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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 29日讯(记者纪洋 郭悦)今

天，作为第十九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主题文

化活动之一，第七届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在

长春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

席活动并致辞。

论坛以“传承·创新·笃行——电影和观

众在一起”为主题。马浴柯、陈健喜、李佳锴、

张嘉佳、柯汶利、刘博文、闫非、董润年、乌日

娜、李阳、刘江江、王子川、龙飞、夏鹏、丁燕

来、何念、钟鼎、徐伟、李季、殷若昕等新生代

电影人分别围绕“类型片的观众缘”“新喜剧

和新观众”“电影语言如何创新”等议题阐述

了各自的创作思考和电影理念。

论坛上，张艺谋、黄建新、尹鸿、徐峥、冉

平、束焕等资深从业者以及傅若清、郑志昊、

李捷、陈祉希、于超、李宁、曾继媛、聂博睿等

电影企业代表也结合自身的工作和实践经

验，寄语中国电影新力量。

现场还设置了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

十年回顾和新力量片单发布等环节。截至今

年暑期档，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已完成

55个档期和48次周末，共计513部影片的调

查。其中，《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战狼2》

位列单片满意度前三。《只此青绿》《点到为

止》等近百部新力量作品先后在论坛上亮相，

这些影片也将在不久后与国内观众见面。

此次论坛由中宣部电影局主办，中国电

影艺术研究中心承办，省委宣传部（电影局）

协办。中宣部各电影直属单位相关负责同

志、各省区市电影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各国有

和民营电影企业代表、电影创作者代表及专

家学者共计200余人参加论坛。

第七届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在长春举行

本报讯（记者米韵熹）作为第十九届中国

长春电影节主题文化活动之一，近日，长影集

团以电影《赵一曼》为文化纽带，与宜宾市赵

一曼纪念馆开展文化交流合作，为创新利用

红色资源、传承弘扬红色文化作出积极探索。

此次文化交流合作包括共建友好馆、展

映4k修复电影《赵一曼》、邀请英烈后人为青

少年上“开学第一课”等活动。活动期间，双

方联合推出《甘将热血沃中华——赵一曼烈

士事迹展》，集中展出赵一曼烈士为争取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赴汤蹈火、以身报国的英

勇事迹。一件件文献资料、一篇篇手稿、一幅

幅照片，清晰再现巾帼英雄赵一曼那段不寻

常的岁月和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赵一曼烈

士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百折不挠的奋斗精

神、无惧牺牲的奉献精神，让观展游客无不深

受感动。

活动还邀请到赵一曼烈士的孙女陈红

为长春市部分在校学生上了一场意义非凡

的“开学第一课”。陈红以烈士后代的视角，

深情讲述奶奶赵一曼从投身革命到壮烈牺

牲的感人事迹，并介绍了多年来传承革命家

风、弘扬先辈革命精神的情况。“课堂”在师

生们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结束。长春外国语

学校教师李丽婷说：“通过这堂生动的爱国

主义教育课，学生们重温革命历史，深刻领

悟伟大革命精神，对于他们优秀意志品质的

形成和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非常重

要。陈红老师的亲身讲述，比文字资料、影

像资料的呈现形式具有更鲜活的表现力、更

强大的说服力，让爱国情怀、红色基因更能

深植学生心中。”

“195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剧情

片《赵一曼》让抗日英雄赵一曼的事迹被广大

观众所熟知。以此次合作为契机，长影旧址

博物馆进一步丰富了《赵一曼》电影展区的

内容，同时在宜宾市赵一曼纪念馆增添了

《赵一曼》电影的展出，这种双向互动呈现，

可以让更多观众、游客更为全面地了解英雄

赵一曼，也为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创新红色文

化传承提供更多可能。”长影旧址博物馆副馆

长严丽说。

长影集团与宜宾市赵一曼纪念馆开展文化交流合作

本报8月29日讯（记者李婷 张添奥）今

天上午，2024年科技兴农“四送”进万家公益

活动启动仪式在舒兰市法特镇举行。

本次活动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以助力

科技兴农为主题，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主

线，组织开展以“送科技、送文化、送法治、送

健康”为主要内容的“四送”下乡公益服务活

动。活动以广大农民群众更易于接受的说

唱表演方式，“唱”出吉林家乡美、“说”出农

业好政策、“演”出普法新观念、“讲”出健康

新理念。

在活动现场，来自长春和平大戏院的演

员们以农民喜闻乐见的二人转、拉场戏、歌

舞、小品等文艺形式，献上了一台接地气的演

出，赢得了台下村民的一致叫好。

村民杨贺顺说：“这科技兴农活动搞得太

好了，特别是二人转演出，俺们村民都爱看，

希望他们能常来。”

