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赵腾泽 电话：010-85166151 E-mail：ztz@ctnews.cn

4 版 要闻 2022 年 1 月 20 日 星期四

CHINA TOURISM NEWS

●学习先进典型 汲取榜样力量

为谱写民族地区发展新篇章贡献旅游力量

矢志不移践初心 引领“龙文化”走出去

打造冬夏“双品牌”，让吉林旅游“C 位出道”
——记“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集体”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市场推广处

□ 陈俊成 本报记者 白骅

“丝路甘孜，川西秘境。”近年来，

四 川 省 甘 孜 藏 族 自 治 州 文 化 广 播 电

视和旅游局（以下简称“甘孜州文广

旅游局”）以文旅融合为导向，坚持全

域旅游发展理念，不断挖掘全州文化

和旅游资源，为当地谱写民族地区幸

福美好和谐发展新篇章贡献了文化和

旅游力量，并于 2021 年 11 月获得“全

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育新品建项目

近 几 年 ，随 着 旅 游 基 础 设 施 日

趋 完 善 ，一 批 重 点 文 化 和 旅 游 项 目

相 继 落 成 ，各 类 旅 游 新 产 品 不 断 涌

现 ，甘 孜 旅 游 展 现 出 强 大 的 吸 引 力

和发展潜力。

2021 年 以 来 ，甘 孜 州 文 广 旅 游

局 协 调 争 取 资 金 4000 余万元建成甘

孜 州 国 省 干 道 沿 线 旅 游 基 础 设 施 项

目 旅 游 厕 所 49 个 、旅 游 标 识 和 温 馨

提示牌 70 个。协调中石油公司投资

3.5 亿 元 建 设 甘 孜 文 旅 驿 站 ，目 前 已

完 成 39 个 集 停 车 、餐 饮 、购 物 、加 油

等功能于一体的文旅驿站升级改造。

2021 年 9 月，甘孜州首个旅游综

合 服 务 港 —— 多 饶 嘎 目 生 态 文 化 旅

游 产 业 园 投 入 运 营 。“ 在 这 里 ，游 客

可以享受到游牧体验、藏式康疗、特

色食宿等多元化服务。”该园区有关

负责人介绍。

与 此 同 时 ，甘 孜 州 文 广 旅 游 局

还加快推进格聂神山、玉隆拉措、新

龙 红 山 、贡 嘎 西 坡 莲 花 湖 等 重 点 景

区开发建设，加速实现措普沟、亚拉

雪山、牛背山等景区开园营业。

结 合 森 林 、草 原 、温 泉 、湿 地 、山

地 以 及 红 色 文 化 、民 族 文 化 等 资 源

优 势 ，甘 孜 州 文 广 旅 游 局 精 心 培 育

开发了休闲观光、研学旅游、科考探

险、康养度假、游牧体验、非遗手工、

民俗歌舞、藏式康疗、户外运动等类

型多样的旅游产品以及“丝路甘孜·

康藏秘境”旅游线路。

随 着 培 育 新 品 招 建 项 目 工 作 向

纵深推进，甘孜州旅游业稳步驶入高

质量发展“快车道”。据统计，2021 年

1 至 11 月，甘孜州共接待游客 3543.54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总 收 入 388.62 亿

元，与 2019 年相比分别增长 8.39%和

7.96%。

抓创建广营销

2021 年 12 月 21 日 ，甘 孜 州 文 广

旅 游 局 原 局 长 刘 洪（2022 年 1 月 8

日，刘洪当选为该州政协副主席）做

客“山里 DOU 是好风光”项目的“我

在乡村看日落”直播活动，带领网友

领 略 甘 孜 冬 春 旅 游 的 魅 力 ，多 次 为

粉 丝 抽 取 免 费 门 票 ，引 得 不 少 网 友

直呼：“我想去甘孜！”

