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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7日讯（记者马璐）5月16日至

17日，第二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的重要活

动之一——全民阅读“红沙发”系列访谈顺利

举办，共开展了4场活动，知名作家、出版人

亲临会场，与读者近距离交流互动，分享创作

心得与阅读见解。

在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乔叶的访

谈中，她从创作经历与文学观点展开，重点讨

论了故乡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文学创作中的

“慢力量”以及阅读经典作品的意义。乔叶认

为，故乡是作家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地域文

化深刻影响着文学作品的风格与内涵。同

时，文学创作需要“慢工出细活”，深入生活、

扎根现实才能写出有深度的作品。此外，乔

叶鼓励读者以耐心和开放的心态阅读经典作

品，强调阅读是个人精神成长的重要途径，不

应追求速读或依赖AI摘要，而应通过原汁原

味的阅读体验获得真正的营养。

在儿童文学作家祁智和格日勒其木格·

黑鹤的访谈中，两位作家围绕“童年的力量：

儿童文学中的生命叙事与自然书写”这一主

题，探讨了如何通过文学作品传递生命关怀

与生态智慧。祁智分享了其作品《方一禾，快

跑》的创作过程，强调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统

一，并指出儿童文学应关注生活中的普通孩

子。黑鹤则从自然文学的角度，讨论了生态

危机下儿童文学如何传递自然智慧，并强调

自然教育的重要性。他们还就AI时代对儿

童阅读的影响发表了看法，认为科技应服务

于儿童阅读，但不能取代真实的自然体验。

在吉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吴文阁和北方

妇女儿童出版社社长师晓晖的访谈中，围绕

“擦亮阅读名片，打造书香吉林”主题展开，两

位出版社负责人分享了各自出版创新与文化

赋能的经验。吴文阁介绍了《守·望——吉林

边疆人文地理纪事》的出版背景及其对吉林

边疆历史的深情凝视，师晓晖则分享了《云朵

上的爸爸》的创作故事及其对儿童心灵的治

愈作用。此外，双方还探讨了数字化出版转

型的挑战与成果，强调出版业在推动全民阅

读中的社会责任，特别是通过捐赠图书和公

益活动，为偏远地区儿童提供阅读机会，助力

书香吉林的建设。

在吉林作家谢华良、于德北和吉林广播

电视台主持人静言的访谈中，三位嘉宾围绕

“新时代背景下的儿童文学阅读”这一话题展

开讨论，分别从创作、推广和阅读体验的角度

分享了见解。谢华良强调了文学品质的重要

性，认为优秀的作品应具备质朴、情感和智慧；

于德北认为尊重是儿童文学创作的核心，爱是

推动儿童文学发展的原动力；静言则提倡家庭

阅读，强调家长应陪伴孩子共同阅读，创造良

好的阅读氛围。对谈中，还探讨了儿童文学在

数字化时代的挑战，他们认为纸质阅读的独特

体验不可替代，儿童文学应注重深度与接受度

的平衡。最后，嘉宾们鼓励孩子们从小培养阅

读习惯，享受阅读带来的幸福与成长。

参加活动的读者表示，此次书博会的“红

沙发”系列访谈活动举办得非常有意义。“通

过作家与读者的深度对话，构建了文学创作

与大众接受的双向通道，这种专业性与普及

性兼具的模式，也为提升全民阅读活动的地

域文化传播提供了创新样本。”该活动相关负

责人表示。

全民阅读“红沙发”系列访谈——

共话多元议题 打造全民阅读新风尚

在本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

会文产非遗展馆，“松花神韵”展

区大气古朴。主入口处，两件大

型松花石书法篆刻作品“博览群

书”和“腹有诗书气自华”分立两

侧，吸引许多市民游客拍照打

卡，这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彭祖

述专为本届东北书博会雕刻制

作的。

展柜上，一排排松花砚冰箱

贴圆润可爱。“这一系列冰箱贴

的原型，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

代松花石御砚，别看它们只有五

六厘米长，原材料可是真正的松

花石。”彭祖述艺术馆馆长张家

宁介绍道，这些小砚台不仅是冰

箱贴，也可用作案头镇纸，其细

腻的手感和适中的硬度还可以

时常在手上把玩、按摩穴位，“最

重要的是，它与传统砚台一样，

可以磨墨作画，砚台上的图案精

美细致，感兴趣的人也可以用它

来拓印一幅迷你小画。”

在互动区，印章短袖也十分

“吸睛”。数十枚松花石大印章

整齐排列，其中既有彭祖述的特

色篆刻，也有“欢喜如意”“福寿

双全”等美好祝福，利用该馆特

殊研制的“印泥”涂料，市民和游

客可以把印章亲手印在短袖上，

印出来的效果颜色浓郁、十分逼

真，没有味道且遇水不脱色。“这

是我第一次在衣服上盖章，印出

来很有特色，棉质短袖手感也很

好，价格还便宜，我非常喜欢！”

