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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榆树举办诗歌朗诵活动

本报讯（记者王皓 通讯员王剑波）近日，榆树市

文联、榆树市朗诵艺术协会在市文明实践活动中心

举办了一场以“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

诗歌朗诵会。

作为第九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榆树系列活动之

一，本次朗诵会采取现场朗诵和线上直播相结合的

方式，展示了11首诗歌作品，其中《百年回想》《红

船，革命的摇篮》《七月的烈焰》是省作协会员、榆树

市朗诵协会主席程光辉的原创作品。

本次活动讴歌了党的光辉历史和丰功伟绩，反

映了人们振奋精神、凝聚力量，满怀信心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据悉，本次活动线上观看群众达

800多人。

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本报讯（记者王皓）近日，由长春市文广旅局关

工委、长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关工委举办的2022

“红色印记”少图研学文化之旅活动在长春举行。14

名青少年参观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南大营旧址

陈列馆和南湖公园长春解放纪念碑，培养了未成年

人探索红色历史、学习家乡文化的兴趣。

参加研学活动的同学们在南大营旧址陈列馆雕

塑和长春解放纪念碑前，讲述了《狼牙山五壮士》《海

娃巧送鸡毛信》《嘎达梅林》等爱国故事，朗诵了诗歌

《祖国万岁》《美丽中国》。

东北师大附中净月实验学校五年八班的高启堃

说：“英雄与革命烈士们抛头颅、洒热血，身为青少

年，我们更应勿忘国耻，自觉担负起责任和使命，为

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王皓）近日，省文联九届三次全委

会议审议通过了《吉林省文联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

和行风建设委员会章程》《吉林省文艺工作者职业道

德公约》。会后，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委

员意见和建议，结合省文联九届三次全委会有关行

业建设工作部署和要求，作了进一步完善。

省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委员会成员

由省文联主席团成员、各艺术门类的知名艺术家代

表、新文艺群体代表、各省文艺家协会负责人、法律

专业人士共37人构成。

按照省文联九届三次全委会议部署，下一步重

点是要抓好“五个加强”：一是加强理论武装，筑牢职

业道德和行风建设的思想根基；二是加强组织推动，

完善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的工作机制；三是加强宣

传引导，营造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的浓厚氛围；四是

加强创作导向，推动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的成果转

化；五是加强管理服务，树立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的

新风正气。

加强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

本报讯（记者马璐）由吉林动画学院、吉林

吉动禹硕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的合

家欢主题动画电影《青蛙王国之极限运动》，将