近 年 来 ，甘 孜 州 文 广 旅 游 局 通

过 品 牌 创 建 和 推 广 营 销 相 结 合 的 方

式，促进旅游影响力不断向外延伸。

在 品 牌 创 建 方 面 ，全 域 旅 游 示

范 区 、景 区 增“A”、四 川“ 天 府 旅 游

名县”、四川“天府旅游名牌”等都成

为 甘 孜 州 全 域 旅 游 提 质 增 量 、扩 大

影 响 力 的 有 力 手 段 。 截 至 目 前 ，稻

城 亚 丁 成 功 创 建 为 5A 级 景 区 ，海 螺

沟 入 选 首 批 国 家 森 林 康 养 基 地 ，康

定 市 成 功 入 选 四 川“ 天 府 旅 游 名

县 ”，泸 定 县 、丹 巴 县 成 功 创 建 第 三

批 四 川 省 级 全 域 旅 游 示 范 区 。 全 州

A 级 景 区 总 量 达 到 96 个 ，总 量 跃 居

四川省内第一。

在 推 广 营 销 方 面 ，以“ 丁 真 事

件 ”和“ 最 帅 局 长 ”为 主 题 的 网 络 营

销 成 为 2020 年 至 2021 年 全 国 文 旅

营 销 领 域 的 代 表 。 甘 孜 州 文 广 旅 游

局 还 制 作 了《丁 真 的 世 界》《丁 真 的

新年》《甘孜本色》等宣传片，推出“1

分 钟 看 看 甘 孜 有 多 美 ”“ 四 川 甘 孜 A

级景区门票全免”“甘孜文旅局长喊

话 全 国 游 客 ”“ 甘 孜 文 旅 局 长 推 荐

100 个 打 卡 点 ”等 网 络 话 题 ，全 网 累

计阅读量超过 200 亿次。

此外，甘孜州文广旅游局还在四

川 省 内 8 个 主 要 客 源 市 场 组 织 开 展

了“山河万里·甘孜必达”冬春旅游营

销活动，在广东、重庆等地开展系列

文化旅游专题推介会，组织全州文化

和 旅 游 系 统 参 加 广 东 国 际 旅 游 博 览

会等重要旅游展会。“圣洁甘孜”的品

牌影响力和美誉度进一步提升。

严治理抓培训

强 化 旅 游 市 场 管 理 和 开 展 涉 旅

从 业 人 员 培 训 ，也 是 甘 孜 州 文 广 旅

游 局 提 升 服 务 质 量 、推 进 旅 游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重 要 举 措 。 正 如 刘 洪 所

说 ：“ 游 客 从 四 面 八 方 涌 来 ，甘 孜 不

仅 要 夯 实 基 础 设 施 ，提 供 优 质 旅 游

产品，更要努力提升服务质量。”

前 不 久 ，一 位 旅 游 领 队 在 网 络

直接“喊话”刘洪：国道 318 线的一个

厕 所 和 一 个 停 车 场 因 冰 雪 问 题 临 时

关闭，给游客造成了不便，这种行为

该如何管理？

接 到 投 诉 后 ，刘 洪 立 即 安 排 工

作 人 员 到 现 场 了 解 情 况 ，并 将 整 个

处 理 过 程 拍 成 短 视 频 发 到 社 交 媒 体

上，引来 510 余万网友围观。不少网

友 对 高 海 拔 地 区 冬 季 厕 所 管 理 表 示

理解，并私信刘洪提出建议。

甘 孜 州 文 广 旅 游 局 还 通 过 持 续

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交叉

执法活动,依法查处文化和旅游市场

的违法违规行为，开展森林草原防灭

火宣传和专项整治、督促落实疫情常

态化精准防控措施等行动。

为 进 一 步 提 升 旅 游 服 务 质 量 ，

甘 孜 州 文 广 旅 游 局 一 面 大 力 宣 传 贯

彻 行 业 标 准 ，一 面 开 展 涉 旅 从 业 人

员 持 证 上 岗 和 全 员 培 训 ，2021 年 度

培训 2 万余人次。

刘 洪 表 示 ，下 一 步 ，甘 孜 州 文 广

旅 游 局 将 重 点 围 绕 旅 游 产 业 高 质 量

发展、数字文旅建设、生态旅游建设

等 方 面 ，力 争 将 甘 孜 州 打 造 成 全 球

向 往 的 高 水 平 世 界 旅 游 目 的 地 ，为

四 川 乃 至 全 国 文 化 和 旅 游 业 发 展 贡

献一份力量。

——记“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集体”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 陈俊成 本报记者 白骅