“四送”进万家公益活动，提高了广大

农民的科技意识和水平，丰富了农民的文

化生活，引导农民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法特镇党委书记于国辉说：“这个活动

深受百姓欢迎，也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把舒

兰白鹅等特色农产品宣传出去，达到‘四

送’活动参与和美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的效果。”

2024年科技兴农“四送”进万家活动在舒兰启动

本报8月29日讯（记者李婷 姜岸松）

国粹唱响新时代，百花绽放新江城。今晚，

吉林市纪念喜（富）连成社创办120周年京

剧艺术月开幕式在吉林市人民大剧院举行。

叶春善先生长子长孙、国家京剧院原一

级演奏员叶铁森，牛子厚先生曾孙牛绍飞、

牛绍友，以及来自全国京剧票友大赛的专家

评委、乐队和京剧票友代表参加开幕式。省

文旅厅和吉林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吉林

市京剧传承保护中心揭牌。

120 年前，牛子厚在吉林市创立了喜

（富）连成社，120年后，“京剧第二故乡”吉

林市，为纪念喜（富）连成社及其创建者展现

出的精神品格和崇高风范，特别策划了这一

活动月。

开幕式上，伴着京胡协奏曲《迎春》的

悠扬旋律，一台流光溢彩的开幕式演出

《CCTV空中剧院——“走进吉林市”京剧名

家名段演唱会》拉开序幕。倪茂才、张建

国、赵葆秀、朱强、陈少云等名家名角轮番

登台，带来《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满江

红》《状元媒》《萧何月下追韩信》等京剧选

段，不时赢得观众的满堂喝彩，在全体演员

合唱《今日痛饮庆功酒》的热烈氛围中，演

出圆满落下帷幕。

据悉，本场演出是吉林市纪念喜（富）

连成社创办120周年京剧艺术月系列活动

之一。在京剧艺术月期间，全国各地的票

友汇聚江城，切磋交流。吉林市还将举办

“吉派杯”非遗·新中式国风服装设计大赛

等一系列国家级赛事活动，并邀请国家京

剧院、上海京剧院等艺术团体带来多场精

彩演出，进一步推动江城的京剧热潮和文

旅发展。

吉林市纪念喜（富）连成社创办120周年京剧艺术月开幕

本报8月29日讯（记者王艺博）今天上午，全省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基层理论宣传骨干培训班在梅

河口开班。开班仪式上，对我省获得2023年中宣部基层理论

宣讲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颁奖。

培训班为期3天，其间邀请专家学者围绕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作授课辅导，邀请我省中宣部基层

理论宣讲2个先进集体，在聚焦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宣讲普及

大众化、增强说服力感染力等方面进行宣讲展示，先进个人结

合多年宣讲经验作出精准点评和深刻讲解，主题明确、特色明

显、经验具体。同时，组织全省“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宣讲业务

培训，并提供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参观，让学员们学有所悟、

学有所得、学有所成、学有所用。

本次培训对更好发挥基层宣讲力量，推动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擦亮“七讲七进”理论宣传

品牌，具有重要意义。各市（州）党委、长白山开发区党工

委、梅河口市委宣传部分管理论的相关负责人，省直有关部

门从事理论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新媒体理论宣讲骨干，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百姓名嘴”理论宣讲志愿者等150余人

参加培训。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落地生根
全省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基层理论宣传骨干培训班开班

