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2023年4月6日 星期四 编辑 王春苗 王淳红
要闻

Email:jlxw1bs@126.com 电话：（0431）88600606

二人转与评书作伴，登陆全媒体，全网点

击量超1.2亿次；查干淖尔冬捕习俗、满族新

城戏、查干湖全鱼宴烹饪技艺登陆央视节目

《艺览吾“遗”》，反响热烈；“健康旅游商品

——蔡大姐乌拉草汽车头枕”入选全国旅游

商品大赛；有着年画元素的搪瓷杯、文化衫、

冰箱贴，文创商品备受追捧……

2022年，我省推出《关于实施文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十大行动的工作方案》后，积极开

展优秀传统文化创新行动，助力文化产业发

展升级。全省各地以地方特色文化与传统文

化相结合，让优秀传统文化更加贴近人民、贴

近生活，以优秀传统文化助力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

每集正戏开始前，以评书的形式，邀请评

书表演艺术家将剧情故事娓娓道来——“评

书作伴，好戏登台”是四平市二人转翻拍剧目

计划采取的创新形式。剧目在腾讯视频、喜

马拉雅、吉视传媒等平台同步推送，节目播出

以来，全网点击量超1.2亿次，总话题量破亿

次，节目官方抖音、快手账号粉丝总量超25

万，后台收到近10万条点赞、留言和私信。

这种运用跨界、联名等互联网思维和营销方

式，创造性地推动二人转文化传承与发展。

“二人转经典剧目翻拍计划”是四平市重

点文化项目，项目已成功制作五季，翻拍完成

56部经典剧目，为省内乃至全国广大二人转

艺术爱好者提供了可利用的公共文化资源。

启动汽车，即可响起悠扬动听的琵琶

曲……2022年，有“中国琵琶之乡”美誉的辽

源市与一汽集团共同启动研发“汽车启动琵

琶音乐”项目和原装音乐琵琶曲项目，进一

步拓展传播渠道，提升琵琶文化的艺术价

值。2022年 8月，辽源市举办“第四届辽源

琵琶文化艺术周”，来自全国的琵琶技艺人

才同台竞技，将琵琶之美传向世界。如今，

辽源市区有8所小学都开设琵琶校本课程，

每年有近300名幼儿和小学生在学习文化

课的同时学习琵琶艺术，全市琵琶普及数已

超过2万人。

通化市将传统文化融入城市发展，同时

积极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邀请知名

专家走进学校以教学互动的形式，讲述吉剧

的传承与创新，为传统文化转化性发展寻找

到了新的“打开方式”。围绕松花石砚制作、

满族剪纸、刺绣、葡萄酒酿造、木板烙画、中药

炮制技艺、人参栽培等民间手工技艺，通化市

举办各类线上线下公益培训班120余场，吸

引群众4万人次。

壮观的冬捕场面、色香味俱全的查干湖

全鱼宴、极富民族特色的满族新城戏……

2022年，央视综艺频道《欢乐城市派“宝藏松

原”》专题节目和央视总台《艺览吾“遗”》节目

完美呈现松原市独特的地方传统文化。节目

在CCTV3综艺频道、央视频APP播出后，反响

热烈，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走进松原。为打

响松原特色渔猎、满蒙文化品牌，松原市创新

“国家级非遗+5A景区”演出模式，推动地方

剧种满族新城戏经典剧目《铁血女真》实现实

景演出，并举办“‘品民俗之韵 赏草原风情’

中国·郭尔罗斯草原人民那达慕”等特色文化

活动，进一步推广松原特色传统文化，促进文

旅深度融合。

“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通榆，拥

有通榆年画、剪纸、根雕等30项省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2022年，通榆县创新出台了聘

用地域特色优秀文艺人才的特殊政策，成立

了通榆县文艺创作中心，聘任地域特色优秀

文艺人才5名，培养了一支40余人的青年画

家队伍，中心还支持培养了篆刻、剪纸、葫芦

烙画、金属画、根雕等各门类艺术人才30余

人，开发多种多样的特色文创产品，为助力文

化产业发展作出了贡献。一年来，通榆共有

近20件作品进入国家、省级展览，组图《冰雪

鹤乡》入展全国“冰雪情 冬奥梦”主题绘画

展，15幅作品入选中国年画网络邀请展，新

年画《那年（春、夏、秋、冬）》荣获第二届吉林

民间文艺奖。

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是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我省实施优秀传统

文化创新行动，带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将

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注入了鲜活、强

劲的精神动力。

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
——我省实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大行动亮点采撷

