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裴雨虹）近日，省曲艺团赴新疆开展法

治援疆普法慰问演出，先后走进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乡

镇村屯、古街景区、边防站等地，连续上演5场演出，受到

当地各族群众的热烈欢迎。此次活动由省司法厅、省曲

艺团、省曲艺家协会联合举办。

首场演出在巩留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举行。群口

快板《法治护航新时代》拉开了演出的序幕。随后，互动

魔术《美轮美奂》、对口快板《防诈骗享晚年》、评书《丰

碑》、京东大鼓《擒兽记》、相声《吉祥如意》等节目轮番上

演。整场演出主题鲜明突出、形式新颖独特，在生动有趣

的节目中增强了人们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为观众树

立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思维。观众布

买丽艳木说：“节目非常精彩，是我们以前较少看过的类

型，真是深入人心。”同一天晚上，省曲艺团又在巩留县蝶

湖广场上演了第二场演出，为现场上千名观众带去欢乐

与知识。

第三场演出在伊宁县喀什镇赛皮尔村举行，据当地

村民和学校师生介绍，这是3年多来，第一次有专业演

出团体走进这里。演出让村民和孩子们的脸上洋溢起

笑容，也让省曲艺团的演员们感受到路再远、再奔忙，也

是值得的。

第四场演出在位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西缘的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67团边防站举行。面朝着连绵起

伏的雪山，省曲艺团为边防派出所民警、边境哨卡的解放

军战士以及边民们送上了一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专

场演出。省曲艺团的演员们表示，在这样的环境中为这

样一群观众演出是第一次，看见他们因巡边守边被紫外

线照得黝黑的脸上一次次露出笑容，我们都很激动。

随着在伊宁市六星街广场演出的结束，此次赴新疆

的普法慰问演出圆满落幕。据了解，省曲艺团将于6月

初开展普法宣传省内巡回演出活动。

省曲艺团赴新疆开展普法慰问演出

由吉林吉动禹硕影视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出品，吉林动画学院、

吉林吉动文化艺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联合出品的原创3D动画电影

IP“青蛙王国”系列第四部《青蛙王

国之奇幻女王历险》自4月1日登

陆全国院线以来，通过其欢乐成长

与惊喜冒险的故事内核，吸引了许

多大小“蛙迷”。电影借助孩子们

的好朋友吉克公主和雨点的经历，

娓娓道来关于保护自然环境和生

态家园的道理，潜移默化地在孩子

们幼小心灵中撒下了传播正向的

思想和价值观的种子，让“青蛙王

国宇宙”更加生动立体的同时亦把

寓教于乐之路走得更深更远。

提起这部动画片的总导演，很

多人都会很惊讶：居然是他？！要

知道，在这位导演40多年的电影

创作生涯中，他曾执导过《毛泽东

与斯诺》《蒋筑英》《走向太阳》《灿

烂的季节》《任长霞》《乡村女法官》

《国酒》《多雪的冬季》等30余部影

视作品，斩获“中国电影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金鸡奖”等

诸多荣誉，但是《青蛙王国之奇幻女王历险》却是他执导的第一

部动画电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对我的导演生涯来说，这更

是一次拓展和转身。”他就是著名导演宋江波，也是一位“新晋”

