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拟法庭进校园

本报讯（任福生）为进一步做好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切实提升

未成年人法律意识，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近日，长春汽车经济技

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行民赔审判团队法官干警与区检察

院检察官干警共同走进东北师范大学西湖实验学校，开展校园模

拟法庭活动，助力校园法治建设。200余名师生现场观摩了模拟

法庭活动。

模拟法庭选取了一起聚众斗殴案例。在书记员宣读庭审纪律

后，身穿法袍的“审判长”敲响法槌，模拟法庭正式开始。“公诉人”

宣读起诉书，身着制服的法警在“被告人”身后笔直站立，“被告人”

也沉浸在角色之中。“审判员”把握庭审进程，从核实被告人身份到

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以及最后陈述，随着法槌声落下，庭审活

动结束。师生们表示，模拟法庭活动不仅零距离感受到了法院庭

审的严肃氛围，还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

金秋助学送温暖

本报讯（王畅 邢紫玉）近日 ，国网四平供电公司党委组织志

愿者服务队来到伊通满族自治县马鞍镇中心小学，开展“金秋助学

送温暖”主题活动。

四平供电公司志愿者服务队自2022年9月起采取员工自发捐

款的方式资助困难学生冯佳宝，定期为其提供书本费、伙食费、校

车费等费用，在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同时，还帮助他完成学业。活

动中，志愿者服务队队员来到冯佳宝班级，把学习用品和助学金送

到小佳宝的手中，鼓励他心怀梦想、刻苦学习，长大后做一个对社

会有用的人。同时，服务队队员还为小佳宝所在班级的同学发放

安全用电宣传小手册，并走上讲台讲解安全用电小常识，引导小学

生从小树立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据悉，四平供电公司党委将继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传承光荣

传统，持续开展助学活动，为贫困学童成长、成才贡献国网力量。

本期专家

孙海悦：吉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院长，农学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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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越来越甜了。不仅像“阳光玫瑰”“奶油草莓”一类的网红水果主

打“纯甜”，就连平时常见的蓝莓、火龙果、橘子等普通水果也纷纷走上变甜

之路。越来越多水果以“甜”为卖点，以此来满足大家“嗜甜”的消费心理。

水果究竟为什么越来越甜？这些不断变甜的水果对健康有没有影响？本

期《求证》有关专家就说说果子变甜这些事。

本报讯（记者张添怡）日前，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组织医疗队深

入集安市凉水乡外岔沟村开展“送医下乡”义诊活动。

活动现场，吉大二院心血管病中心主任刘斌教授、王智慧教授

和陈晓会护士长在外岔沟村村部，为村民开展了现场免费诊疗检

查。专家们携带专业设备为村民开展心电测试、通过听诊方式观

测村民心率等身体状况，耐心地为每一位前来就诊的村民答疑并

讲解如何有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以及急救的方法措施等，最后还

留下联系方式，方便今后续诊，了解患者身体的恢复情况。

通过此次义诊为边境一线村民开通了一条与省内专家直接沟

通的就医绿色通道。刘斌表示将形成长效机制，定期赴边境村开

展义诊，解决当地村民的就医需求。

吉大二院医疗队进村义诊

本报讯（记者张鹤）近年来，吉林大

学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和学科优势，主动

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构建国家智库，为国

家战略实施提供人才支撑、交流服务和

智力支持，鼓励学科与“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合

作与交流。

10月 24日，吉林大学举行专场新闻

发布会，重点介绍学校在“一带一路”方

面取得的相关成果。国家重点研发项目

首席科学家、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博

士生导师尹仁福介绍了《中菲间“一带一

路”一类禽类疫病防控》项目进展情况。

该项目由吉大牵头，与菲律宾农业部动

物产业局联合攻关过去和将来一定时期

内两国间新发毒株的流行动态与流行病

学关联性，为两国养禽业健康发展、疫病

防治和公共卫生安全等领域合作提供了

技术支持和理论基础。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杨东

亮介绍了书籍《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研

究》。本书重点从贸易、投资、人文交流

与地方参与四个方面研究中蒙俄经济走

廊的建设情况，通过全面文献梳理与走

访调查研究，发现经济走廊建设中面临

的问题，并结合实际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该书籍对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未来建设与