2021 年 11 月 ，四 川 省 泸 州 市 泸 县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泸县文化广播电视

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秋兰被授予

“ 全 国 文 化 和 旅 游 系 统 先 进 工 作 者 ”称

号。长期以来，冯秋兰带领泸县文化和

旅游系统干部职工，在推动当地农民演

艺、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方面取得明显成

效 ，为 泸 县“ 文 化 强 县 ”奠 定 了 坚 实 基

础，推动了当地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文旅队伍添“新军”

2000 年 8 月 ，四 川 师 范 大 学 新 闻 学

专 业 毕 业 的 冯 秋 兰 进 入 泸 县 广 播 电 视

台 成 为 一 名 记 者 ，工 作 积 极 主 动 、细 致

严谨是同事们给她的评价。

随着工作的深入，冯秋兰逐渐了解

到 泸 县 深 厚 的 文 化 底 蕴 。 当 地 老 同 志

们 为 文 化 和 旅 游 事 业 辛 勤 努 力 和 默 默

耕耘的精神深深触动着她。彼时，年轻

的 冯 秋 兰 心 中 便 种 下 一 颗“ 种 子 ”——

要为泸县文化和旅游事业发展作贡献。

随着时间的推移，冯秋兰实现了从

“ 新 闻 人 ”到“ 文 化 人 ”再 到“ 文 旅 人 ”的

身 份 转 换 ，朝 着 心 中 的 理 想 一 步 步 迈

进 。 她 曾 先 后 负 责 泸 县 文 化 体 育 新 闻

出版广电局、泸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等部门的管理工作，对于当地文化和

旅游工作了然于胸。

在冯秋兰多年的不懈努力下，泸县文

旅产业发展成绩颇丰：“泸州雨坛彩龙”获

得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泸县农民演艺服

务标准化试点获评“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

试点项目”，泸县农民演艺网荣获“首批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

促进文化大繁荣

多年来，如何把泸县丰富的文化资

源 保 护 好 、传 承 好 、利 用 好 ，进 一 步 促

进全县文化繁荣发展，一直萦绕在冯秋

兰心头。

工作中，冯秋兰带领泸县文化和旅

游工作者开展了龙文化、龙桥艺术研究

和 系 列 保 护 传 承 活 动 ，组 织 泸 县“ 龙 文

化 周 ”系 列 活 动 ，组 织 成 立“ 中 国 东 方

龙 文 化 研 究 院 ”“ 泸 县 石 刻 文 化 研 究

院 ”。 他 们 还 开 发 研 制“ 龙 妹 儿 ”“ 石 刻

萌 表 情 ”等 一 大 批 精 品 文 创 产 品 ，成 功

创 建 四 川 省 首 批 龙 文 化 生 态 保 护 实 验

区，有效扩大了当地文化影响力。

被 誉 为“ 东 方 活 龙 ”的“ 龙 舞（泸 州

雨 坛 彩 龙）”是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也 是 泸 县 最 引 以 为 傲 的