的动画导演。

据了解，作为《青蛙王国之奇幻女王历险》编剧之一，宋江波

是在吉林动画学院的邀请下，出任了该片的总导演。“能在这万

物复苏的明媚春光里，与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走进青蛙和鸣的影

像流光里，怎能不欣喜万分？”宋江波在电影首映活动上曾分享

过自己对影片上映的喜悦心情。

宋江波曾任吉林动画学院电影学院院长，任职期间围绕吉

林动画学院“学研产一体化”办学特色，开始对艺术教育和文化

产业的深度融合进行探究。宋江波由过去当导演、组织专业团

队拍电影，转向“学生和作品”两个产品的高质量输出；由拍摄出

品真人电影，转向关注和尝试创作动画电影。

“动画电影是我童年的欢乐记忆，那些优美奇幻的故事和画

面，把我带入到瑰丽万千的多彩世界，诱发了我对未来世界无尽

的想象，编织了我最初的电影梦。”宋江波如是说。如今，宋江波

也到了做爷爷的年纪，从后辈们身上，他再一次看到了动画片的

魅力。“我小外孙今年8岁了，淘气的时候不管天高地厚，只有在

看动画片时安静得像一滴水，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屏幕，不时地

发出笑声。”回忆起家人，宋江波眼中都是慈爱的笑意，而这份浓

得化不开的情感也让他在执导这部动画电影时付出了更多的心

血和汗水。

“近几年，我国的动画电影迅猛发展，有好几部影片连续破

了中国电影的票房纪录。吉林动画学院《青蛙王国》系列动画电

影已经拍摄了4部，这对于以教学为主的大学来说实属不易。”宋

江波认为，这部动画电影的诞生是吉林动画学院“学研产一体

化”办学特色的又一成功范例。学生们在进入大三、大四学习阶

段就可以参与艺术作品创作的实践，提升了学生的创新力、创造

力，深化了“人才链、专业链、创业链、技术链、产业链”的全面融

合，这是值得大力提倡的办学方向。吉林动画学院在为中国动

画电影贡献了优秀的系列作品的同时，又培养了大批电影产业

所需的应用型、复合型后备人才。

《青蛙王国之奇幻女王历险》表现了两个动物家族的对立、

摩擦、撕杀，一直到和解、携手、共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孩儿

的成长史，看到了一个公主到女王治国理念的逐渐成熟。”在宋

江波导演心中，其实所有动物世界的艺术形象都是拟人化的，都

是对人性的展示和揭示。动物世界对和平和谐的渴望也是与人

类相通的，“我希望我的动画电影能秉承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

爱和理解，用动画电影的独特艺术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这部影

片虽然经历了千辛万苦、千难万阻、千思万虑，但我们对影片的

努力对得起观众的期待。”宋江波说。

和暖的日子里，是最适合“大手牵着小手”走进电影院的，宋

江波希望“青蛙王国”的童声合唱，可以走进观众朋友的一年四

季，走进观众的心灵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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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潮”越来越热，国内电影市