长春市民姜卓说。

自上一届东北书博会结束

后，彭祖述艺术馆精心研发了包

含冰箱贴、手把件、姓氏穿戴印

等9种文创产品，本届书博会共带来千余件商品，其中

多个种类是首次与公众见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彭

祖述坦言，“艺术除了自身存在的美的韵味，群众喜欢

的东西也是艺术。所以现在我能接受，还会鼓励大家

去创作，有时也会帮着设计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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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棋盘有多少条横线和竖线？”

“松花砚原料产自哪里？”5月 17日上

午，第二届东北书博会上，文产非遗展

馆里提问与抢答声不断，一群来自“筑

梦吉网小记者团”的孩子们在这里通过

趣味问答、技艺观摩及手工实践，感受

非遗的特殊魅力。

舞台区，剪纸艺人手中银剪不断移

动，迅速又细腻地剪出枫叶的轮廓及叶

脉细节，孩子们目不转睛，沉浸在剪纸

艺人精湛的技艺中。

而在体验区，在各位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的指导下，大家分别尝试了草编、

绳编、糖画等项目，孩子们有的投入到

草编、绳编的基础造型编织中，有的围

观起糖画艺人的蝴蝶、花朵制作，近距

离体会着民间传统技艺的趣味。

当天下午，非遗问答环节继续升温，

非遗知识学习再度升级。“剪纸贴在窗户

上叫什么？”“风筝最初的用途是什么？”孩

子们准确回答出“窗花”“军事通讯”，让现

场气氛愈发热烈。

随后，剪纸艺人以“人参娃娃”为主

题进行创作，萌趣形象引发关注。而体

验区则开放了工艺笤帚制作、面塑手作

等项目，孩子们用剑麻捆扎出笤帚，用

面团捏塑出熊猫，在动手实践中领悟传

统技艺的风采。

在“问答+观摩+实践”的活动模式

中，不仅让孩子们见到、触摸到、参与

到非遗中来，许多市民与游客也一起动

手、一起体验。“这项活动非常有意义，

不仅孩子们喜欢，我们也很开心能在书

博会上见到这样生动可爱的场景，给我

留下了很美好的记忆。”长春市民刘佳

说。

“问”“剪”“编”“捏”学非遗
本报记者 裴雨虹

第二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汇聚了各类精品出版物，为广大读者奉上一场极具特色的文化盛宴。图为参观者在全国高校出
版展区设置的打卡窗口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李姣月 摄

通化谷红制药有限公司作为步长制药

落户吉林省的知名企业，在董事长赵菁的带

领下，企业先后荣获吉林省专精特新企业、

吉林省优秀民营企业等荣誉，为梅河口市经

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赵菁现任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通化谷红制药有限公司董事

长。她从 2011 年起，带领企业落地吉林

省，先后在梅河口市、通化市、延边州等地

建成通化谷红制药有限公司、吉林天成制

药有限公司、吉林四长制药有限公司、吉林

步长医药销售有限公司、通化天实制药有

限公司、集安人参种植公司以及延边宝石

小镇酒店等企业群体，促进吉林省医药行

业发展。

步长制药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于生

产基地的建设和运营之中——2016年，在梅

河口市陆续追加投资，征地400余亩。2017

年4月，总投资4.62亿元的通化谷红制药有

限公司GMP新建项目开工建设，包括综合制

剂车间及库房、前处理提取车间、综合大楼

等单体工程建设，该项目于2021年8月份正

式投产运行。

“科技是永恒的动力，科技领跑未来。”

赵菁始终坚持科研创新理念，主导构建“中

药绿色智能制造技术体系”，以高科技引领

企业发展，在产品安全性、有效性相关研究

方面不断完善。自2015年起，公司与中国

中医科学院、浙江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上

海药物研究所等多家科研院所及高校建立

深度合作，持续强化药品研发实力。目前，

已有6个新产品落户梅河口，多个产品进入

集采。公司搭建智能化研究平台，推动经典

方剂现代化转化，并在药材种植溯源、智能

装备研发、智慧管控等中药全产业链环节，

全面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凭借生产过程绿

色技术创新，公司“生产过程控制绿色技术

创新案例”入选“2024年度全国民营企业绿

色发展典型案例”。

同时，该公司还在心脑血管药、抗肿瘤

药、抗感染药等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药物的

研发方面储备了在研项目。通化谷红制药

有限公司生产的谷红注射液为独家品种，获

得5项国家专利、实用新型专利1项，荣获吉

林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吉林省重点新产

品、吉林省名牌产品、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等荣誉。

截至2024年末，该公司累计投资近90

亿元，累计实现销售收入198亿元，实现产

值116亿元，上缴税金近36亿元。

以 科 技 创 新 赋 能 企 业 发 展
——访通化谷红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赵菁

