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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若发现上述上市申请人违反房改政策多处购买公有住房、集资建房或经济适用住房的，请拨投诉电话： 2836155 2850017 581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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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桂林市房改房上市交易实施细则》的规定，对以下进入市场交易的房改房进行公
示，请广大市民监督。

桂林市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15 日

6 47229
李维新 桂林市环境保护局 桂林市市直机

关干休所

苍松路 3 号 25

栋 1 ， 2-1 号申国珍 桂林市人大常委会

7 47230
梁永炜 桂林市天成国旅 桂林市社会保障

住房发展中心

空明西路 10 号鸾东

小区 41 栋 1-5-3 号孟洁珍 桂林市田家炳中学 中教一级

8 47231
孟洁珍 桂林市田家炳中学 桂林市第四中

学

屏风路 2 号 1

栋 2-5-1 号

中教一级

梁永炜 桂林市天成国旅

9 47232
王维帮 桂林市广汇泵业有限责任公司桂林市广汇泵业

有限责任公司

芦笛路 53 号 22

栋 2-4-2 号离异后购房

10 47233
莫文弟（曾用名：莫小毛） 桂林市饮食公司 桂林市饮食公

司

西城路 3 号

6-3 号梁懿榕 桂林市汽车总站

11 47234
钟媛 桂林军用饮食供应站

桂林军供站
群众路 93 号第

二栋 2-2 号离异后购房

1 47224
潘国能 桂林市木材厂

桂林市木材厂
中山北路 389 号
1 栋 2-2-1 号黎玉娟 无

2 47225
张龙祯 桂林市公交公司 桂林市公交

公司
环城西一路 113
号 2 栋 1-4-2 号白法琴 桂林市公交公司

3 47226
何兰生 桂林市轻工机械厂 桂林市轻工

机械厂
翠竹路南巷 4 号
11 栋 2-5-1 号唐祖华 桂林市轻工机械厂

4 47227
兰杰 广西四建建安分公司 广西四建建安

分公司
环城南二路 10
号 41 栋 2-4 号李丽明 广西四建建安分公司

5 47228
周旺明 桂林石油分公司 桂林石油

分公司
九华路 5 号 19
栋 2-5-1 号陈灵 桂林地区糖业烟酒公司

12 47235
谢玉兰 桂林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百货大楼

股份有限公司

安新小区 103

栋 4-2 号唐文亮 桂林玻璃厂

13 47236
廖创爱 桂林市邮电局

桂林市邮电局
中山北路 438 号

17 栋 1-2-1 号黄玉珍 无

14 47237
秦恩华 桂林市城市基础建设总公司 桂林市城市基

础建设总公司

西环二路 507 号

2 栋 2 单元 5-1 号赵志玲（曾用名：桂远玲） 交通银行桂林分行

15 47238
张树萍 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院 桂林市戏剧创

作研究院

解放西路 19 号

1 栋 5-4-1 号陈小荣 无

16 47239
朱美兰 桂林银海纺织集团公司 桂林银海纺织

集团公司

瓦窑路一巷 3 号第二

生活区 30 栋 1-1-1 号

讲师

白华 无

17 46692
陶艳玲 无 广西金属材料

桂林公司邹彦 无

1 1535
秦长生 灵川县玻璃厂

灵川县玻璃厂
灵川县灵西路 23号（灵川县

玻璃厂）2栋 1-6-1号蒋秀玲 灵川县印刷厂

2 1536
李希桂 灵川县医药公司

灵川县医药公司
灵川县青泽小区职工

住宿楼 1单元 6层 2号文初雄 灵川县编制委员会

3 1537
李全民 桂林水文工程地质勘察院 桂林水文工程

地质勘察院
八里街（地质勘察
院）2栋东单元张荣桂

4 1538
黄子芯 灵川县农行

灵川县农行
灵川县定江镇（县农

行）15号龙宗裕 灵川县环保局

5 1539
黄友英 灵川县妇幼保健院

灵川县妇幼保健院
灵川县灵东路 18号

(县妇幼保健站宿舍）石宜谷 灵川县妇幼保健院

根据《灵川县房改房上市交易实施细则》的规定，对以
下进入市场交易的房改房进行公示，请广大市民监督。公 示

本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若发现上述上市申请人违反房改政策多处购买公有住房、
集资建房的，请拨投诉电话：0773-6816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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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弘 通讯员王莹莹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桂林博
物馆响应上级号召，在全面做好全馆防
疫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线上文化抗
“疫”工作，为民众提供丰盛的文化大
餐，不仅满足民众的精神需要，同时也
传递和汇聚抗疫的文化力量。