场出现一批制作精美、深受好评的原创IP

动画电影，也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各年龄层

观众对“国潮”风格作品的热议与追捧。在

吉林，也有这样一个从本土孕育而生的“国

潮”IP——《青蛙王国》系列动画电影。它

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与诚意，将东方传

统文化和艺术理念，用当下少年儿童及其

家庭喜爱的表达方式高品质呈现，用创意

灵感燃出焕彩火花，让匠心与传承寓教于

乐，用打破常规的态度重新诠释“国潮”，挑

战动漫创作的无限可能性。

从2013年第一部《青蛙王国》横空出

世，到2016年第二部《青蛙王国之冰冻大

冒险》和2022年第三部《青蛙王国之极限

运动》广受欢迎，再到2023年第四部《青蛙

王国之奇幻女王历险》火爆银幕，可以说，

经过十年培育的《青蛙王国》系列动画电影

已然在中国动画电影市场打出品牌。而缔

造这一“国潮”IP的正是处于蓬勃发展状

态的吉林动画学院（简称吉动）。

作为吉动师生共创的品牌，原创IP

《青蛙王国》四部作品的开发与创作，不仅

凸显了现代科技的创新力量，更体现了中

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该系列电影前三部曾

入围“亚太电影节最佳动画片奖”，斩获“五

个一工程”奖、“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等诸

多荣誉，不光收获了良好口碑，还拥有了固

定的粉丝群，电影衍生产品也备受大小观

众的喜爱。“我也想到青蛙王国里生活，那

里有好多可爱的朋友。”“跟孩子在电影院

看了第三部后，回家我们又在电视上补看

了第一部和第二部，孩子对‘雨点儿’这个

角色喜欢得不得了，买了玩偶晚上天天抱

着睡觉。现在第四部来了，我们自然不会

错过。”“没想到一部给孩子看的动画电影，

让我这个做家长的也看得热血沸腾，更在

童真的故事里感受到制作者的用心良苦，

把环保理念潜移默化地种在孩子们的心

里。”“我是《青蛙王国》的忠实粉丝，从小看

到大的我也看到了蛙蛙们的成长，希望《青

蛙王国》能一直伴我成长。”在今年4月1日

上映的《青蛙王国之奇幻女王历险》全国巡

演点映活动中，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表达

了对这一原创IP的深厚感情。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亦是民族

精神的内在支撑，如何把核心文化产品的

创作与生产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吉

动人一直以来的奋斗目标。用十年时间培

育发展同一IP，对于很多动画专业团队来

说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不光是资

金、人才、技术等诸多因素无法长期保障，

坚守创作初心和坚持成长进步也是至关重

要的内核需求。在吉动，这件不容易的事

被吉动师生用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近乎

“疯狂”的钻研韧劲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践并

开拓着。“《青蛙王国》系列动画电影吉林动

画学院‘学研产一体化’办学特色的智慧结

晶，充分发挥了学校产业化集群效应，是人

才培养质量提升的有力呈现。作为一所艺

术类院校，虽然体量和能力有限，打造原创

IP的难度很大，但我们一直坚信且坚持，

必须打造原创。”吉动人真正做到知行合

一，始终发挥产教融合的办学优势，以创新

创业为突破点，坚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

养质量，不断开辟着新领域新赛道，亦不断

创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为解决文化创意产品特别是动画电影

的质与量不足的根本问题，吉动瞄准方向，

在培养和造就文化类复合型、创新型、应用

型人才上下功夫。学校注重人才培养和文

化产品输出的协同发展，注重艺术与技术

的深度融合，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始终坚持“学研产

一体化”，产教融合发展的办学特色，一方

面克服各种困难，投入人力物力全力打造

文化产业基地，坚持原创生产动画电影等

文化创意产品。同时，让学生在掌握一定

的理论知识基础上，分不同阶段参与到学

校实践教学平台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中，

众多师生在实践教学中增长知识和动手能

力，提高了对文化创意产品从创意到产品

的全产业链认知。很多用人单位评价吉动

的毕业生创新能力强、基本功扎实、上手

快，每年毕业生的创业、就业率始终名列同

类院校的前列。吉林动画学院每年有上千

名毕业生，可以想象这些文化类应用型、复

合型人才，必将成为祖国各地文化事业、文

化产业的主力军、后备军，为文化强国战略

实施发挥属于吉动人的一份力量。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精髓给予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以《青蛙王国》为基点，吉动创作原创IP后

劲十足，产教融合的教学之路也稳步向

前。目前，《青蛙王国》第五部已经开始创

作，还有一部“真人+特效”的电影正在制作

中。短片电影《老十》刚刚获得由中国电影

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根亲中国”华语电影

短片“十佳作品”奖，《回溯咖啡馆》《新手养

龙指南》等多部长篇商业漫画正加紧打造

中；跻身全国50所高校国家级创新创业学

院建设单位，“全国工商联人才中心产教融

合示范实训基地”获批启动；由该校牵头成

立的吉林省高校创新创业（文创类）联盟促

进会，正在进行以创业促就业的积极探索

和实践；集产教融合基地、创新创业基地、

实践教学基地、“教育+文旅+技术”于一体

的“国家级文创类创新创业基地”和数字内

容创作基地的吉林动画学院双阳校区近期

开工建设……过半的2023年，吉林动画学

院用一批原创性、引领性产教融合成果为

上半年交上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十载产教融合打造文创精品
——从动画电影《青蛙王国》说起

本报记者 马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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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代爽）近日，“为你诵读”杯第六届现代诵读艺术盛典