发展有所裨益。

《“形势与政策——‘一带一路’倡议

专题”慕课》是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形势与政策教研室出品的课程，于2019

年 4 月上线并投入教学使用。截至目

前，专题慕课在各个平台中选课人数累

计超过 84 万人，累计互动超过 230 万

次。课程也进一步实现了将“一带一路”

相关理论知识和新闻动态融入学生日常

学习，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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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的甜来自哪里

孙海悦：水果之所以会甜主要是它们一般都含有三大

类糖：葡萄糖、果糖、蔗糖。而不同种类水果中这三种糖的

比例不一样，三种糖的甜度也不一样。其中，果糖甜度高，

是蔗糖的1.7倍；而葡萄糖的甜度较低，仅为蔗糖的0.7

倍。水果是否甜，更多是由糖酸比决定的。

另外，水果里也存在淀粉酶，它们能把淀粉分解成糖

类，而且随着水果变成熟，很多有机酸由呼吸作用转化成

二氧化碳、水或者糖，让水果的含糖量进一步上升。同时，

水果的果胶也会逐渐转溶于水，水果会变软，大家平时总

说的“放一放会更甜”就是这个原理。

水果为什么越来越甜

孙海悦：嗜甜是人类本能的追求，当我们买水果时经

常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水果甜不甜”。“甜”往往意味着糖的

存在，而糖则能快速、高效地为人体正常运转提供能量。

此外，摄入糖还能促进人体释放多巴胺，产生愉悦的感

受。因此，每当我们吃甜食的时候就会感到满足和幸福，

人们也在不知不觉间偏向购买更甜的食物。为了满足广

大消费者的需求，从育种到栽培的整个生产链条，都会奔

着“更甜”的目的去努力。

水果怎么做到越来越甜的

孙海悦：育种是水果变甜的第一步。为了培育出符合

需求的品种，杂交育种、选择育种、倍性育种、诱变育种、分

子标记辅助育种等都是常用的技术手段。在这些育种手

段加持下，不仅新品种推出速度越来越快，水果甜度的提

升更是十分明显。越来越精细的栽培技术也能为水果的

甜“添砖加瓦”，适当的水肥、日夜温差、疏果疏枝、套袋等

栽培操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水果糖分的积累，让有高

甜基因的水果充分发挥自己高甜的特点。

在育种和栽培都给力的情况下，现在的水果不仅更

甜、更大、更漂亮，风味品质也稳定了许多。只要找到某个

适合的品种，很少会像以前那样出现今年好吃、明年不好

吃的情况。

不断变甜的水果健康吗

孙海悦：水果中糖与酸的比例是衡量水果味道的关键

指标。糖酸比高，吃起来就偏甜；糖酸比居中，就是酸甜口

味；糖酸比低，就偏酸。总的来说，水果变甜可能是含糖量

增加、含酸量减低、果酸占比增加等多个因素共同造就的，

更甜的水果不一定会带来更多的糖。

就算水果的含糖量确实较以前增加了，大家也暂时不

需要为此而产生健康方面的担忧，水果仍然是健康食品，特

别是与一些我们日常吃的主食、甜品相比，水果含糖量并不

算高，比起这些食物，吃水果是不易发胖的。此外，水果中

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其他一些生物活性物质，

这些成分能起到抗氧化、抗衰老、提升免疫力的作用。

怎样吃水果才健康

孙海悦：在选择水果时，应留意水果的血糖负荷和升

糖指数，血糖不正常和有体重控制需要的人尤其应该关

注，尽量选择血糖负荷和升糖指数都比较低的水果。

虽然大多数水果属于低、中血糖负荷食物，老少皆宜，

一般人群都可以吃，但对于一些疾病患者也存在一些禁

忌。例如，荔枝含糖量很高，因此，糖尿病人不宜食用。另

外，吃饭过少且过量进食荔枝，容易引发“突发性低血糖

症”，医学上称为“荔枝急性中毒”，也叫“荔枝病”。

水果的最佳食用时间是餐前或者两餐之间，尤其推荐

