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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吴梦婷）11
月 22日，记者从西宁市图书馆了解到，市
图书馆为城西区客运站方舱医院捐赠文
学、艺术等休闲期刊 600余册。

11 月 18 日起，西宁市图书馆工作人
员得知在城西区部分方舱医院患者有阅
读需求时，市图书馆组织驻馆工作人员
精心挑选文学、艺术等休闲期刊 600 余
册，在分拣、打包、消杀之后，送往城西区
客运站方舱医院。

西宁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图书
馆作为公共服务的主要阵地，在积极响

应、及时沟通、主动安排和配合政府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之外，用书香为读者舒缓
情绪，放松心情，希望能为疫情防控贡献
力量。

疫情发生以来，西宁市图书馆利用微
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推出线上公开课、精品
文化期刊、线上展览等数字资源。同时，
依托超星、读秀、中国知网等数字平台，整
合推介了读者喜爱的期刊、报纸、论文、电
子书、视频、有声读物、少儿资源等多种类
型数字资源，供读者免费查阅，多方面满
足市民居家的多元文化需求。

600余册图书进方舱医院

11月22日，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面对疫情的持续影响，省文化和旅游厅深入贯

彻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大要求，把文化和旅游工作放在稳就业、

保民生、促发展的高度，制定强有力的激励政策和综合措施，力促文旅产业恢复发展。

为635家旅行社
暂退质保金9756.9万余元

我省制定印发《青海省进一步激发
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实施方案》《关于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文旅发展的通
知》《青海省省级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
引导资金管理（试行）办法》等一系列助
企纾困政策措施，帮助文旅企业用好用
活用准惠企政策，为 635 家旅行社暂退
质保金 9756.9万元。同时，文旅部门落
实各级领导干部包联重点企业、建立服
务企业快速通道和解决问题绿色通道
机制，及时解决重点文旅企业遇到的难
题，努力实现稳增长、促发展。

省文化和旅游厅与 10 余家省内金
融机构、20余家国内优秀企业和院校签
订了框架合作协议，与 11 个省市文化
和旅游部门签订合作协议，与海东市、
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等市
州签订共建协议，为文旅企业与金融机
构牵线搭桥。

疫情发生以来，累计向省内金融机
构推送文旅行业意向贷款项目 389 个，
融资需求 115 亿元，促成合作项目 200
余个，融资近 40 亿元。对符合条件的、
预期发展良好的旅行社、旅游演艺等领
域中小微企业，加大普惠金融支持力
度。建立中小微旅游企业融资需求库，
为重点旅游企业、中小微旅游企业等提
供有效融资服务。

全省100余个文旅项目建设获得支持

我省围绕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创
建、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利用、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文艺精品创作、文
旅产业融合等重点领域，累计实施文
化旅游项目 1400 余个，累计完成投资

726 亿元。 2020 年以来，完成招商引
资 8.87 亿元，累计下达文旅产业专项
引导资金 4.4 亿元，支持全省 100 余个
文旅产业项目建设。通过支持重点项
目建设，引领和带动文旅产业高质量
发展。

省文化和旅游厅还通过开展文旅
惠民消费主题活动，借助云闪付、携程
网等线上平台发放涵盖旅游景区、星级
饭店、文旅产品等领域的文旅消费券
2500 万元，有效引导、激发和释放文旅
消费市场活力。截至 8月 31日，累计核
销文旅惠民消费券 1660万元，直接拉动
消费 6378万元，间接带动消费 4.5亿元。

我省组织文旅企业参加青洽会、文
化旅游节、“黄河·河湟文化”惠民消费
季、大美青海冬春季旅游等节庆会展活

动，为文旅企业搭建宣传推介、信息交
流和项目洽谈平台。

各地筑牢文旅行业抗疫防线

为确保文旅市场平稳有序，我省印
发《关于全力推动全省文化和旅游行业
恢复发展的通知》，要求文旅系统科学
规范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坚决防止和避
免防控松懈和层层加码。省文化和旅
游厅成立 8 个督导组，下沉一线深入重
点地区、重点企业，对文化和旅游市场
安全生产、疫情防控、市场秩序等工作
开展督导检查。

10月以来，青海省文化市场综合行
政执法监督局组成 7 个督导小组，分别
对西宁市各辖区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出版物商家、星级宾馆等文化
市场各经营单位开展督导检查。执法
人员发现并整改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
问题隐患 29 个，并向城西区疫情防控
指挥部转交违反政府禁令擅自营业线
索 1条。

今年以来，文旅部门以明察暗访等
方式，持续开展文化旅游市场联合督导
检查，加强文旅重点行业疫情防控管
理，严查旅游星级饭店、A级旅游景区、
文化和娱乐场所、图书馆、文化馆（站）
等重点文旅场所的疫情防控措施、安全
生产、应急预案、员工监测等。

练好内功助力文旅产业升级

疫情发生以来，全省各地，从政府
到行业、企业，都没有停下对旅游产业
发展的探索，全省旅游行业更是危中寻
机练内功，各地文旅部门、景区景点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推出新的旅
游参观模式，扩大“大美青海生态旅游”
的品牌影响力。

旅游企业在针对导游的培训中，逐
渐引进大数据分析、新媒体等课程，研
发设计了生态旅游研学课程和新型旅
游产品。乡村旅游接待点，积极推动乡
村旅游由传统的食宿、娱乐向休闲度
假、旅游观光、康体养生、创意农业、农
耕体验、乡村手工艺制作转变。

此外，我省通过开展“全员大学习、
业务大比拼、作风大转变、能力大提升”
专项行动，举办青海省职工职业技能竞
赛暨青海省旅游星级饭店职业技能大
赛，全省导游员、景区讲解员“讲红色故
事、颂家国情怀”演讲大赛等，积极开展
行业培训，促进青海文旅行业转型升
级，实现对内提升品质、对外提高影响
力的目标。

利好政策助力文旅行业破冰前行
西海全媒体记者 吴梦婷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吴
梦婷）11 月 20 日，“青海省文创产
品研发与品牌策划”境外线上培
训班开班，来自全省各地的 80 名
非遗传承人、手工艺品制作者、文
创产品设计者和文化旅游行业行
政管理人员将接受为期 7 天的线
上培训。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本次培训班是省文化和旅
游厅持续推进“转作风、勇争先”
作风建设行动，探索常态化疫情
防控下的“云合作”等交流合作模
式的一次创新举措。

青海文化的多样性，形成了
门类众多，风格各异的艺术表现
形式，具有广泛的文化载体，但仍
存在 IP 标志不明显、文化内涵不
够丰富、文化创意策划人才缺乏
等问题，文化旅游创意产品的研
发、设计等亟待提升。

为促进青海文化和旅游行业
的深度融合，省文化和旅游厅对
外交流与合作处、省对外文化交
流中心与香港金融管理学院联系
沟通，申报线上培训班，“青海文
创产品研发与品牌策划”培训项
目获得国家科技部 2022年第二批
线上出国（境）培训试点项目，这
也是省文化和旅游厅组建后首个
获批准的线上出国（境）培训项
目。

此次培训班为期 7天，培训将
不断提高全省文化和旅游管理人
员品牌策划及推广能力，增强基
层学员的业务技能和创新能力，
为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培养优秀人才。同时，培训班的
举办，为我省常态化疫情防控时
期创新手段与方式，拓宽文化旅
游行业对外交流与合作新渠道积
累经验。

首个境外线上培训班开班

市民在非遗集市选购青绣产品。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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