于9月10日登陆全国院线。

该片是由吉林动画学院师生联手打造的原

创系列动画电影《青蛙王国》的第三部。前两部

分别于2013年、2016年全球上映，曾荣获全国

“五个一工程”、“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中国动

漫电影“天马杯”优秀编剧奖、最佳动作设计奖、

2015年美猴奖动画配音金奖等诸多奖项，取得

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青蛙王国之极限运动》讲述了青蛙王国的

吉克公主热爱运动，伪装身份偷偷溜出宫外，巧

遇“雨点”等伙伴组成战队，参加极限运动“滑板

大赛”，比赛中吉克公主历经重重艰难险阻，最

后在伙伴们的帮助和支持之下，终于夺得荣耀

之冠的励志故事。

与前两部对比，《青蛙王国之极限运动》的

创新之处在哪里？该片导演谭焕臣表示：“整个

画风和世界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种

从奇幻自然来到嘻哈都市的感觉，更现代更贴

近现实生活，所以我们在创作过程中着重在架

空和现实之间做好衔接，这样观众才能更容易

代入。极限运动不仅仅是一项竞技体育，更是

一种文化图腾和潮流标签。每个人都在追求自

己觉得酷的东西。片中有一场极限运动大赛，

要把整个赛场的紧张气氛和场面呈现出来，就

需要很严苛的场面调度，这算是比较大的挑

战。”谭焕臣还表示，《青蛙王国》系列电影的故

事都具备普世的关于“爱与成长”的色彩。吉克

公主虽然是这个王国的公主，可她也有现代社

会孩子们同样的烦恼，她向往自由，讨厌被束

缚，她身上有着热情、勇敢、不服输的精神，我们

希望通过影片传递出一种希望，让孩子在勇敢

拼搏精神和守护自己热爱的事，以及学会如何

团队合作和交朋友等方面受到些许的启发。

多年来，吉林动画学院始终坚持“学研产一

体化”“创意产品高科技化”“开放式国际化”三

大办学特色，《青蛙王国》系列电影可以说是该

校师生历经22年探索和实践结出的硕果。据不

完全统计，参与《青蛙王国之极限运动》创作、制

作的师生总人数达350多人，片中主题曲、插曲

创作和演唱也都是吉林动画学院学生完成的。

该校三维动画专业的大四学生裴业盛说：“与老

师一起工作特开心、充实，并在实践中学习知识

和技能。作为团队的新生力量，老师手把手教

我们，从动态故事板到动画预演再到开始制作，

每一个环节都是经验的积累，这使我们少走了

很多弯路。”裴业盛还说，作为学生，提前学到一

些职场经验，比如团队合作、实战操作等，对自

己今后真正步入社会工作帮助很大。

吉林动画学院原创动画电影

《青蛙王国之极限运动》9月10日上映

提起北国古窑，谁也想不到，是在美丽的

吉林长春兴隆山镇。

近日，带着好奇，记者走进兴隆山镇繁荣

社区的陶艺馆。

这里有许多关于制陶的历史，还可以随着

陶瓷手艺人一起学习制陶艺术。脆响的骨瓷，

在制陶传承人的刀下，可以雕刻出一幅幅栩栩

如生的画卷，一件件工艺品，不仅弘扬了制陶

艺术，还带动了就业，传承了文化。

制作陶瓷作品远近闻名

早在清末时期，长春兴隆山镇就有人在此

炼火烧瓷，如果从历史角度看，东北的陶瓷业

也并不年轻，四千多年前的古人类肃慎族人就

曾制作出夹沙黑陶和泥质黑陶的翁罐器物。

渤海国时的陶瓷工艺已经相当惊艳，三彩

陶器、褐色的陶器、琉璃瓦、牡丹纹方砖等在人

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关于长春市陶瓷技术

的文化发展，记者查看了兴隆山镇繁荣社区提

供的资料，上面记载，它是1940年由吉林省舒

兰县乡民王性生发起，赵更臣、杨立久等人参

与，筹集50万元伪币，在长春市东郊兴隆山乡

创办大明陶瓷株式会社，1941年建成投产。

在伪满时期，当时生产的产品，最著名的就是

劳工碗，这种碗也叫“劳工盔子”，颜色发黑，不

漂亮，又厚又高，老百姓常拿它当蒜缸子使。

当时也能生产一些粗瓷的蓝边碗。据记载，当

时蓝边粗瓷碗的最高年产量达360万件。

据记载，从1949年到1988年的39年间，

工厂不间断地进行技术改造，在原料加工工艺