本报记者 王耀辉

本报5月17日讯（记者张添怡）今天上午，由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主办，省营养学会、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承办的

2025年全民营养周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宣传系列

活动在吉林大学前卫南区举行。全省9市（州）卫生健康委员

会、省营养学会各地工作委员会也将在营养周内举行主题宣

传活动启动仪式。

今年全民营养周的集中宣传时间是5月17日至23日，宣

传主题为“吃动平衡 健康体重 全民行动”，活动口号为“健康

中国 营养先行”。据悉，今年全民营养周活动在传播主题的

基础上，强调能量平衡，并结合我国居民不同年龄段的食物消

费存在的问题、体重控制常见误区等，积极传播“减油、增豆、

加奶”，和“增加蔬菜水果、粗粮和水产消费”，学会阅读和使用

营养标签，坚持科学运动、保持健康体重等一系列关键信息。

仪式上，省营养学会相关人员介绍了活动主要内容及安

排，通过营养健康小课堂深入解读了传播主题的含义及体重

与健康的密切关系，播放了结合今年传播主题录制的科普宣

传视频，为深入推动我省营养事业发展营造氛围。

活动期间，全省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将鼓励和引导专业机

构、行业协（学）会以及新闻媒体等多方力量，发挥专家学者、

营养指导员、疾控人员、医务人员等专业和行业队伍作用，从

单位、社区、学校、家庭和个人等不同层面行动起来，开展形式

多样、群众互动性强的传播活动，提高居民营养健康素养，营

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全民营养周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王超）5月18日是第三十五个全国助残日，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是“弘扬自强与助残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

量”。连日来，省残联会同有关部门，围绕主题开展了一系列

扶残助残活动，进一步营造扶残、助残的良好社会风尚，让更

多人了解残疾人、关心残疾人，弘扬自强与助残精神，推动残

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

省残联联合省法律援助中心，走进省残疾人中等职业学

校，共同开展“携手普法护成长 自强助残共前行”送法进校

园活动。活动针对残疾学生特点精心设计普法内容，通过

“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的形式，为100多名残疾学生带来一堂

生动的法治教育课，进一步提升残疾学生的法治素养和依法

维权能力。

省残联与长春市儿童医院举行残障儿童友好医院共建

协议签约仪式。仪式上，省残联为长春市儿童医院捐赠了儿

童轮椅，助力提升医院无障碍就医环境。长春市儿童医院组

织耳鼻喉科、眼科、发育行为心理科等专家为现场残障儿童

开展免费诊疗服务，为家长们答疑解惑。根据协议，长春市

儿童医院将为残障儿童提供“1+3”预约通道、分级陪诊服务、

“一站式”出入院等服务。

在长春市九台区善满家园残障人综合服务中心举行的

残疾人康复“融合共享 自助互助”活动上，残疾人互相交流

康复服务体验。就业融合活动中，开展了残疾人就业成果

展，并组织网红进行直播带货示范、体验文创互动等活动。

日前，吉林省2025年“阳光伴我行”集善明门儿童轮椅捐

赠活动在省残疾人康复中心举行。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符

合条件的脑瘫儿童发放轮椅，向受助儿童家长介绍轮椅使用

方法、保养方法及注意事项，指导受赠家庭做好康复训练。

吉林省听力语言康复中心联合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

杂志社，携手华为公司，共同开展小艺声音修复技术研发声

音采集活动，为来自全省的270余名言语障碍者采集声音，帮

助言语障碍者无障碍沟通，有效提升言语障碍者生活质量。

省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举办了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