把水果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要尽量食用整个的新鲜水

果，不建议榨汁，榨汁后的水果损失了最重要的膳食纤维，

也不建议把水果加热、蒸熟或煮熟，这会导致大部分不耐

热维生素的流失。水果虽然营养丰富，但缺少淀粉、脂肪、

蛋白质等，所以用水果代替蔬菜或主食，会导致营养不良，

损害健康。

水果为什么越来越甜了
本报记者 张鹤

“谢谢！多亏了你们，救我

一命！”每次查房，陈大娘都会紧

紧地握住医生的手，一遍又一遍

地感谢。

感谢的背后，藏着一个暖心

的救治故事。

今年近70岁的陈大娘已绝

经多年，近一个月，她发现自己

的下腹有胀痛感，且有伴着异味

的血性分泌物流出。陈大娘整

天闷闷不乐，生活质量直线下

降，家人们更是心急如焚。

不久前，陈大娘得知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浙大

妇院吉林医院启动,“家门口”就

有权威专家看诊，陈大娘立即预

约挂号，并在家人的陪伴下就

诊。

“绝经后出现血性分泌物、

下腹胀痛、持续发热”，几个关键

词同时出现，引起该院妇科主任

黄秀峰的警觉，他马上带领妇科

病区医生团队进行联合会诊。

“感染后炎症、生殖道肿瘤、

全身性出血性疾病都可引起绝

经后出血。”黄秀峰表示，但考虑

到陈大娘的肿块直径达10厘米，

既往没有巨大子宫肌瘤病史，且

肿块又是新发的，短期内有明显下腹胀痛，而且最近几日

进行性加重，还出现发热情况等。团队经抽丝剥茧仔细

鉴别后，考虑是子宫肉瘤的可能性更大。

子宫肉瘤是一种恶性程度高的少见疾病，占女性生

殖道恶性肿瘤的1%，最有效的治疗手段就是立即手术、

越快越好。

治疗方法确定了，但又一难题来了。陈大娘听说自

己得的是癌症要手术，她犹豫了，甚至想放弃。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陈大娘心里有两“怕”，一是怕

即使手术也治不好自己的病，人财两空；二是怕手术后恢

复不好。

针对陈大娘的担心，医护人员详细为其解释病情，并

告诉她这类手术非常成熟，专家们很有经验，如果不手

术，病情将会迅速恶化。最终手术顺利完成。

黄秀峰表示，子宫肉瘤多见于绝经期和绝经后女性，

一旦出现绝经后阴道流血、不规则阴道出血、下腹胀痛、

盆腔肿块，要引起重视，及时就医。子宫肉瘤没有有效的

预防手段，女性朋友最好每年都做一次体检，为自己的健

康加一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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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鹤）为全力促进我省高校毕业生高质

量充分就业，近日，省内多所高校纷纷举行线下校园招聘

活动。

10月21日，“职引未来—2023年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

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吉林站）暨吉林省涉农高校毕业

生就业洽谈会”在吉林农业大学举行，5000余名学生现场

求职。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321家

用人单位，共提供就业岗位14228个，供需比超1:2。其

中，世界500强企业、中国500强企业、国企及国资委下属

企业、上市公司等达138家。此外，省内单位参会数量达

167家，占比超五成。用人单位所提供的多为研发类、管

培类、技术类、储干类等高质量就业岗位，能切实满足学生

们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需求。

10月22日，“职引未来—2023年全国大中城市巡回招

聘（吉林站）”暨吉林省医药毕业生“创业奋斗‘就’在吉林”

