事俱备，只
待那一声集结号了。

□新华社/美联
当地时间3月29日，在德国西部埃森，人们在汽车影院欣赏电影预告片。为遏制新

冠肺炎疫情蔓延，德国的普通电影院纷纷关闭，许多人选择在汽车影院度过休闲时光。

电视剧《一诺无悔》海报

4月2日，盛爱萍在工作室内整理石艺画作品
《红楼梦》。

石艺画是一种手工创作的工艺美术画，以戈壁
地区天然砺石为原料绘制而成。盛爱萍是大漠风雨
雕石艺画制作工艺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从事石艺画设计和创作近20年。如今，盛爱萍在传
承石艺画制作工艺的同时，和女儿合作，通过线上
展示和线下体验相结合的方式，让更多年轻人了解
感受石艺画魅力，让传统技艺发扬光大。

□新华社发

戈壁匠人心 砺石入画来

据新华社上海4月2日电 记者从语言文字期刊
《咬文嚼字》编辑部获悉，著名语言学家、出版人
郝铭鉴于4月2日病逝，享年76岁。

郝铭鉴是江苏建湖人，生于1944年，语言学
家、出版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上海语文
协会副会长。

郝铭鉴是著名语言文字期刊《咬文嚼字》杂志
的创刊人、前主编。这本1995年创刊的小小杂志，
素有“语林啄木鸟”之称，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语
文生活。

谈及这本小刊物的缘起，郝铭鉴曾说：“刊物
虽小，但语文规范化‘兹事体大’。我们办的是小
丛刊，但需要的是大眼光。一个现代人，他的修养
表现在非常优雅地运用我们的母语正确地表达自己
的感情。”

《咬文嚼字》杂志创刊人

郝铭鉴病逝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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