“ 文 化 记 忆 ”。 长 期 以 来 ，冯 秋 兰 带 领

全 县 文 化 和 旅 游 工 作 者 深 入 挖 掘 这 一

精 品 项 目 的 文 化 内 涵 ，使“ 泸 州 雨 坛 彩

龙 ”的 影 响 力 不 断 扩 大 ，成 功 荣 获 第 十

届 中 国 艺 术 节“ 群 星 奖 ”，并 应 邀 代 表

四川到香港等地演出。

泸县历来有民间演艺传统，活跃着

不 少 民 间 演 艺 队 伍 。 为 推 进 农 民 演 艺

文化创新发展，冯秋兰率领泸县组建了

西 南 农 民 演 艺 联 盟 ，创 新 推 出“ 醉 美 泸

州·泸 县 农 民 演 艺 大 舞 台 ”周 末 剧 场 驻

场惠民演出 ，《梦·南宋》《薅·歌》《龙腾

盛世》等原创舞蹈先后荣获多项大奖。

推进文旅深融合

“ 每 一 项 文 化 都 是 泸 县 宝 贵 的 财

富 。”冯 秋 兰 说 ，泸 县 丰 富 的 文 化 资 源

为 旅 游 业 发 展 提 供 了 源 源 不 断 的 动

力。她结合实际提出了泸县打造“中国

龙 文 化 体 验 目 的 地 ”的 发 展 目 标 ，以 此

不 断 提 升“ 千 年 泸 县·宋 韵 龙 城 ”城 市

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冯秋兰带领泸县文化和旅游系统，

大力挖掘当地历史文化和民风民俗，持

续 开 展 春 节 联 欢 会 、龙 舞 闹 元 宵 、雨 坛

彩龙民俗文化活动等系列品牌活动，带

动 全 县 举 办 龙 抬 头 、梨 花 节 、菜 花 节 等

旅游活动，推动泸县文化和旅游市场稳

步向好发展。

同 时 ，冯 秋 兰 还 把 龙 桥 文 化 生 态

园 、宋 代 石 刻 博 物 馆 、屈 氏 庄 园 博 物

馆、龙舞庄园景区等重点项目建设以及

屈氏庄园创 4A 级景区工作作为重点来

抓，不断推动泸县旅游业提质升级。

积跬步至千里，积小流成江海。在

冯秋兰的带领下，当地文化和旅游行业

呈 现 出 强 劲 的 发 展 势 头 。 2021 年 春 节

期 间 ，近 5 万 名 游 客 打 卡 泸 县 图 书 馆 、

屈氏庄园博物馆等景区，带动全县实现

文化和旅游收入近 969 万元。

——记“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工作者”冯秋兰

□ 陈俊成 本报记者 白骅

“这 是 一 项 殊 荣 ，我 非 常 珍 惜 。”

得知自己评为“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

先进工作者”，四川省宜宾市酒都艺

术研究院演出一大队队长、一级演员

谢红表示，她将不忘初心、恪尽职守，

以饱满的热情和奋斗者的新姿，为川

剧事业的发展传承增光添彩。

初入梨园识川剧

1979 年 ，年 仅 12 岁 的 谢 红 考 入

原 宜 宾 地 区 川 剧 团 ，她 的 川 剧 表 演

艺术生涯也由此拉开序幕。

随 着 深 入 学 习 ，谢 红 在 川 剧 这

门 综 合 艺 术 的 大 千 世 界 里 ，找 到 了

自 己 的 角 色 定 位 ，开 始 专 攻 旦 角 表

演 艺 术 。 从 注 重 形 象 展 现 的 花 旦 ，

到 追 求 内 心 刻 画 的 奴 旦 ，再 到 精 通

武 艺 的 武 旦 …… 作 为 川 剧 表 演 中 最

具 特 色 的 行 当 之 一 的 旦 角 ，每 一 项

都考验着演员的功力。

练 嗓 、压 腿 、捆 腿 、吊 腿 ，练 台

步 、练 身 段 、练 唱 腔 …… 年 幼 的 谢 红

日复一日地刻苦学习钻研。

在 求 学 生 涯 中 ，谢 红 几 乎 把 时

间都放在了表演学习中。“虽然很多

时 候 累 得 不 想 动 弹 ，但 一 想 到 自 己

在 从 事 热 爱 的 事 业 ，顿 时 就 感 觉 充

满了活力。”谢红说。

台 上 一 分 钟 ，台 下 十 年 功 。 在

不 断 地 努 力 和 坚 持 下 ，谢 红 逐 渐 掌

握 了 旦 角 表 演 的 要 诀 ，为 日 后 的 演

艺之路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 每 个 角 色 的 唱 腔 对 话 、一 颦 一