改革、成型工艺改革、烧成工艺改革和彩绘工

艺改革工作中，都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在原料

加工工艺改革中，原料先检验、试烧后再投入

生产，使用雷蒙机、双轮粉碎机、真空炼泥机等

国内先进技术粉碎原料。在成型工艺改革中，

推广“四稳四好”装窑法、“四勤四平均”烧窑

法、“海城三级”烧窑法，实行“装烧合一”劳动

组织，将倒焰窑改造成机械化的隧道窑，燃料

用燃料油取代煤炭。在彩烧工艺改革中，用氧

化钴配制色料，用人工笔画兰草，后又改为铜

板印花，建立彩绘彩烧工序，在彩饰上应用印

戳贴花技术和喷花工艺，形成完整彩烧生产

线，生产的陶瓷器皿明亮鲜艳。

工厂产品的品种由粗瓷发展到细瓷、出口

瓷，种类由日用陶瓷发展到工业陶瓷和建筑陶

瓷，形成日用陶瓷和工业陶瓷两大类及精瓷、

细瓷、出口瓷、电瓷和建筑瓷五个系列上百个

品种。产品无论瓷质釉面还是造型装饰，都达

到了很高的质量和出口标准，各类规格的套

碗、平盘、汤盘、西餐具、咖啡具、茶具、酒具等，

除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外，还远销美国、加拿大、

波兰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1957年，长春市陶瓷厂为当时的长春第

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第一台东风牌小轿车装

上瓷插座；1959年北京人民大会堂落成，长春

市陶瓷厂设计生产的玉尊6头雕金茶具摆在

吉林厅；1966年，为法国客商设计生产的多种

伞边和花边的大型烟缸在广州商品交易会展

出，好评如潮，外商纷纷订货。

1970年，由长春市陶瓷厂制作的4.7米高

的伟人挥手瓷像屹立在长春市胜利公园正门

广场，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风吹雨打仍然没有大

的损坏，足见当年技术的先进。

1986年，生产的高压电瓷通过省级鉴定，

填补省内空白。

适应市场需求不断改良陶瓷技术

从资料上看，1949年至1952年间生产的

陶瓷盘子，做工上稍显单一，蓝边花纹还是很

日常。随着工艺的成熟，碗的边缘设计成青花

瓷的系列，看起来白碗青花，更有一番韵味。

随着时间的推移，设计之中，陶瓷碗的花边也

做了升级，从单一的兰花变成了后期更有寓意

的牡丹，其中还增设了主题作品，有喜庆的祝

寿和婚庆用碗，受众群体更加精准。

其中极具代表性的还有绿色“囍”字花纹

的陶瓷碗，做工上更考究，工艺上也更加成熟，

光泽度上更精细。

据了解，长春市的陶瓷行业生产从最初

的靠手工操作，后来开始使用简易的机械设

备，改变了过去马拉碾子的落后生产工艺。

陶瓷产品的成型主要是通过制坯、湿坯干

燥、修坯、精坯干燥、挂釉、釉坯干燥等工序

完成。

上世纪七十年代，长春市陶瓷厂开始应用

机器滚压成型工艺，采用室式干燥和链式干燥

室进行坯体干燥，这是陶瓷成型工艺的一次重

大改革。一件好的作品，需要不断的改革，其

中在烧成工艺中也做了大胆的改革。烧成是

陶瓷制品的重要生产环节，整个工艺由装窑、

烧窑和出窑3道工序组成。

长春市的陶瓷业在1950年以前，窑炉采

用的是老式的倒焰窑，装、烧、出窑均采用手工

操作，于1967年设计施工，将倒焰窑改造为隧

道窑，装、烧、出窑实现了机械化，取代了笨重

的体力劳动，燃料油取代了煤炭。

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还增加了彩烤，而

这个工艺，也是通过多方的摸索最终达到的，

彩烤是由彩饰和烤烧两道工序完成，也是陶瓷

生产工艺流程的最后一道工序，1974年将从

前的烧花窑改为电隧道烤花窑，到八十年代试

制成功了丝网印花技术，已形成一条完整彩烧

生产线。记者注意到，后期的陶瓷制品，不局

限于餐具的制作上，还增加了观赏礼品的设

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生肖礼品盘，在盘

子上印制了十二生肖，还有当年的日历，上面