本报记者 纪洋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

英雄辈出。清明节前，省委宣传部、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开展“清明

祭英烈”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省军区和驻吉

部队官兵积极响应，通过祭扫烈士陵园、参观

革命纪念场馆、“云上”祭奠英烈等多种形式，

铭记英雄伟绩，弘扬英烈精神。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

革命英烈在白山松水立起一个个精神路

标，为广大官兵指引前进的方向。

“永生的士兵英雄的团队，战旗上不朽的

名字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热血铸丰碑……”

四平军分区会同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北部

战区陆军第78集团军某炮兵旅举行祭奠英

烈活动，官兵们齐唱旅歌《代代高呼董存瑞》，

奋进的歌声如同出征的号角，这一幕，让从该

部退役的四平市铁东区专武干部高睿热血沸

腾：“我从英雄的部队转战到英雄的城市，更

要在国防动员的基层岗位上向英雄学习，把

战斗精神、为民情怀融入血脉。”

在扶余市，辽沈战役“特等功臣”梁士英

烈士的事迹被家乡人民口口传唱。松原军分

区组织“扶余市士英民兵应急连”全体民兵来

到烈士墓前缅怀英烈，并为象征着士英精神

的“英雄树”培土浇水，缅怀英雄。扶余市人

武部政委信本雷告诉大家：“英雄的连队英雄

的兵！作为新时代英烈精神传承人，我们要

像英雄一样把能打胜仗的本领练强，坚决完

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在革命老区通化，通化军分区组织官兵

民兵代表前往杨靖宇烈士陵园，祭奠缅怀英

勇牺牲的杨靖宇将军和东北抗联烈士，重温

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靖宇县人武

部组织基干民兵在训练间隙来到杨靖宇将军

殉国地祭奠先烈。长春市革命烈士陵园纪念

馆内，“雷锋式的好战士”刘英俊的事迹让前来

参观学习的长春警备区官兵们深受触动。

最深的缅怀是铭记，最好的纪念是传

承——

延边军分区组织新入职文职人员、边防

民兵和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官兵共同开展

“给英烈写一封信”活动，祭奠缅怀在抗美援

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在该军分区承担

的边境协勤任务区内，共有烈士碑和烈士墓

431处，“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就是对延

边红色精神的高度概括。新入职文职人员黎

鑫在信中写道：“先烈的忠诚信念、不屈意志、

战斗精神，激励着我以昂扬斗志投身强军征

程，我要练好本领，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

代文职人员。”

省军区长春第二干休所、四平干休所组

织全体工休人员、部分离退休老干部和家属

代表，前往烈士陵园和烈士纪念馆开展祭扫

活动，祭奠革命先辈，重温红色记忆。他们

将开展清明祭英烈和“学习强军思想、建功

强军事业”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充分发

挥离退休干部特有优势，通过组织“老兵讲军

史”“采录红色记忆集”等方式，让红色基因在

年轻官兵心里扎根。离休老干部贾振玉在宣

讲中说：“一朝入党，一生为党。要对党忠诚

一辈子，用余生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他对

青年一代寄予厚望，勉励他们培养对党绝对

忠诚的意志品格，珍惜个人成长进步平台，为

党和人民努力工作，把党的事业一代一代地

传承下去。

近年来，省军区各级积极发挥军地桥梁

纽带作用，协调做好烈士设施保护和褒扬工

作，会同军地各方扎实推进新时代全民国防

教育，营造崇尚英烈、缅怀英烈、学习英烈、捍

卫英烈、关爱烈属的浓厚氛围。

学习强军思想，建功强军事业——

辽源军分区、柳河县人武部组织官兵民

兵代表来到当地烈士陵园，敬献鲜花、诵读烈

士家书、为烈士清擦墓碑；珲春市、安图县人武

部会同驻地部队官兵、党政机关代表祭扫烈士

陵园、参观纪念场馆，汲取奋进力量；省军区警

备纠察队组织官兵利用网上祭扫平台，开展网

络祭奠活动……缅怀追思激发的精神力量，催

人奋进。吉林军分区、白城军分区、省军区直

属队官兵表示，要把对英烈的追思缅怀转化为

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踏踏实实练强打仗本

领，全面提升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赓续英雄千秋绩 踔厉奋发立新功
——省军区官兵通过多种形式祭奠缅怀革命先烈见闻