人参被称为“百草之王”，是“东北三宝”之首，历来被视为

滋补佳品和名贵中药材。坐落于长白山南麓的集安，素有“东

北小江南”之称，是世界优质人参产区、全国最大的野山参集

散地。

优质的原材料产地，让许多人参加工企业选择在这里“生

根发芽”。吉林省红五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正是其中的佼佼

者。多年的经营，让企业发展成为集基地种植、产品研发、生

产加工和营销服务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

回忆起企业的发展历程，董事长白洪光说：“优势资源也

需要科技创新激活，企业发展的核心关键是科技人才。”

2023年6月，为扩大产品项目，白洪光带领一行人来到吉

林农业大学，与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王玉华教授团队共同合

作开展黑参产品开发研究，并与吉林农业大学签订了产学研

合作协议。

作为吉林省第二批科创专员，王玉华深耕黑参产品的开

发研究。黑参的稀有皂苷含量比普通生晒参高，更有价值。

但黑参质地坚硬，不能直接食用，只能通过粉碎、提取才能利

用，利用率低，且黑参加工时间长、能耗大，生产成本高。王玉

华团队通过突破即食黑参加工关键技术，开发可以直接食用

的软质黑参，同时以黑参为原料开发系列产品，实现了人参的

全利用。

产品加工时间短，生产效率高，食用方便，易于接受。“不

同于传统黑参品质坚硬无法直接食用的特点，我们与王玉华

教授合作研发的产品——即食黑参，质地软糯，风味好，食用

方便，开袋即食，便于携带。”白洪光表示，本项目不仅降低了

生产成本，还提高了人参中稀有皂苷的含量，其中人参皂苷

Rg3是传统黑参的两倍。

针对产品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及附加值低等问题，王玉

华向企业授权并转化发明专利——《一种富含人参皂苷

Rg6的即食黑人参》。该专利技术提高了人参中稀有皂苷

的含量，在人参作为食品日服用量不能超过3克的限制下，

提高了人参产品的附加值，帮助企业提高了经济效益和市

场竞争力。

科技人才不足，一直是让企业牵肠挂肚的大事。为了

解决企业科技人员短缺及技术水平低的问题，王玉华与企

业在吉林农业大学共建研发中心，带领团队往返于集安和

学校之间。同时，企业也派遣员工前往研发中心学习。经

过专家指导，员工们已经熟练掌握生产控制点并且可以在

生产中进行简单创新。在产品测试过程中，因企业设备无

法满足产品技术要求，王玉华与学校沟通，利用学校的实

验室设备完成中试工作，为企业产品早日上市提供了便利

条件。

作为科创专员，在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人

才培养过程中，最让王玉华印象深刻的就是企业对于技术、科

技人才的渴望。“和企业建立联系后，他们诚恳地表达了合作

意向，并强烈邀请我去企业参观。”王玉华说，正是这份真诚，

让她与企业进行了紧密合作，深入企业一线精准对接企业需

求，确保科研成果能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未来，我和企业还会在人参产品的功能提升，特别是在

