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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1日夜幕降临，长春市青怡坊云

琅云CAMP城市营地热闹起来，“清爽吉林·

22℃的夏天2025年吉林省非遗市集”正式

拉开帷幕。从7月11日到12日，这里成了

非遗爱好者的乐园，我省与四川甘孜的非

遗瑰宝在此相遇，50项非遗项目带着浓浓

的烟火气与文化味，为夏日长春注入了别

样的清凉。

刚走进市集，“舌尖”非遗美食区就飘

来阵阵香气。李连贵熏肉大饼的传承人正

麻利地翻着饼，金黄的面皮鼓起焦香的

泡，围观的市民忍不住掏出手机拍摄。

“这手法看着就地道！”一位女士边拍边

和身边人念叨。不远处的鼎丰真展位

前，传统糕点的甜香引得孩子们拉着家

长排队，琳琅满目的糕点色泽诱人，传承

人笑着递出试吃品：“尝尝咱老长春的味

道！”长白山野生山葡萄酒的展位前，深

紫色的酒液在杯中摇曳，试喝的游客咂

着嘴点头：“带着山葡萄的清香，果然不

一样。”15 项非遗美食在此集结，从熏肉

的咸香到糕点的甜糯，从酒香的醇厚到

特色小吃的独特，舌尖上的吉林味道让

人流连忘返。

转身来到“指尖”非遗手作区，更是让

人挪不开眼。满族旗袍展位上，精致的盘

扣和细腻的滚边引得不少人驻足，传承人

现场演示着盘扣的编法，手把手教学；查干

湖鱼皮画的纹样里藏着渔猎文化的故事，

用鱼皮制作的各种挂件、饰物等非遗文创

琳琅满目，让观者忍不住凑近细看。28项

传统技艺与美术类非遗在此亮相，每一件

作品都藏着匠人的巧思。

“仁心”非遗养生区则透着一股温润的

气息。平氏浸膏的传承人正为一位老人诊

脉，细细询问着近况；单氏中医的展位前，

前来问诊的游客排起了长队，其提供的“九

仙养生茶”清香袅袅升起，试喝的市民捧着

茶杯说：“这茶喝着舒服，胃里暖暖的。”唐

氏理筋手法的传承人现场为一位年轻人按

摩肩颈，结束后对方活动着脖子：“真松快

多了！原来老祖宗的法子这么管用。”

此次非遗市集联动四川甘孜州，通过

“G331 边境风景大道”与“G318 川线”的文

化碰撞，实现两地非遗瑰宝的双向交流。

甘孜州线下展览展示区，设置了文旅合作

精准商务洽谈专区、黑帐篷非遗集市、“何

以甘孜”摄影展、G318地标艺术装置四大核

心体验区。

互动体验区里，欢声笑语更是不断。

彭氏微刻研学专场中，孩子们正围着松花

石拓印，传承人在一旁耐心指导。“研学就

是要让孩子们把松花石和古代拓印技艺融

在一起摸一摸、试一试，感受传统书法的魅

力。”负责人张家宁说，“我们还带来新开发

的穿戴印、挂牌、砚台这些文创，就想让更

多人了解松花石。”刚陪孩子做完拓印的周

园女士正举着手机拍照，“孩子以前没接触

过这些，今天不仅听了松花石的历史，还锻

炼了动手能力，特别好。”旁边的小朋友王

珈鸣举着自己的作品抢着说：“印的时候看

着墨一点点把图案显出来，太好玩了，收获

了好多乐趣！”

两天的市集，50项非遗项目、两地文化

的碰撞、多样的互动体验，就这么把“见人、

见物、见生活”的非遗传承理念，悄悄揉进

了长春的夏日时光里。

夏 日 春 城 体 验 非 遗 温 度
本报记者 郭悦

本报 7 月 12 日讯（记者郑玉鑫）今

天，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天津中

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应省“吉字号”

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邀请，在

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礼堂作了题为

《新时代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与文化自信》

的专题报告。来自省直有关部门、科研

院所、高校、科技工作者代表等 500 余人

现场参加活动。各地有关部门及科技工

作者代表通过线上直播形式参会。

报告会上，张伯礼院士结合多年研究

成果和实践经验，用通俗的语言、翔实的

数据、生动的案例，深入阐述了中医药学

的科学内涵、主要特点以及中西医结合并

重的重要意义，阐释了中医药作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代表的理论基础，分析了中医

药发展的经济基础，介绍了当前中医药现

代化的主要进展、成果和发展方向，以及

中医药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机遇与挑

战。

在回答青年科技工作者提问时，张伯

礼院士表示，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科技创

新，更需坚定文化自信。此外，他还针对

长白山人参产业、梅花鹿产业等吉林特色

资源的发展提出了宝贵建议，为吉林省中

医药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

与会人员认为，此次报告内容深入浅

出、见解独到，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

度，特别是关于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观点

令人深受启发。吉林农业大学中药材学

院教师张瑞说：“本次报告，为我省人参产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我们将结

合本次报告，全力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实现明显进位、全

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作出积极贡献。”