总展演吉林省巡回展演区在长春市正式启动。本次全国总展演由

中国作家协会全民阅读推广办公室作为指导单位，中国社会主义

文艺学会、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家》杂志社等联合主办，北京诵读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旗下移动互联网诵读平台为你诵读、全民K诗、朗

读者等联合承办。吉林省巡回展演区由长春市朗诵协会承办。

启动仪式上，吉林省展演区负责人、长春市朗诵协会秘书长冯

巍详细地讲解了展演的时间、地点、参与办法和评选标准等。与会

嘉宾共同启动“为你诵读”杯第六届现代诵读艺术盛典总展演吉林

省巡回展演区活动。

“为你诵读”平台通过多年的探索，不断拓展数字化时代文学

创作传播的新方法新路径，努力创造出新的文学场景，使文学工作

更加有效，更具社会价值，更符合广大作家和读者的期待。据悉，

此次展演是成人及青少年综合类诵读展演活动，将采取选拔制与

推荐制相结合的方式，吸引诵读艺术精英参与。

“为你诵读”巡回展演区在长启动

导演宋江波

原创IP《青蛙王国》的主创团队正在进行下一部作品的创作。

本报讯（陈雪）2023年是全面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国

网延边供电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实施“旗帜领航”党建工程，以党内政

治文化引领企业文化建设，进一步提

高公司党的建设质效，强化文化认同、

坚定文化自信，助力高质量发展。

延边供电公司将理想信念教育作

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突

出抓好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化理论武装，学好

用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深入开展党史国史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红色文化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职工

坚定政治信仰，把握好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总开关”。落实《中国共产

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明确党支部

肩负建设企业文化的重要职责，将企

业文化建设列为“三会一课”、主题党

日等组织生活必备内容，使党支部成

为推动企业文化建设的战斗堡垒。同

时，运用“学习强国”、电网头条APP、

云课堂等学习平台，构建多层次党员

教育模式，更好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

走心入脑。他们还充分发挥公司宣讲

团作用，利用党员活动室、企业文化示

范点、基层班站所等阵地，广泛开展二

十大精神宣讲活动，引导党员干部做

党内政治文化的传播者、企业文化建

设的践行者,扎实开展文化建设，取

得了良好成效。

深耕企业文化建设底蕴

《青蛙王国之冰冻大冒险》海报 《青蛙王国之极限运动》海报 《青蛙王国之奇幻女王历险》海报

本报讯（记者张丹）近日，“百舸争流 奋

楫者先”——吉林艺术学院授予杰出校友李

路导演终身荣誉教授聘任仪式暨李路导演

艺术创作分享会在吉林艺术学院现代剧场

举行。

李路导演是吉林艺术学院1989届毕业

生，他回顾了在吉林艺术学院度过的宝贵时

光，并对母校的培养与支持表达感谢。他说：

“吉艺的很多校友都在反哺母校，我只是其中

的一个。这次聘任仪式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希望有更多的校友回来做讲座、带学生，会对

学校的教学有所提高。今天看到热情洋溢的

孩子们，青春的笑容深深地感染着我，期待与

吉艺师生共同开启新的创作征程。同时，也

希望未来能与长影合作，让更多影视作品落

户吉林，为中国影视艺术的繁荣贡献力量。”

随后，在《人世间》主题曲悠扬的旋律

中，“路导回家”——李路艺术创作分享会缓

缓拉开帷幕。分享会分为恰同学少年、探艺

术心路、望星辰大海三个板块，李路导演追

忆大学生活、探索艺术创作、展望艺术发展，

以生动的语言、精彩的片段展示，剖析了“金

杯银杯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的艺术追求和

创作理念，分享了自己在《人民的名义》《人

世间》《老大的幸福》等爆款热剧创作中的心

路历程和宝贵经验。李路导演与学生展开

热情亲切的互动，并鼓励学生们勇于创新、

挑战自我，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思想和

情感，努力打造具有时代特色和人文关怀的

优秀作品。

现场百余名学生聆听了李路导演的艺术

创作分享。

李路导演被吉林艺术学院授予终身荣誉教授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马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