全面部署，确保线下文物安

全，线上“开馆”两不误

面对疫情，桂林博物馆党支部高度
重视，以党员中坚力量，快速响应，在
做好全馆文物安全等工作部署同时，迅
速策划启动线上同步“开馆”工作。疫
情期间，为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桂
林博物馆班子作了以下几个重大部署：
妥善安排安保及保洁人员在做好自身防
护的同时 24 小时坚守工作岗位，支部
委员和党员干部带头错峰上班、值守；
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支委带
头，组织党员、干部分批深入铁路社区
协助开展防疫工作；派出桂林博物馆两
位第一书记第一时间赶赴防疫一线，组
织村民和社区居民有序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组织调动全馆物力、骨干迅速投入
到线上博物馆的文化服务活动中。

率先启动云游博物馆，线上

讲解同步跟进

桂林博物馆在新馆建设之初，就

将智慧博物馆作为未来的发展目标，
积极筹措资金，共计投入 2000 万元，
在全区率先完成了智慧博物馆的框架
建设。此次疫情发生突然，桂林博物
馆迅速反应，第一时间整合所有数字
化优势资源，投入到线上文化抗
“疫”中。从 2 月 5 日起，推出了包
括“靖江遗韵——— 桂林明代出土梅瓶
陈列”“画里人家——— 桂林民俗文化
陈列”“漓水春秋——— 桂林历史文化
陈列”“友谊桂林——— 馆藏外宾赠送
礼品陈列”“情系桂林——— 李培庚
宋克君 叶侣梅捐赠作品展”“翰墨
华章——— 桂林博物馆藏明清书画精
品”等 6 个线上数字虚拟展厅； 2 月
11 日，在确保观众大饱眼福的同时，
又迅速启动了 5 个展厅的线上讲解服
务，让民众更好地了解文物背后的故
事，并在官网、微信公众号、微博等
平台同步放送，使因疫情无法出门的
民众，宅在家里动动手指就能云游桂
林博物馆展览，收听精品文物介绍。
截至 3 月 9 日，线上观众量达 7 万人
次。

与全国数百家博物馆线上联

合抗疫，疫情期间微博点击量突

破 140 万次

为了加大宣传和抗疫力度，使桂林
博物馆文化覆盖面更广，该馆第一时间
与国家文物局官方微博取得联系，提供
抗疫方案，获得中国文博官微认可，顺
利加入全国 340 家博物馆线上联合抗

疫阵营。在此期间，桂林博物馆共参与
包括“云游博物馆”“文物系荆楚祝福
颂祖国”“百城行动战疫情”“低配电
影海报大赛”“支援伊朗人民抗击疫
情”“三八妇女节联合抗疫”等在内的
抗疫专题活动 10 余个。桂林博物馆优
质微博 10 余条获得中国文博、文博头
条转发，参加活动的文物海报也从 300
多家博物馆中脱颖而出，在人民日报文
创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展示，与国博、上
博同步推介。同时获得国宝守护人、云
南省博物馆、汉景帝阳陵博物院、抚顺
雷锋纪念馆、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
迪拜中阿卫视、新浪旅游、文化遗产、
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微博热视频等
多个官方认证微博、微信公众号转发或
点赞。抗疫期间(截至 3 月 9 日)微博观
众阅读量突破 140 万次，影响力空
前。

为明天收藏今天——— 桂林博

物馆第一时间下达疫情文物征集

令

疫情期间，桂林博物馆没有忘记自
身的使命——— 为明天收藏今天。桂林博
物馆作为一所地方综合性博物馆，不仅
是地方历史文化的记录者，同时也是地
方重大事件的关注者，历史记忆的见证
者。本着“为今天收藏昨天，为明天收
藏今天”的理念，桂林博物馆向全社会
发出了“疫情期间文物征集令”，公开
征集抗击疫情相关资料与实物，记录疫
情中的点点滴滴，保留下这段特殊的城