据了解，此次报告会由省“吉字号”特

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省科协主

办，旨在通过高端学术交流助力地方产业

升级，推动长白山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共话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与文化自信
张伯礼院士应邀在吉作专题报告

22℃的夏夜，长白山恩都里休闲度假商

旅社区（简称“恩都里”）微风吹拂，星光、灯

火与游人交织，水舞台上传来悠扬的马头琴

声和低沉的呼麦，一曲曲带着草原与雪山气

息的旋律，让游客们沉醉。苏州游客林蔚然

一边拍摄火舞表演，一边感叹：“没想到在长

白山也能感受到这么丰富的文化内容，无论

是巡游演出，还是民宿、美食都让人眼前一

亮。”

而就在一年多以前，这里还是杂草丛

生、房屋弃置的一片“荒地”。数年前，恩都

里的“前身”——原祚荣府旅游商业综合体

因资金链断裂长期搁置，与周边蓬勃发展的

文旅景象格格不入。为做好闲置资产盘活

工作，长白山管委会于2024年初成立工作专

班，实行“一项目、一专班、一处置方案”机

制，逐一梳理登记全区闲置资产，因地制宜

制定方案，主动协调解决股权变更等难题，

最终促成项目破产重整。

2024年5月10日，长白山集团召开招商

推介会，项目以“长白山恩都里休闲度假商

旅社区”新姿亮相。今年6月13日，经过紧

锣密鼓建设和招商，这里迎来开街，高端民

宿、精品餐饮、民俗演艺等多业态集结，填补

池北区高端文旅产品空白。

开街仅一个月，夜幕下的恩都里已然成

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潮流地标。花车巡游、萨

满祈福、仙女快闪、民族歌舞等演艺节目接

连上演，烟花在夜空中绽放出梦幻色彩，游

客们举起手机记录这场夏夜盛宴。北京游

客张子轩走进恩都里的文创街区，流连于满

族刺绣、木雕面具等民俗工艺品前：“我很喜

欢这里的萨满文化和民俗文创，有一种与长

白山自然融合的独特魅力！”

商业社区沿街两侧，特色商铺和餐饮，

让这里的人气爆棚。山河屯铁锅炖、隆贝

勒爷满族火锅等店铺前排起长龙，延屋朝

鲜族烤肉店、初熹杀猪菜馆内座无虚席，长

白山礼物、长白山草木染、再拾年长白青铜

驿、山·画廊等文创店也让游客们流连忘

返。

“这里的新奇感太强了，每家店都想进

去看看。”林蔚然笑说。恩都里聚集的品牌

中，20%为吉林省首店，30%是城市首店，30%

属本地首创，首发经济与夜游经济交织碰

撞，释放出强劲消费活力。

这一场从“沉睡”到“蝶变”的转身，不

仅防止了国有资产流失，更为长白山区域

经济注入澎湃动能。恩都里的故事仅是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盘活闲置资产的一个

缩影。如今，包括恩都里、长白山文化创

意产业园 4 号馆、长白山书院、长白山麓

角村等 5 个招商存量资产项目已成功重

启。长白山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

将持续深化盘活闲置资产，推动存量资产

转化为新动能，助力长白山打造世界级旅

游目的地！”

长白山恩都里：

闲置资产“活”起来“荒地”蝶变新地标
本报记者 孙寰宇

▲ 7月12日，第22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第七届中

国一汽红旗嘉年华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启幕。一汽红旗

品牌携全系产品矩阵重磅登场，凭借卓越设计、前沿科技与

高端品质，彰显品牌实力。

本报记者 潘硕 实习生 王凝钰 摄

▲参观者体验红旗汽车。

本报7月12日讯（记者张宽）今天，由中国篮球协会、中国

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的2025年全国U14青少年篮球联赛暨安

踏星火U联赛吉林省决赛在长春市体育馆拉开帷幕。本次赛

事汇聚了吉林省各城市赛的高水平球队，优胜队伍将晋级8

月底在厦门举行的全国总决赛，争夺全国冠军。

作为国内青少年篮球的重要赛事，安踏星火U联赛本赛

季在办赛区域、赛事体系和上升通道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联赛涵盖U8至U14多个组别，其中U8、U10组采用4V4赛制，