本报记者 祖维晨 通讯员 孙亚男 孙有权

本报讯（孙有权 吕春霞 记者祖维晨）3月29日，随着我

省上半年最后一批启运的入伍新兵抵达军营，我省今年上

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圆满结束。来自全省各地的新兵身着崭

新军装，胸系“大红花”，披着红绶带，精神抖擞、意气风发，

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望奔赴军营，用热血青春书写保家

卫国篇章。

上半年征兵工作开展以来，我省各级兵役机关秉持征

兵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广泛发动适龄青年踊跃应征参

军，为部队选拔输送优质兵员。据了解，在我省上半年征兵

工作中，共有超过2万余名适龄青年报名，被批准入伍青年

中，大学生比例超过60%，其中理工类专业大学毕业生超过

三分之二。

我省根据《吉林省“阳光征兵”实施办法》，在上半年征

兵工作定兵、运送阶段，通过公开遴选与电脑随机选择结合

的方式，确定新兵名单和入伍去向，并面向社会进行公示，

接受群众监督。在新兵启运前，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欢送

仪式，为入伍新兵壮行。

“穿上这身军装，就意味着身负保家卫国的千钧重任，

希望新战友们能在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里，经受锻炼，接

受考验，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为青春留下光辉的一笔。”在

长春市2023年上半年入伍新兵欢送仪式上，长春警备司令

员于学东与新兵围站在一起，以一名老兵的身份为新兵战

友送上殷殷嘱托。随后，为新兵们戴上“光荣入伍”的大红

花，欢送新兵奔赴军营。车站中、人群里家乡父老不时挥手

点赞，欢送新兵入营。即将到空军某部队服役的新兵孟天

一表示，一定会安心军营，努力学习，刻苦训练，不怕苦累，

争取立功，为家乡人民争光。

辽源军分区举办2023年春季新兵“负羽从戎，强军有

我”出征仪式。100名即将入伍新兵身着迷彩，胸佩红花，在

1000余名家乡父老和青年学生的见证下，军容严整，雄赳赳

气昂昂整齐走过“从戎门”，迎来奔赴军营、建功立业的新征

程。

征兵工作开展过程中，为帮助预定新兵扣好从军“第一

粒扣子”，我省各级兵役部门还组织了形式多样、内涵丰富

的役前教育。各级兵役机关把坚定理想信念摆在重要位

置，注重用雷锋精神激励时代新人，通过红色教育、组织志

愿服务活动，打牢预定新兵思想基础，帮助预定新兵深入领

悟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内涵。

热血青春志 戎装踏征程
我省2023年上半年征兵工作圆满结束

清明节前夕，长春市

解放大路小学校，举行

“英雄浩气千秋在 红色

基因代代传”清明节主题

队日活动。在长春解放

纪念碑前同学们敬礼、献

花，向革命先烈表达崇高

的敬意。

本报记者 张野 摄

“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是著名诗

人贺敬之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这块革命热

土的深情赞颂，也是这里的真实写照。据不

完全统计，延边有革命烈士17740名、革命历

史遗迹1200余处，龙井市三合镇清泉村烈士

纪念碑就是其中之一。

清明节前夕，一场庄严的“守碑人”交

接仪式在龙井市三合镇清泉村烈士纪念碑

下举行。三合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窦常

龙，接过守护纪念碑58载老人李银基的信

物——祭奠英烈时随身携带的马扎凳，正式

成为下一位“守碑人”。该边检站全体党员

在窦常龙的带领下，高举右手，重温入党誓

词，铿锵有力的声音响彻边境大地。

时光回溯到1964年，一座革命烈士纪念

碑在龙井市三合镇清泉村建成，时任清泉村

党支部书记的李银基主动申请成为“守碑

人”。每逢清明节、中元节，李银基便会自发

组织党员和村民带着鲜花、水果、食物等一

同前去祭奠英烈，坐在马扎凳上给英烈们讲

述家乡的变化、国家的飞速发展。平日里，

他还会带着英烈画像，深入学校、村部宣讲

英雄事迹。

“这位战士名叫全东学，刚刚结婚3个

月就离开了家乡，连自己女儿的模样都没见

过……”“他们最大的不过30岁，最小的20

岁，为了保家卫国，在前线浴血奋战，用生命

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每每有人来

为烈士祭扫，李银基就会向他们详细介绍，

说到动情之处，泪眼婆娑。

人们经常问李银基，为何如此珍视这座

纪念碑？老人说：“在你们看来，这座纪念碑

篆刻的只是一个个冰冷的名字，可对我来

说，他们曾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他们中既

有我儿时的玩伴，也有我熟识的故人。”为了

能更好地看护纪念碑，2019年，老人直接在

纪念碑不远处盖了一座房子，日夜坚守在这

里。

青丝到白发，壮年到垂暮，李银基老人

赤心守护纪念碑 58载，直至生命变成“墓

碑”。2022年12月16日，这位耄耋老人走完

了平凡而又厚重的一生。弥留之际，老人亲

笔写下书信，希望自己离世后，能够有人接

过“守碑人”的接力棒，继续守护英烈忠魂。

窦常龙戍守边关十余年，他清楚地记得

刚参加工作那年，李银基老人来队给大家讲

述革命英烈故事的情景。“从那一刻起，老人

守护纪念碑、传承烈士精神的身影和故事就

深深根植在我心中。”窦常龙和同事们经常

去探望李银基老人，并一同去祭奠英烈，为

村民宣讲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当他看了

老人的亲笔书信后，便主动申请成为新的

“守碑人”，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把这份精神传

承下去。“守的是碑，传承的是精神，他们的

事迹值得被铭记，也必须被铭记。我一定会

倍加珍惜‘守碑人’这个身份，将守碑精神和

烈士精神更好地传承下去。”