市历史记忆。由于疫情征集令发布及
时，文博头条官方微博立刻协助转发，
有效扩大了影响力。

教育活动不停步，推出“桂

博云课堂”

结合馆藏特色，开展线上社会教育
活动，从 2 月 21 日至 3 月 6 日，连续
推出 4 期“宅家云上见·桂博云课
堂”，包括：“转折起伏道秀美”(5
个板块)、“描绘勾勒品匠心”(4 个板
块)、“梅瓶故事之瓶上游乐园”(5 个
板块)、“梅瓶故事之马上高中”(4 个
板块)等四个课题，让广大观众特别是
未成年人以线上互动课堂的形式，了解
桂林博物馆的梅瓶文化和相关知识。参
与的观众量达到 1000 多人次。

发挥志愿者作用，团结一切

力量共同抗疫

志愿者是疫情防控的一支重要力
量。桂林博物馆第一时间在网上向志
愿者团队宣传防疫有关知识，号召小
小志愿者们用文化的力量共同抗疫，
得到了志愿者们的积极响应。他们用
微视频、手抄报、书画作品等不同的
方式表达对在一线付出的白衣天使和
所有一线工作人员的感谢、祝福和致
敬，鼓舞士气，传递抗疫正能量，用
实际行动践行了他们和祖国一起，和
武汉一起，为共抗疫情贡献一份力
量。

桂林博物馆“云上”抗疫

新华社广州 3 月 13 日电(记者邓瑞
璇)今年春天，“触网”尝试做网络主
播的，不仅有各个学校的老师，还有原
本在线下带团的导游。

马小雅就是其中一员。今年 28 岁
的马小雅从事导游行业 6 年，是广东
省金牌导游。如今，她已是中国社交平
台上一个颇受欢迎的旅游主播，拥有了
自己的粉丝。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1 月 24
日，文化和旅游部要求全国旅行社暂停
经营出境及国内团队旅游业务，给原本
是春节黄金期的旅游行业按下了“暂停
键”。随之“停摆”的，还有数十万人
的导游群体。

原计划春节期间带团去澳大利亚的
马小雅，也被通知旅行团取消了。“一
开始还想可以休息两天，毕竟工作以
来，每年春节都要带团，这是第一次在
家过年。”目前，旅游业还没有全面复

工，马小雅和更多的旅行业从业者开始
探索新的旅行和导游方式。

2 月 14 日，宅在家里半个多月的
马小雅第一次打开了直播的手机摄像
头，开始了一场名为“金牌导游：食在
广州，玩在广州”的直播。她是公司广
之旅国际旅行社第一个试水线上直播的
导游。

为了这次直播，马小雅提前两三天
就开始准备。“我对广州比较熟悉，直
播平台希望能讲一些广州的历史文化。
我担心只讲历史和人物会太枯燥，后来
定下来以老广州的西关作为切入点。”
从传统的西关大屋，到爽鱼皮、艇仔粥
等特色小吃，她将西关的景点、文化和
人物故事娓娓道来，带领观众“云游”
广州。

“直播结束后，我发现讲的内容是
之前准备的三倍。”马小雅说，与线下
带团讲解不同，线上直播的观众看不到

真切的风景，只能靠主播不停地讲，这
对她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了吸引观众
的关注，她要不断挖掘大家的兴趣点，
时不时抛出一些“梗”，加入一些表演
的内容，来让观众持续看下去。

“讲到特色小吃爽鱼皮的时候，很
多人说，‘哇！以后想来广州吃’。”
让她开心的是，有许多观众热情地和她
互动，原本计划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最后
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直播的观看量也破
万了，是线下一个旅行团人数的几十
倍。

此后，马小雅又连续做了三场直
播，主题包括广州地标广州塔“小蛮
腰”设计建造的故事、旅游知识科普
等。她还在自己的社交平台账号上分享
之前旅行的图片、视频等，介绍境内外
旅游目的地和旅行攻略，吸引了全国各
地的粉丝进行互动。