笑、一举一动各不相同，这些不仅需

要唱、念、做、打等基本功，更考验着

演 员 对 角 色 人 物 本 身 的 理 解 与 领

悟。”谢红说。

随后，谢红选择拜川剧名家张光

茹、胡秋华为师，开启了更深的修行

之 旅 。 在 名 师 的 点 拨和自己的钻研

下，她在唱腔和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

表演技巧方面，有了新的领悟与突破。

努力奋斗铸梦想

“ 一 名 文 艺 工 作 者 的 价 值 ，要 看

自 己 对 行 业 是 否 贡 献 了 应 有 的 力

量 。”这 是 谢 红 心 中 时 刻 牢 记 的 话

语 。 在 她 看 来 ，只 有 永 不 停 止 的 奋

斗才能让梦想照进现实。

演艺生涯中，谢红逐渐以其秀美

的扮相、清脆的嗓音、细腻大方的表

演赢得了同行及各界人士的认可。

1986 年 ，17 岁 的 谢 红 在 老 师 和

同 事 们 的 鼓 励 下 ，报 名 参 加 四 川 省

青 少 年 川 剧 比 赛 ，并 凭 借 精 彩 的 表

演荣获二等奖，“这是我的第一份荣

誉，总算没有辜负自己的努力！”

2001 年 ，谢 红 参 加 全 国 第 十 一

届“ 群 星 奖 ”比 赛 ，凭 借 在《心 曲》当

中的表演获得优秀奖。

2011 年 ，在 以 宜 宾 市 筠 连 县 春

风 村 基 层 干 部 和 村 民 建 设 新 农 村 为

主 要 创 作 素 材 的 现 代 川 剧《槐 花 几

时开》当中，谢红凭借对剧中女主角

“ 曾 美 丽 ”的 人 物 塑 造 ，荣 获 四 川 省

第 二 届 文 华 奖 个 人 表 演 奖 。 2012 年

在 电 影《槐 花 几 时 开》当 中 ，谢 红 再

次 饰 演“ 曾 美 丽 ”，该 剧 成 为 四 川 省

第 十 二 届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五 个 一 工

程”（2009—2012 年）入选作品。

艺 术 道 路 上 的 刻 苦 上 进 ，让 谢

红 不 断 收 获 着 硕 果 。 她 先 后 出 演

《槐花几时开》《梅女》《白蛇传》等剧

目 ，并 在 国 家 级 、四 川 省 、宜 宾 市 各

种戏剧比赛中，累计获奖 30 余项。

执着坚守践初心

作 为“ 叙 泸 河 ”川 剧 艺 术 传 承

人 ，谢 红 深 谙“ 一 枝 独 放 不 是 春 ”的

道 理 。 多 年 来 ，她 始 终 把 对 川 剧 的

传承和发展系在心间、挑在肩上。

2020 年 5 月，在政协宜宾市第五

届 委 员 会 第 四 次 会 议 上 ，身 为 宜 宾

市 政 协 委 员 、民 盟 宜 宾 市 文 艺 支 部

主委的谢红提出了建议：制定“叙泸

河”川剧扶持政策，学习其他地区川

剧 艺 术 发 展 经 验 ，用 以 团 带 班 的 方

式 ，委 托 专 业 高 校 定 向 招 收 培 养 高

素质“叙泸河”川剧艺术传承人。

为 了 更 好 地 弘 扬 传 承“ 叙 泸 河 ”

川剧艺术，谢红不遗余力地做好“传

帮 带 ”，在 培 养 传 承 人 上 精 心 选 苗 ，

一 招 一 式 悉 心 指 导 。 她 还 先 后 在 宜

宾学院、中山街小学、戎州实验小学

开展川剧教学授课，讲授理论知识，

开展川剧表演基础培训。

艺 术 的 道 路 没 有 尽 头 ，传 承 的

道 路 更 需 要 坚 持 。 如 今 的 谢 红 每 年

参 加 的 文 化 惠 民 走 基 层 、戏 剧 进 校

园 、进 军 营 慰 问 演 出 等 活 动 就 有 80

余场，受到各界的肯定和认可。

“希望川剧通过多种形式走进校

园，走到年轻人身边去，让传统艺术

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谢红说。

做川剧传承的践行者
——记“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工作者”谢红

□ 蒲钰 本报记者 刘玉萍

“温暖相约·冬季到吉林来玩雪”

