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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抗疫

本报讯 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昨日发布关于调整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

根据疫情形势，为进一步落实精密智控

要求，全力防范境外疫情输入，尽快恢复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现就疫情防控措施调整通告

如下：

一、对 14 天内来自或到访过韩国、意大

利、伊朗、日本、法国、西班牙、德国、美国、英

国、瑞士、瑞典、比利时、挪威、荷兰、丹麦、奥

地利、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希腊、捷克、芬兰、

卡塔尔、加拿大、沙特阿拉伯等疫情严重国家

和地区的入境来杭人员，实施全程集中或受

控转运，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实施集中医学观

察 14 天，并自行承担住宿费、餐费；对 14 天

内来自或到访过非疫情严重国家和地区的入

境来杭人员，实施全程登记、定期申报健康状

况管理措施。（疫情严重国家和地区范围将根

据疫情变化适时调整）

二、各类企事业单位、楼宇、景区、宾馆、

商场、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场所和交通

工具，取消“测温+亮码”等管控措施。

三、根据国家卫健委“公众科学戴口罩指

引”，结合杭州实际，下列情况可不戴口罩：

1.公园、绿道、景区、大街等户外场所，无

人员聚集；

2.野外勘探、高空作业、建筑工地和农作

劳动；

3.骑自行车、电动车，在空旷处行走、散

步、锻炼；

4.无境外人员接触史的单位同事在通风

良好的场所办公、小范围会议；

5.独自驾车或和熟知人员同乘私家车；

6.非群体性室内体育运动。

四、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影剧院、室内外体育场

馆、餐厅包厢，以及会展、书店、艺术品、演艺、

娱乐、网吧网咖等公共和经营场所即日起可

恢复开放。同时，要加强通风换气、清洗消

毒，合理控制场所内人员数量，落实对员工健

康监测和内部管理措施。宗教场所、线下培

训机构暂不开放，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此前下发的疫情防控有关指令与上述规

定不符的，以本通告为准。 本报记者 何晟

杭州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公园、景区、大街等户外场所可不戴口罩

影剧院等即日起可恢复开放
多处公共场所取消“测温+亮码”

本报讯 3 月 21 日，《浙商》全面升级新

媒体启动仪式在杭州举行，正式宣告成立浙

商新媒体矩阵、浙商影视中心，开通浙江新闻

客户端浙商频道，上线浙商侨音云阅读平台、

浙商俱乐部抖音号。同时，仪式上还发布了

《弘扬浙商文明 传播浙商经验——努力打造

新时代浙商命运共同体》倡议书，倡议在浙商

新媒体矩阵平台上相互学习，分享经验，创领

新商业文明，讲好浙商故事，唱响浙商好声

音，扩大浙商影响力。

本次活动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商发

展研究院（浙商智库）、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

浙江省归国华侨联合会指导，《浙商》杂志、世

界浙商网、《浙商》全国理事会主办，杭州旭航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协办，华坤道威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一批浙商头部企业

公号负责人与会。

浙商新媒体矩阵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发

起，联同天下浙商、浙商企业、省外（境外）浙江

商会、省内异地商会及关注浙商成长的相关组

织共同组建，致力于在主流媒体、浙商民企和浙

江商协会之间搭建信息共享的平台，集合主流

媒体力量，加强浙商新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

力。首批500强浙商有影响力企业将入驻平

台，接下来还将经过遴选进一步开放公号入驻。

经过此轮战略性调整优化，《浙商》全面

升级新媒体后，《浙商》全媒体用户数将达到

5000 多万，成为全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集

资 讯 报 道 服 务 于 一 体 的“ 浙 商 系 传 媒 平

台”。 本报记者 楼纯 通讯员 倪敏

《浙商》全面升级新媒体 合力打造新时代浙商命运共同体

从春节到春天，

这本该是一年中最热

闹的婚礼季，但今年因

为疫情，这个行业，用李

东的话来说就是“一夜进入

寒冬”。

今年40岁的李东，是杭州一个司仪团队

的创始人，也是一名专业的婚礼和商务主持

人。

到昨天，他已经接到了20多场婚礼延期

和10多场各类商演取消的通知，整个上半年

的业务几乎停滞。

随着各行各业陆续复苏，李东也盼着婚

庆行业醒来的那一天。

突然取消的婚礼、寿宴
李东在杭州婚庆主持圈子里小有名气。

他在行业里的口碑不错。

疫情期间，婚宴几乎都取消了。“很多新

人为了一场婚宴，要准备大半年，甚至一年的

时间，突然取消或延期，心里一点不难受那是

假的。”李东说，他接到新人打来的延期或取

消婚宴的电话时，能听得出来他们内心的复

杂心情。

作为婚宴的见证者和旁观者，“老师傅”

李东不知道该如何安抚他们。好在大家都很

明白，我们共同面对的是怎样的一场疫情。

除了婚宴，李东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场原

本安排在春节里的百岁寿宴。

“老人春节里刚好满百岁，一大家子加起

来有百来个人了，春节前家人就开始忙了，想

给老人准备一个难忘的生日。可谁也没想

到，疫情来了。”

通知李东寿宴取消的是百岁老人的小儿

子，也是一个 70 多岁的小老头了。在电话

里，李东听得出对方的遗憾。“或许不是因为

寿宴取消而遗憾吧，是一大家子凑在老人身

边的机会又少了一次。”

尝试跨界转型做音乐主播
最近，李东的很多同行已陆续返杭做开

工前的准备，李东还待在江苏老家。

“上半年的婚庆主持和商业活动几乎全

取消了，对我来说冲击还是挺大的。熬得有

些辛苦，没有收入进账，家里各种生活开销，

确实有点顶不住。”

前几天，李东开始在某直播平台上做音

乐主播。平时一天两场直播，上午一场，晚上

一场，不到7天，直播间里收割了两三千的固

定粉丝。

直播时，李东会在直播间里唱唱歌、讲讲

段子，也会跟粉丝们分享一些做婚礼主持人

的故事和一些婚姻上的感悟。

李东也不气馁，把直播当成一种尝试，也

当成一种锻炼。除了每天卖力的直播外，他

还会在朋友圈、抖音等平台上为自己“吆喝”，

一些曾经的客户、好友也会到直播间里捧场。

现在，李东的直播间里，粉丝慢慢在涨。

没开工的这段时间，李东在家每天坚持

健身、阅读和朗读。作为一个主持人，他想让

自己长期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李东很清楚，婚庆行业要迈过这场寒冬

还需等待时日。而他要做的，除了等待，就是

不断提升自己。 本报记者 谢春晖

20多场婚礼延期，整个上半年的业务为零

疫情下，婚庆司仪转型做音乐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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