还设计了漂亮的生肖画，可以用来做装饰摆

盘，更有观赏价值。

除了单盘的设计，还有陶瓷套装的礼品设

计，一个茶壶三个杯子，在茶壶上还可以做私

人订制，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婚礼套装，上面

可以印制新人的名字，还可以刻上时间，非常

具有收藏意义。

现在参加婚宴，可以看到酒店有拼盘的设

计，12个盘子的拼接，在当年长春市陶瓷厂就

已经有了这样的设计，这个组合盘子叫做“荷

花盘”，创作的灵感来自于荷花，设计者叫刘志

宇，这个设计在1986年荣获了吉林省第三届

工艺美术展优秀作品荣誉奖。最初的设计理

念也是考虑到随着人们的经济条件提高，对美

的追求越来越高，考虑到逢年过节，家庭聚会

来了客人，可以多做几个菜，盘子之间的空隙

很小，也可以增加餐桌的容纳量。

建立社区陶艺馆传承陶瓷技术

据了解，在兴隆山镇繁荣社区周边，一些

对陶瓷厂满怀情感的老设计师和他们的后人

开起了陶瓷、陶艺工作室，手工制陶技术以这

种形式得以继承和发扬。为了让陶艺技术更

好地发扬下去，繁荣社区建立了三层楼的陶艺

馆，在一楼的位置设置了宣传墙面，展示陶瓷

厂的历史。同样，还设置了陶瓷制作室，烧制

陶瓷制品的机器全部准备齐全，还有培养少儿

陶瓷技术体验活动室，孩子们可以拿着白色陶

瓷器皿，在上面做画，可以做各类的陶瓷绘制，

发挥想象力。绘制完毕之后，可以直接进行烧

制，最后形成一件美丽的陶瓷作品。任何一门

艺术，都离不开人的传承，为了将陶瓷艺术传

了承下去，在繁荣社区里，还为昔日的老陶瓷

厂职工的手艺传人们提供了工作室，52岁的

手艺人张一行就常年在社区里绘制各类彩陶，

从杯子、盘子到各类摆件，每件作品都特别有

意义。“现在我的徒弟们都已经可以单独制作，

他们的手艺也都不错。”平时，张一行还会教周

围有意愿从事陶瓷事业的居民们制作陶瓷制

品，从最初的刀刻画到后期的彩绘制品，每一

件都充满了灵性。采访中，兴隆山镇繁荣社区

党总支部书记邵艳秋表示，现在辖区里定期会

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陶瓷活动，培养了居民对

陶瓷的热爱，陶艺馆的建立，也是让更多的人

多了解兴隆山镇的历史，了解家乡的历史，也

希望可以挖掘出更多热爱陶瓷的居民，继续将

这门手艺传承下去。对于陶艺馆的建立，兴隆

山镇政府花了大力气支持，以党建引领为方

向，让更多的居民体会到一种文化的传承。目

前，制作精良的各样陶瓷工艺作品一一陈列展

出，已成为一种文化礼品。

随着时代的发展，手工制作越来越珍贵，

这门靠技术取胜的陶瓷技术，手艺人们也希望

被传承继续下去。尤其是儿童手工课堂，能让

更多的孩子通过社会实践活动，爱上手工制

瓷，更好地传承和保护这门手艺。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长春兴隆山镇陶艺馆：

弘扬传统文化 传承手工陶艺
本报记者 左道 王秋月

丰富职工文化生活

本报讯（鞠林峰）“‘电把式’LOGO是一款数字

创意类作品，整体意指全面打造“电把式”党建文

化品牌……”日前，国网松原供电公司举办“电靓未

来 文创有我”职工文创作品分享会，丰富职工文化

生活。

今年以来，松原供电公司着力繁荣职工文艺创

作和文化生活，深入开展职工文创活动，通过公司

媒体和工会网上平台，帮助职工了解掌握文创知

识，在互动交流中拓宽思路、提升作品质量，着力

打造一批体现企业价值文化、突出电力元素、符合

现代市场需求的文创设计精品，以文创形式展示公

司品牌形象。

“新型变电站景观设计、便携式充电笔筒、国网

电力先锋抗疫主题水杯……”来自该公司16支文创

团队的20余件文创作品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耳目

一新的艺术盛宴，为职工文化建设带来了更多的创

意与活力。

陶瓷艺人正在社区里教居民彩陶技术

《青蛙王国之极限运动》海报 （吉林动画学院供图）

成套的陶瓷茶具礼品社区里手工艺人的彩陶制品 兴隆山镇繁荣社区陶艺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