慢性疾病预防和改善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对人参食品生产关

键技术做出突破，帮助企业在技术上保持优势，依托科技创新

为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王玉华说。

吉林农业大学教授王玉华——

让科技成果在企业转化落地
本报记者 郑玉鑫

本报讯（记者张磊 尹雪）眼下，白城市洮北区主要粮食作

物已进入开花乳熟、中稻孕穗抽穗时节。8月15日以来，洮北

区农业农村局使用大型直升机开展飞防作业，通过“一喷多

促”防治病虫害，助力粮食作物稳产增产。截至目前，全区实

施飞行318架次，已完成全部作业任务。

洮北区黑土地保护监测中心对到保镇、岭下镇、洮河镇、

青山镇、平安镇、德顺蒙古族乡、镇南种羊场玉米主产区的

16.98万亩玉米进行飞防作业，预计平均每亩增产100斤左

右。对全区14.2万亩水稻进行病虫害飞防作业项目，全力以

赴保障水稻种植农户、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水稻生产经营主体

夺取丰收。

“一喷多促”是农作物生长中后期的一项重要田间管理措

施，通过将叶面肥、杀虫剂等混合喷施，一次性作业实现促作

物生长、促灌浆增重、促单产提升和防虫防病等多重功效。此

次飞防严格按照提前规划的航线与架次，确保科学喷施。为

了保证飞防效果，洮北区黑土地保护监测中心特聘请了第三

方机构进行质量监测，专业技术人员到作业一线指导农民施

肥用药。

白城市洮北区：

“飞防”助力秋粮稳产增产

一板一腔，韵味无穷；一招一式，魅力无

限……8月29日晚，由吉林市委宣传部、吉

林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的吉林市

纪念喜（富）连成社创办120周年京剧艺术

月活动在吉林市人民大剧院启幕。本次活

动得到了中宣部、省委宣传部和省文旅厅的

悉心指导，以及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的大力

支持。

本次活动还得到社会各界的拥护与支

持。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魁智在VCR中

说：“（吉林市）这座城市给我留下终生难忘

而美好的记忆，也让我对吉林市充满深厚的

感情，在此我衷心祝愿吉林市纪念喜（富）连

成社创办120周年京剧艺术月开幕式以及

系列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京剧表演艺术家

李胜素说：“众所周知，吉林市是京剧艺术的

胜地。今年是吉林巨商牛子厚先生创办喜

（富）连成社120周年。在此，我衷心祝愿吉

林市纪念喜（富）连成社创办120周年京剧

艺术月以及系列活动圆满成功，期待再次带

领我的团队到吉林进行‘寻根之旅’的演出，

祝愿吉林市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再创新辉

煌！”

开幕式演出《CCTV 空中剧院——“走

进吉林市”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分为序

曲、氍毹新韵、风华正茂、峥嵘岁月、经典

隽永和尾声 6部分。节目丰富多彩，既有

京胡协奏曲，也有京剧衍生出的京歌；有

经典传统京剧选段，还有让中老年观众耳

熟能详的现代京剧选段。上海京剧院国

家一级演员、麒（麟童）派老生、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京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陈少云，国家一级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遣产（京剧）代表性传承人赵葆秀，国家

京剧院一级演员、翼（啸伯）派老生张建国

等诸多京剧名角，用精湛的唱念做打、优

美的服饰妆容、独特的舞台表现赢得了观

众的连连喝彩。演员们铿锵酣畅的唱腔、

灵动传神的眼神、行云流水的动作，更是

让戏迷一饱眼福、耳福。

吉林省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高（庆奎）

派老生倪茂才表演了京剧《智取威虎山》选

段，赢得满堂喝彩。他说，这次来吉林市看

了票友大赛，感觉参赛票友水平很高，后生

可畏。作为京剧第二故乡，吉林市举办这一

活动也做到了高水准。CCTV“空中剧院”节

目在戏曲届很受关注，这两天的两场直播充

分把吉林市的京剧魅力展示出来。本次开

幕演唱会囊括了很多著名老艺术家和中青

年演员，尤其是吉林市的中青年京剧演员也

很多，省京剧院的中坚力量里70%都是吉林

市的演员，彰显吉林籍演员阵容强大，吉林

市的京剧底蕴深厚。

梨园世家、喜（富）连成后代，京剧花脸

表演艺术家翟强说，他家里有五位长辈都出

自喜（富）连成社。喜（富）连成注重传承，吉

林市是京剧的第二故乡，有大力弘扬京剧的

传统。通过举办本次活动，也让更多人了解

吉林市这个京剧第二故乡和喜（富）连成社

的发源地。

喜（富）连成社社长叶春善的长孙、国

家一级演奏员叶铁森表示，举办这次活动

非常有意义，吉林市是一片京剧的沃土，

举办京剧艺术月活动，让京剧这一国粹通

过众多演员和票友的传承，进一步发扬光

大，薪火相传。

牛子厚先生曾孙牛绍飞说，今天这场

演出很震撼、很成功，我也荣幸受邀参加。

牛子厚办班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京剧艺术传

承下去、培养人才。今天这场活动成立了

京剧传承保护中心，还即将恢复吉林市京

剧团，这很让人欣慰。我觉得吉林市人热

情淳朴，热爱京剧，将来京剧一定会有更好

的发展。

京 腔 京 韵 醉 江 城
——吉林市京剧艺术月开幕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李婷 姜岸松 周凇宇

开幕式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姜岸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