“清爽吉林·22℃的夏天”，只要有吉

林旅游的推广，就不难看见吉林旅游

“双品牌”的这两句推广语。而这两

句话为游客所熟知，离不开吉林省文

化 和 旅 游 厅 市 场 推 广 处（以 下 简 称

“市场推广处”）的系列营销举措。

近 年 来 ，市 场 推 广 处 创 新 营 销

方式，通过举办一系列主题突出、特

色 鲜 明 的 旅 游 活 动 持 续 打 造“ 双 品

牌”，对传播吉林旅游形象和繁荣文

旅市场起到重要作用。

创新营销模式

带着吉林旅游资源走出去，吸引

域 外 游 客 走 进 来 …… 哪 里 有 吉 林 旅

游的推广活动，哪里就有市场推广处

工 作 人 员 的 身 影 。 市 场 推 广 处 肩 负

着拟定全省文化和旅游市场开发、营

销战略的任务，并在工作过程中形成

了求真务实、勇于担当、善于创新的

工作作风。

疫 情 发 生 以 后 ，市 场 推 广 处 立

足本职、服务大局，各项工作有序开

展 ，其 中“ 坐 着 高 铁 游 吉 林 ”路 演 活

动 推 动 吉 林 文 旅 在 疫 情 防 控 常 态 化

下实现稳步复苏。

2020 年 10 月 ，吉 林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携 省 内 各 地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门 及