“旅游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体

现，出行需求虽因疫情而推迟，但出游
的欲望并不会因为疫情而缺席。”马小
雅说，直播是一种新的尝试，希望用这
种方式推广旅游，吸引更多粉丝。

和马小雅一样，疫情期间，还有很
多旅行主播在家中或实地为观众带来许
多国家与地区的线上直播旅游。布达拉
宫、敦煌研究院、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
等颇具人气的旅游景点，也依托直播平
台带领观众“云”旅游。这种“人在家
中坐，身心看世界”的旅游方式，也受
到年轻人的青睐。

旅行业线上线下正在携手为旅游市
场重启蓄力。国内多个省市通过暂退旅
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发放补助资金等举
措，推进文化旅游业的复苏；国内旅行
社行业也在积极自救、修炼内功，通过
线上“云课堂”开展疫情防控培训和各
类在线职业能力课程，为疫情后旅游企
业复工复产夯实基础。

导游变身主播 带你“云”游世界

▲ 3 月 13 日，一名观众在上海博物馆参观“沧海之虹——— 唐招提
寺鉴真文物与东山魁夷隔扇画展”展出的鉴真和尚画像。

当日，上海博物馆向公众恢复开放。恢复开放后的上海博物馆采取
网上预约实名制参观、入馆前体温检测、全程佩戴口罩、限制参观人
数、强化场馆消毒等防控举措。原定于 2 月 16 日结束的上博特展“沧
海之虹——— 唐招提寺鉴真文物与东山魁夷隔扇画展”将延期展览至 4
月 5 日。 新华社记者任珑 摄

新华社郑州 3 月 14 日电(记者桂娟
双瑞)随着世卫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

情已具有“大流行”特征，不少国家和
地区受到影响。事实上，人类与疫疾的
斗争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三千多年前的
中国殷墟甲骨文中，就有了关于疫疾的
记载。

“病疫猖獗之际，殷商时期的人们
既有非理性的巫术祭祀，也通过国家行
政防控应对手段、社会群体群防形式、
个人锻炼活动等，积极抵御病毒侵害，

而且约定俗成演绎出许多预防疠疫传播
蔓延的社会风尚习俗。”甲骨学研究领
军人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宋镇
豪说。

位于河南安阳殷墟小屯西地的一个
灰坑中，曾发现一块记载商王疑似得了
疫疾的牛肩胛骨。卜辞原文是：“乍(疫)，
父乙，妣壬豚，兄乙豚，化口……”意思是
疫情突发，为众人御除疠疫举行了一系
列祭祀先人的行事。这被研究者视为中
国最早的关于疫疾的文字记载。

据宋镇豪考证，出土的甲骨文已发
现 50 多种疾患的记载，这些疾病基本
上都有详细的卜辞和解释，可以看出商
代人对于疾病的畏惧。他认为甲骨文中
称病患为疾，通常直接称“疾某”，如
疾首、疾耳、疾目等，根据患者的病发
症状或病灶所在部位诊断辨别，正如现
代医学分科，说明医学已达到相当高
度。

三千多年前的殷商王朝时期，人们
对于突发性疠疫已有一定的认知。尤其

是群体性突发疫疾，在甲骨文中有所反
映，商王武丁时期的两版卜辞，就是关
于疫疾的文字记载。

甲骨文中记录的应对疫疾措施，有
占卜、祭祀等消极疗法，也有针刺、灸
疗、隔离等积极疗法。宋镇豪表示，甲
骨文所言“亡入，疾”，与“有疾病
者，分而治之”“舍空邸第”都是讲的
隔离措施，说明当时并非无所作为，已
经有了隔离防控疫情及禁止谣传以免造
成人心惶惶的应对手段。

考古发现殷墟甲骨文中已有关于疫疾的记载

▲ 3 月 13 日，在西安音乐厅的室内音乐厅，XSO 西安交响乐团小
提琴乐手史银月(左)在进行排练，为将于 3 月 27 日举行的线上弹幕音乐
会做准备。

当日，为满足广大市民的文化娱乐需求，XSO 西安交响乐团把音乐
会搬至线上，将为音乐爱好者送上打击乐四重奏、钢琴二重奏和弦乐四重
奏等精彩网络直播演出。 新华社记者李一博 摄

奏响春之声

上海博物馆恢复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