英烈的精神生生不息，边疆的党旗猎猎

飘扬。漫山的金达莱花含苞待放，犹如李银

基老人对新“守碑人”的无声期许。三合出

入境边防检查站全体移民管理警察表示，将

以国门卫士的使命担当传承不朽的烈士事

迹和李银基老人坚韧的守碑精神，让革命薪

火永耀边疆。

永 不 缺 位 的 守 碑 人
本报记者 祖维晨 通讯员 孙罡 檀洺

春和景明，万物欣欣向荣。迎着春风，人们走出家门，用

更清新的方式度过传统节日。

一年一清明，一岁一追思。今年清明节，更多人选择

用鲜花寄托哀思，鲜花走俏市场。众多经营鲜花的商家

迎来客流高峰。几天来，在长春市杨龙民生综合市场经

营鲜花档口的陈女士生意一直不错。尽管提前多备了

货，菊花和其他品类的白色鲜花还是几度售罄。“我妈妈

生前最喜欢花，我要带几支去看看她……”准备去扫墓的

老主顾选了一大束鲜花，珍重地将包装好的花束装进手

提袋。

“青团甜甜的、凉凉的，一口下去糯叽叽……”作为节令

食品，清甜的青团备受喜爱。长春市民张女士和先生“转

战”各大商场，比较不同商场的促销优惠活动，买下换季衣

物用品。满满的购袋中，6颗小小圆圆的青团格外醒目。记

者了解到，清明节前，青团早早上市。近年来，这种江南地

区的传统节令特色小吃在吉林市场十分走俏，成为不少家

庭“清明节菜单”保留内容。

一天的清明假期并没有阻挡居民出游的热情。市内游、

城市周边短途游成为人们的选择。4月5日当天，长春各商

业综合体人气满满。“拍照、吃饭、淘气堡，十分圆满的一

天！”清明节这天，李玉一家三口驾车来到长春市王府井赛

特奥莱，她告诉记者：“孩子只有3岁，走远了不方便，这样简

简单单的就很好！”

交通设施日臻完善，让人们假日期间的短途游更加便

捷。4月5日早上6点半，长春的大学生小郑一行4人在长春

西站上车，上午9点多抵达延吉，而后直奔延吉大学。一行

人在网红咖啡店买下咖啡、找到延吉大学对面的“网红弹幕

墙”、手持写着“延吉”的咖啡拍照，精修过的照片上传朋友

圈的这一刻，时间不过11点。小郑同学表示，自己和朋友们

早就想来延吉玩。“我们算过了，今天晚上坐夜车回去，不影

响明天上课！”

小假期，小而美。春和景明中，消费市场的热度和活力

正在渐次回归。

“ 清 新 ”过 清 明
——清明节消费市场走访

本报记者 陶连飞

本报4月5日讯（记者张政 付林楠）今晚，2022-2023赛

季CBA联赛展开常规赛最后一轮的较量，吉林九台农商银

行东北虎队坐镇主场迎战常规赛最后一个对手广州队。

四节激战过后，吉林东北虎队以87比 104不敌对手，最终

在本赛季常规赛中以20胜22负的战绩，排名第11，成功晋

级季后赛。季后赛首轮采用三局两胜制，将于4月 9日打

响，分在下半区的吉林东北虎队将在4月10日客场对阵排

名第6的北京队。

吉林东北虎队本场比赛进行球员大面积轮转，让年轻

球员得到更多的出场机会。比赛伊始双方还是尽遣主力

登场，吉林队姜伟泽一上来就手感滚烫，连续命中三分。

首节比赛，他就独得10分。随后，广州队内外结合，强势回

应，首节结束，广州队以24比 21领先。次节再战，广州队

崔永熙突然发力接连取分，吉林东北虎队姜伟泽依然延续

火热的手感，率队稳住阵脚。半场战罢，广州队50比46占

优。

易边再战，吉林东北虎队继续追分，但广州队总能保持

比分领先。末段，双方进攻都不理想，吉林队年轻球员把握

机会的能力不足，比分逐渐被拉开。最终，吉林东北虎队以

87比104不敌广州队，结束了本赛季常规赛之旅。

2022-2023赛季CBA常规赛结束

东 北 虎 队 晋 级 季 后 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