U12及以上组别采用5V5赛制，旨在为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提

供适合的竞技平台。新赛季预计覆盖全国20多个省市区，吸

引近2万名青少年篮球爱好者参与，进一步推动篮球运动的

普及与发展。

赛事通过多层次的发展体系挖掘优秀苗子，为中国篮球

储备人才。同时还注重U系列联赛、校园篮球与职业篮球的

融合，助力青少年球员全面发展。据组委会介绍，全国总决赛

将于8月在厦门举行，届时将为参赛球员提供赛事、体测、游

学等丰富活动。

全国U14青少年篮球联赛吉林省决赛开赛

本报7月12日讯（记者郭悦）今天，备受

期待的未知旅行音乐节在长春奥林匹克公

园璀璨启幕。那英、李健等歌手和乐队齐聚

春城，用炽热的旋律点燃了这座城市的盛夏

之夜。

音乐会现场，当那英深情演绎《相见不

如怀念》《梦一场》《征服》等十余首经典曲目

时，全场万人大合唱的声浪一次次将气氛推

向沸点。紧接着登场的李健，则用《松花江》

《风吹麦浪》《贝加尔湖畔》等充满诗意的旋

律，将观众带入宁静悠远的意境。就在两位

歌手倾情献唱之际，天空飘落大雨，而这并

没有浇熄观众的热情。台下乐迷挥舞着手

机在雨幕中汇成流动的星海，欢呼与合唱声

穿透雨声，愈发响亮。那英极具穿透力的嗓

音和李健温润清澈的歌声，与这滂沱夏雨交

织共鸣，共同构成了一道视角独特、令人难

忘的风景线。

音乐节的精彩远不止于此。囍浪乐队

率先登场，以《慢速生活》《属于你我的夜

晚》等歌曲点燃开场气氛。主唱卷卷难掩

兴奋，期待乐迷能在“未知旅行”中“寻找未

知的自己，遇见惊奇的奇遇”。许钧呈现了

《讯号》《方法论》等作品，展现其鲜明的音乐

态度。随后胡宇桐登场，《几世纪》《日落停

格》等歌曲瞬间引爆现场。重塑雕像的权利

等乐队也依次献上各具特色的精彩表演，为

观众带来了丰富多元的音乐体验，舞台活力

持续释放。

来自重庆的蔡新女士在看完音乐节后，

难掩心中的喜悦与满足。她坦言，这次专程

赶来，有很多非常喜爱的歌手，来之前就满心

期待着能听到那些熟悉的歌曲，也希望长春

未来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更多人在音乐

里收获快乐与共鸣。

本次音乐节大胆突破传统，融汇多重

亮点。演出最后，“动态星空共舞”尤为震

撼——数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深邃夜空

中精准编队，变幻出流动不息的数字星河画

卷。这场沉浸式的“动态星空交响曲”，将前

沿科技与艺术创想完美融合，缔造出如梦似

幻的视听奇观，成为观众离场时最深刻的记

忆点。

据介绍，本场音乐会旨在突破传统演出

边界，通过音乐与科技的创新碰撞，为长春市

民及八方游客带来了高品质文化体验。这场

盛夏狂欢，不仅是一场纯粹的音乐盛宴，更是

长春文旅融合活力与魅力的生动展示。

音乐节持续至7月13日，更多精彩仍在

继续。

未知旅行音乐节在长精彩启幕

本报7月12日讯（记者马璐）“这场演出太新颖了！和我

以往看过的音乐会完全不一样，真没想到普通的生活用品在

艺术家手中能变成乐器，打击乐的魅力也能如此丰富多元，我

感觉特别解压放松。期待看到更多这样特别的音乐会，让我

们的休闲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今晚，由省委宣传部指导、吉林

艺术学院主办，吉林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与音乐学院联袂

打造的“槌问东西·金石交响”中西打击乐交流音乐会在长春

市群众艺术馆精彩上演。看完演出后，长春市民徐女士兴奋

地向记者分享了她的感受。

作为2025“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暨第十届中国交响音

乐季吉林省专场的重点活动，本场音乐会以跨越国界的打击

乐艺术为桥梁，精选十余首风格多元的曲目，展现东西方音乐

文化的深度碰撞与交融，为春城观众献上了一场特别的音乐

盛宴。

踏入演出现场，舞台上错落摆放着形态各异的打击乐器，

随着灯光渐暗，瑞士卢加诺打击乐团与吉林艺术学院律动装

置打击乐团的乐手们优雅登场。当第一声铿锵鼓响划破寂

静，现场瞬间被点燃。乐手们以独特的创意，将一些水瓶、盒

子等寻常物件化作神奇的乐器，通过精准的节奏把控与巧妙

的声音组合，编织出令人惊叹的韵律。观众沉浸其中，不少人

不由自主地跟着节奏摇摆身体，现场氛围十分热烈。

本场演出紧扣“槌问东西·金石交响”主题，以打击乐这一

世界性音乐语言，探寻东西方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曲目编排

涵盖中国传统民族打击乐、西方现代先锋作品及中西融合的