旅游协会、重点冰雪企业，赴辽冀津

京 四 省（市）的 9 座 城 市 开 展“ 坐 着

高 铁 游 吉 林 ”路 演 。 讲 产 品 、话 优

惠 ，市 场 推 广 处 以 充 分 的 准 备 和 新

颖 的 形 式 搭 建 了 吉 林 与 各 地 企 业 有

效沟通的平台。

市 场 推 广 处 副 处 长 吴 桐 介 绍 ，

路 演 活 动 主 要 呈 现 出 用 拳 头 产 品 叫

响 品 牌 形 象 、以 新 的 推 广 模 式 实 现

精 准 营 销 、搭 建 合 作 平 台 实 现 互 利

共 赢 等 特 点 ，在 促 成 吉 林 与 客 源 地

企 业 达 成 合 作 、预 热 冬 季 市 场 等 方

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市 场 推 广 处 也 在 线 上 发 力 ，依

托 全 媒 体 平 台 开 展 推 广 营 销 活 动 。

如 ，与 媒 体 平 台 合 作 ，制 造 热 点 话

题 ，其 中“ 吉 林 冰 雪 DOU 来 嗨 ”“ 吉

林有约·全民做冬”等宣传案例受到

业界关注。

组织实地考察

市场推广处一年两次组织实地考

察活动，对内提振旅游业的发展信心，

形 成 了 贯 穿 全 年 的 四 季 旅 游 线 路 产

品；对外树立吉林旅游良好形象，进一

步打响“温暖相约·冬季到吉林来玩

雪”“清爽吉林·22℃的夏天”双品牌。

2021 年 4 月，吉林各类冰雪旅游

活 动 收 官 不 久 ，市 场 推 广 处 工 作 人

员 便 组 织 带 领 业 界 同 仁 进 行 夏 秋 季

线路产品考察。

出 发 前 ，市 场 推 广 处 带 队 人 员

与 各 市 州 取 得 联 系 ，协 调 各 景 区 到

访 时 间 ，以 确 保 考 察 行 程 顺 利 进

行 。 随 后 ，考 察 组 白 天 到 景 区 考 察

项目，晚上座谈交流、集思广益。紧

密 妥 当 的 行 程 安 排 让 考 察 组 用 十 余

天 便 走 过 了 73 个 景 区（点），最 终 将

资 源 串 联 成 线 ，推 出 了 涵 盖 七 大 类

线 路 产 品 66 条 旅 游 线 路 ，这 为 吉 林

丰 富 夏 秋 季 旅 游 产 品 、挖 掘 消 费 热

点做足了准备。

2021 年 11 月 ，吉 林 旅 游 进 入 新

一季的推广营销，市场推广处又带领

业内人士开展冬季踏线调研活动。

各 旅 行 社 负 责 人 纷 纷 表 示 ，实

地 考 察 的 过 程 促 进 了 资 源 的 有 效 对

接 ，也 让 旅 行 社 与 资 源 方 开 展 了 广

泛 深 度 合 作 ，让 大 家 对 吉 林 省 冬 季

文化和旅游资源有了进一步认识。

举办特色活动

多 年 来 ，市 场 推 广 处 不 断 策 划 、

指 导 、协 调 全 省 重 大 文 化 和 旅 游 活

动 的 组 织 实 施 ，形 成 了 吉 林 国 际 冰

雪 产 业 博 览 会 、“ 见 证 旗 迹 ”—— 驾

红 旗 车·游 新 吉 林 等 一 大 批 具 有 吉

林特色旅游活动。

吉 林 国 际 冰 雪 产 业 博 览 会 作 为

吉林开展冰雪活动的总线和抓手，如

何充分挖掘吉林省的冰雪资源，如何

做 得 更 有 特 色 ？ 市 场 推 广 处 对 此 精

益求精。策划每个细节、提高规模体

量、提高参与程度、丰富配套活动，让

已 连 续 举 办 多 届 的 冰 雪 盛 会 每 一 年

都让人眼前一亮。

“ 又 是 一 届 展 会 到 ，又 是 一 年 欢

乐 绕 。 干 完 这 个 ，还 有 下 个 ……”带

着 这 样 的 工 作 劲 头 ，市 场 推 广 处 一

次 次 办 好 展 会 ，一 次 次 传 播 吉 林 文

旅 形 象 。 如 今 ，吉 林 国 际 冰 雪 产 业

博 览 会 逐 步 带 领 吉 林 实 现 冰 雪 产

业、冰雪经济的跃升。

除 办 好 展 会 外 ，市 场 推 广 处 还

策划了一系列活动。其中，“见证旗

迹 ”—— 驾 红 旗 车·游 新 吉 林 活 动 ，

以 轿 车 模 拟 自 驾 形 式 ，带 嘉 宾 深 入

各 景 区 体 验 旅 游 资 源 。 新 颖 的 活 动

形 式 对 吉 林 持 续 推 进“ 旅 游 +工 业 ”

品 牌 融 合 、拓 展 文 化 和 旅 游 新 业 态

等发挥积极作用。

□ 顾雨婷 王志杰 陶李

从一个普通的地市级公共图书馆，

到 探 索 中 国 公 共 图 书 馆 总 分 馆 建 设 的

“嘉兴模式”……在浙江省嘉兴市图书馆

的发展变迁中，从业 34 载的沈红梅是见

证者，更是亲历者、参与者。“图书馆的百

年积淀，时时丰润着我的人生，让我能够

有氛围、有条件对事业永远保持真挚和纯

粹。”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工作者，嘉

兴市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沈红梅说。

让借阅更容易

从 借 不 到 书 ，到 网 上 阅 览 ，有 多

难？这个问题，曾深深困扰着沈红梅等图

书馆人。“过去的图书馆书少，人更少。”

1986年，刚从杭州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毕业

的沈红梅成了一名图书管理员。可起初，

她对这份工作并不热爱：“单调、枯燥。”