全国道德模范张超凡以“凝聚自强力量 共筑助残新篇”为

题，分享其突破身体局限的蜕变历程。朗诵比赛中，学生们

通过朗诵与肢体表演交融的形式，演绎残疾青年冲破桎梏的

生动故事。残健电竞活动中，吉林大学电竞协会成员与省残

疾人中职学校学生组队开展友谊赛，诠释着“平等共融”的深

刻内涵。

据悉，省残联“康复服务下基层”服务周活动还在进行

中。5月20日，2025年吉林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留吉就业专

场招聘会将在长春大学举行。

我省开展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

本报5月17日讯（记者鲁钟思）草木着

新绿，繁花织锦年。今天下午，第二届东北

图书交易博览会活动之一——“双栖绽放·

吉林文学星云会”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

在这场主题为“本土文学创作研讨会暨网络

文学作家读者见面会”的活动中，李发锁、宗

仁发、任白、李师东等7位著名作家和编辑

家、评论家与王超（流浪的蛤蟆）、刘阳（冷光

月）、林立强（紫箫）等10位备受读者喜爱的

网络作家，就吉林文脉传承与文学创新各

抒己见，展现了吉林文学的深厚底蕴和无

限潜力。

在“本土文学创作研讨会”单元，围绕

传承吉林文脉进行文学创新，李发锁以自身

《热血：东北抗联》的创作实例介绍了“大历

史”创作手法在纪实文学创作中的应用；宗

仁发从作家与编辑家的双重身份出发，畅谈

了两种角色互相滋养的关系，并在发现、培

养青年作家方面给出了建议；任白围绕如何

将传统文脉与现代审美、个体经验相融合，

创作出具有时代共鸣的作品发表了经验谈；

王怀宇以自己的创作——尤其是代表作《血

色草原》为实例，指出其创作深受吉林地域

文化对创作的影响；谢华良分享了如何在儿

童文学中融入东北元素且易于被小读者接

受的创作经验；赵连伟近些年在生态散文

的写作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总结了生态

文学的6个重要特征；李师东立足文学现

场，对吉林文学创作的特点和现象发表了自

己的见解。

在稍后的“网络文学作家读者见面会”

单元，流浪的蛤蟆（王超）、冷光月（刘阳）、紫

箫（林立强）、吉振宇、弈青峰（宋刚）、徐二家

的猫（张浩）、小鱼大心（于鑫鑫）、平凡魔术

师（刘庆忠）、封尘往昔（段珺瑶）、善良的蜜

蜂（张保欢）等10位网络作家与读者面对面

交流，围绕网络文学的发展、AI写作、文学反

哺故乡、网络文学跨界联动IP转化等话题，

分享了自己的心得。在提问环节，现场观众

踊跃发言，与网络文学作家们积极互动，就

“在网络文学星空绽放吉林多元IP”展开热

烈讨论。

会上，时代文艺出版社还分别与作家杂

志社、阅文集团签署了合作协议，未来将在

文学创作资源共享与转化、作家挖掘与培

育、活动开展与品牌建设等方面展开紧密

协作。

本次活动由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吉

林省作家协会共同主办，时代文艺出版社与

作家杂志社承办，支持单位为阅文集团。

“双栖绽放·吉林文学星云会”举行
17位作家共话吉林文学发展

本报5月17日讯（记者王学新）今日19点，2025“周周交

响乐”系列演出活动“经典之声”交响音乐会在长影音乐厅举

行。音乐会以跨越时空的经典旋律，为市民献上了一场震撼

心灵的音乐盛宴。

本场音乐会由长影集团主办，长影乐团承办。整场演出曲目

镌刻着西方古典乐派的传世印记，又流淌着东方民族音乐的独特

神韵，音乐会由著名指挥家刘炬执棒。上半场，施特劳斯的《蓝色

多瑙河圆舞曲》为观众带来经典之音的永恒魅力；紧随其后的《为

火车开路快速波尔卡》，以明快跃动的节奏将观众带往蒸汽机车

轰鸣的工业革命年代，感受时代奔腾的磅礴力量；管弦乐《山楂树》

曾于4月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折服了所有的观众，今天的演出旋

律优美、情感细腻，将浪漫、纯真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广

播艺术团青年笛箫演奏家张辉携《牧民新歌》惊艳登台，蜿蜒流转

的竹笛清音，与长影乐团的交响协奏相得益彰，将内蒙古草原的

苍茫辽阔、牧民生活的悠然惬意，化作音符跃然耳畔。

哈尔滨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长春籍青年钢琴演奏家元

杰，与长影乐团再度联袂，弹奏了钢琴协奏曲《黄河》二、四乐

章。黑白琴键与管弦乐的碰撞，将民族的呐喊铺满整个演出

现场，浓郁的民族情感也将本场音乐会推向了高潮。

音乐会的下半场，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圆舞曲》如月光

倾洒，古典韵律与现代审美在此交融。今年4月在北京国家

大剧院刚刚完成全球首演的《哪吒》交响组曲，此次在长春首

秀，该曲作为第九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重点曲目，为春城观众

解锁了神话故事的全新音乐想象。男高音歌唱家刘航带来了

歌曲《今夜无人入睡》，明亮的嗓音和高超的演唱技艺回荡在

春城夜空。演出在《我的祖国》激情澎湃的旋律中画上圆满句

号，现场观众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是第一次听交响乐，太震撼了！”市民王女士表示，多

种乐器的完美配合，把自己带进了美妙的音乐世界之中，音乐

演奏或高亢或灵动，让人回味无穷。

2025“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已开展一个多月，作为

城市文化名片建设的重要载体，致力于通过高品质的音乐文

化供给，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打造长春“爱乐之城”。

5月份还将举办精品音乐会《黄河与莱茵的交响和鸣》、交响

乐《中国传说》等多场音乐会，音乐会在大麦网、猫眼上进行售票。

经典旋律绽放魅力
“经典之声”交响音乐会点燃观众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