创新之作，既有气势恢宏的鼓乐篇章，也不乏简约前卫的探

索，充分展现打击乐艺术的丰富层次与多元魅力。

整场音乐会在不同国家乐者的默契协作下，以音乐为纽带，

促进了不同艺术理念的碰撞交融。据了解，瑞士卢加诺打击乐

团创立于2000年，巡演足迹遍布全球。吉林艺术学院律动装置

打击乐团创立于2019年，成立以来活跃于吉林省内高校舞台。

音乐会前夕，主办方还特别策划了大师班活动，引领艺术爱好者

与专业学习者深入探索作品的演奏技法与艺术内涵。

“ 槌 问 东 西·金 石 交 响 ”
中西打击乐交流音乐会受欢迎

本报7月12日讯（记者裴雨虹 实习生高思元）今晚，“精彩夜

吉林”2025消夏演出季首场演出——“参如夏花”夏日歌会，在

长春城投南溪里文旅小镇唱响。

来自贵州的“舞乐蝉歌”首先登场。这是一支由“95后”

侗族返乡青年杨想妮、兰通群牵头组成的侗族大歌乐团，她们

为吉林观众带来了《你是一兜好白菜》《侗歌唱村超》等极具当

地特色的歌曲，令人印象深刻。

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我把吉林唱给你”原创歌曲征集

活动已征集作品150余首，本次歌会遴选了部分作品作为阶

段性成果与观众见面。《我在吉林等你来》《五彩吉林》《人参》

等富有吉林地域特点的歌曲唱响，引发了现场观众热烈的掌

声。“本次演出后，我们将组织一批创作者到长白山进行采风，

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和热情，更好地用原创音乐向大家展示

大美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副处长刘少妮说。

夜风愈发凉爽，现场却愈发火热。知名民谣歌手赵照、万

晓利接连登场，分别带来了《当你老了》《四海为家》《陀螺》《这

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等深受歌迷喜爱的歌曲。

“大美吉林！我爱你！”在观众的欢呼呐喊声中，歌会圆满

落幕。据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主任沙滨介绍，接下来，还将继

续为广大观众带来美国、俄罗斯、法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的

精品演出。

“ 参 如 夏 花 ”夏 日 歌 会 唱 响
多元歌曲共绘“精彩夜吉林”

（上接第一版）
为了确保毕业生与省内企业需求的有效对接，长春工业

大学在人才精准匹配方面也采取了多项具体措施。

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制定了《长春工业大学招生—培养—就

业联动本科招生计划动态配置实施办法》，根据省内产业发展需

求，灵活调整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深化校企合作，与省内

企业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开展联合培养，实现人才与企业的无缝

对接；成立就业联盟，在省教育厅指导下，发起成立了吉林省

高校服务新型工业化重点产业就业联盟，助力特色产业发展；

举行引才推介活动，邀请地方政府和企业到校进行引才推介，

让毕业生深入了解企业需求，推动留吉就业进课堂、进宿舍；

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充分发挥机械、材料和化工等特色高水平

学科的优势，聚焦省内重大科技需求，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和人

才培养的紧密融合。

目前，长春工业大学特色高水平专业毕业生留吉就业率

连年达到50%以上，超过学校平均水平。而通过与省内企业

的深度合作，学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也展现出了更高的竞

争力。

接下来，长春工业大学将继续聚焦政策落实、岗位扩容、

优化服务、实习实训等方面，深入开展“政策宣讲扩就业”“专

场招聘促就业”“直播带岗助就业”“技能提升稳就业”等行动，

进一步拓宽毕业生的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同时，将加强

与省内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向纵深发展，也将更加精准地了解省内企业的需求和招聘

计划，从而为毕业生提供更好的就业指导和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