秋季大型公益洽谈会在长春中医药大学举行。洽谈会共

吸引295家医药单位参会，提供招聘需求1.6万余个，学生

参会人数达5000人，提交简历10154份。现场，长春市卫

健委还发布了2023年“强医计划”，带领辖区12家医疗单

位进行招聘，还有7家省属三甲医院也进行了现场面试招

录。长春中医药大学还专门举办了大型就业指导活动暨

新时代背景下医药行业发展趋势与留省就业政策宣讲会。

10月25日，由省教育厅、吉林大学共同举办的东北五

校就业协作体（吉林大学专场）暨吉林省高校2024届毕业

生秋季双选会举行。本次双选会是省内规模最大、层级最

高、参会学生人数最多的校园招聘平台，吸引了包括大型

国家领军企业、民营行业领军企业、科研院所、事业单位在

内的参会单位840家，共提供各类岗位近5万个，还有来自

黑龙江省、宁波市、长春市等9个省市的人社部门组织的

团队现场招聘。本次双选会吸引了来自全省66所高校的

2万余名学生前来参加。

自今年9月以来，吉林大学针对2024届毕业生已举办

校园专场招聘会666场，发布招聘快讯1700余条，提供就

业岗位需求61万余个。吉林省、黑龙江省、辽宁省、贵州

省、四川省等10个省份已在吉林大学开展了定向选调项

目，还有21个省份的定向选调项目也将陆续入校开展。

校园招聘活动火热进行

本报讯（记者毕雪）近日，吉大一院生命健康叙事分享中心揭

牌成立。这是东北首家在大型三甲医院全院范围设立的生命健康

叙事分享中心。

叙事医学是一种新兴的医学人文落地模式，近年来，逐渐得到

国内外医学界、教育界及其他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2021年，教

育部将“叙事医学”设置为医学人文课程思政重要课程，国内多家

高等医学院校开设了“叙事医学”公选课。

作为高等学校叙事医学实践教育联盟单位之一，吉大一院成

立生命健康叙事分享中心，旨在以叙事理念为指导框架，积极面向

医护患及健康人群开展疾病科普和健康传播、医患关系管理、医护

职业身份认同、安宁疗护等人文活动。

该中心主任武辉介绍，中心成立后，将带动本科生、实习生、助

培医生、专培医生进行医护培训和实践，缓解医患之间沟通不畅的

矛盾，努力营造充满人文关怀和叙事照护的诊疗环境，让患者在温

暖中得到治愈和康复。

吉大一院生命健康叙事分享中心成立

为进一步推进法治校园建设，为在校学生构筑一个安全、稳定、和谐的成长环境，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检察院“白帆未

检”检察官走进吉林市第三十二中学校园，开展题为“白帆护航法润童心”暨吉林市第三十二中学普法宣讲活动。

检察官对师生和家长们较为关注的“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自我保护”“预防校园欺凌”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详细解

读，使同学们了解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常见心理特点、表现形式、严重危害及规避方法。 杨文萱 摄

本报讯（记者郑玉鑫）10月28日，在长春工人文化宫，

一场别开生面的“物理秀”上演。“魔法大炮”“制造白

云”……一个个迷幻炫彩的物理实验让在场的孩子们发出

阵阵惊呼，“躺在”书本里的知识走上了舞台，让孩子们对

科学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魔法还是科学？”在演员们的带领下，大气压强、推

力、压力……妙趣横生的科学实验让孩子们体验到了科

学的“魔力”。在以“静摩擦力”为原理的“拔河比赛”互

动环节中，孩子们争先恐后上台参演，亲身体验了奇妙

的摩擦力。在“制造白云”节目中，演员们先倒出一些

“魔法药水”——液氮，液氮汽化后在地面翻滚。而后，

演员们把沸水倒入液氮中，两种液体交汇瞬间，一朵白

色的蘑菇云腾空而起，场景十分震撼。随后，“白云”翻

滚着落下舞台，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触摸脚下翻腾的“云

朵”，近距离体验这神奇的现象。在最后“追梦吧少年”

节目中，演员们引用爱迪生、爱因斯坦等物理学家的故

事，鼓励在场小朋友勇敢追逐科学梦，探索未知、收获知

识、分享快乐。

来自东北师范大学西湖实验学校六年级的刘同

学说：“很喜欢这场演出，对使用液氮与热水反应的

‘制造白云’实验印象深刻，原来科学这么神奇，这么

有意思。”场下家长表示：“希望这类演出多多举办，

不仅是对孩子的启蒙，也能让家长学会以寓教于乐的

方式教育孩子。”“奇妙物理秀”活动主办方负责人白

老师表示：“希望通过本场演出，给孩子们种下一颗科

学的种子，让他们在以后的学习中轻松、有兴趣地接

触物理世界。”

奇妙“物理秀”种下“科学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