当时书籍是珍贵资源，图书馆平均

一年的购书经费只有 5 万元，书籍实行闭

架限量借阅，日常来借书的人也不多。

日常工作单调枯燥，却有一个细节

让沈红梅记忆犹新。“借书证公开办理,

每年只有一次，那时馆里最热闹。”沈红

梅说。正是这个细节，让沈红梅明白了

一 件 事 ，嘉 兴 人 爱 读 书 ，可 读 书 却 不

易。借助读书时学到的专业知识，沈红

梅 和 同 事 们 利 用 新 技 术 将 原 本 纸 质 书

目录入计算机，建立起了书目和读者信

息库。1999 年，嘉兴市图书馆推出全市

首家电子阅览室，成为当地百姓首次接

触网络世界的“窗口”。

2003 年，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嘉兴在

各区县乃至镇村社区建成了搭载互联网

的嘉兴图书馆虚拟局域网，实现了点对

点的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嘉兴也成为“国

家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示范市。

靠着大胆创新，嘉兴地区还实现了

图书“一卡通行”和“通借通还”，嘉兴各

地的读者也可通过电脑网络检索到省、

市公共图书馆的图书和数字文献资源。

让书香沉下去

2007 年 至 2009 年 ，嘉 兴 市 图 书 馆

建 成 以 总 分 馆 为 基 本 结 构 的 城 乡 一 体

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嘉兴市南湖区

余新镇建成全市首个分馆。

“ 麻 雀 虽 小 ，五 脏 俱 全 。”这 是 不 少

读 者 对 嘉 兴 市 图 书 馆 余 新 分 馆 的 评

价 。 泾 渭 分 明 的 阅 读 区 域 ，少 儿 类 、文

学类等丰富的馆藏资源，令读者忍不住

惊叹：“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小型图书馆!”

工 作 人 员 介 绍 ，每 到 借 阅 高 峰 期 ，

每天最多时能有上千人次到馆，读者都

坐到了地板上。“从曾经的门可罗雀，到

如今的门庭若市，没想到一个乡镇图书

馆能有这样的高人气”。

目 前,嘉 兴 市 图 书 馆 服 务 体 系 已 发

展 成 1 个 市 总 馆 、2 个 区 分 馆 、18 个 镇

（街道）分馆、32 个村（社区）分馆、20 家

智 慧 书 房 、1 辆 汽 车 图 书 流 通 车 和 300

多 个 图 书 流 通 站 、农 家 书 屋 。 2020 年 ,

嘉 兴 全 市 近 320 万 人 次 走 进 图 书 馆 ，平

均每 3 万人就拥有一座图书馆。

“我们希望打破城乡公共图书馆之间

的‘篱笆墙’，让群众都能享受到便捷、免

费、均等和优质的阅读服务。”沈红梅说，

“嘉兴市图书馆应当承担这样的重任，做

城市精神的培育者、建设者和引领者。”

让文化暖人心

总分馆网络建好，更要用好。在沈红

梅看来，通过活动来推广全民阅读，吸引

更多人走进图书馆，不失为一种新形式。

适合少儿的“图书馆第一课”“阅动

全 家·书 香 嘉 兴 ”系 列 活 动 、“ 禾 禾 少

儿 ”系 列 活 动 ，适 合 青 年 人 的 “ 南 湖 讲

坛 ”“ 雕 版 印 刷 体 验 ”活 动 ，适 合 老 年 人

的“ 夕 阳 红 E 族 ”信 息 素 养 培 训 …… 如

今,在 嘉 兴 市 图 书 馆 ，各 类 别 具 特 色 的

活动贯穿全年。

活 动 接 地 气 的 背 后 ，是 对 文 化 的

深 度 挖 掘 、对 受 众 需 求 的 精 准 分 析 。

2020 年 疫 情 防 控 期 间 ，参 与“ 夕 阳 红 E

族”活动策划的杨柳和同事们一起将课

堂 搬 到 了“ 云 ”上 。 为 了 教 会 老 人 正 确

使 用 健 康 码 ，他 们 一 起 录 制 培 训 视 频 ，

细 致 讲 解 如 何 申 请 、出 示 健 康 码 ，每 节

课参与的老人超过 1000 人。

沈红梅说：“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

读，就是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希望用多

种形式的阅读推广活动，带动更多群众体

会阅读之美，引领全民阅读新风尚。”

让书香更加沁入人心
——记“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工作者”沈红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