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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白云峰报道：为进一
步倡导全民阅读，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4
月 22 日，奇台县委宣传部、奇台县团
委、奇台县妇联、奇台县景苑社区幼儿
园、奇台县万家社会工作站在福州援疆城
市书屋分会场，共同举办奇台县 2023 年

“畅阅全城·书香奇台”全民阅读系列推广
活动。

推广活动内容丰富，为 180 天阅读打
卡中荣获“最美读书人”称号的70名学生

颁发了奖品，邀请奇台县第三小学老师讲
授公益课，同学们畅谈180天阅读感受、诵
读经典《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书法老师现
场赠字、亲子共读等将全民阅读活动推向
高潮。

奇台县第五小学二年级（4）班学生盛
怿西说：“今天老师讲了很多知识，活动内
容非常多，通过读书增长了见识。”

近年来，奇台县不断完善阅读阵地建
设，推出“建党百年·红色初心”“传承雷锋
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等经典主题图书专

架，不仅吸引了一些老读者前来追忆往昔
峥嵘，更有许多青少年争相前来借阅。

学生家长何丽霞说：“今天的活动非常
有意义，也让孩子了解了读书的重要性，在
读书中让孩子得到了智慧和启发。”

下一步，奇台县将通过组织开展“品味
阅读，分享经典”读书交流会，向居民群众
和青少年推荐红色经典书籍，不断提高居
民群众和青少年对于红色文化知识的积
累，塑造自信自强的品格，通过阅读经典提
升自身修养、积极传递正能量。

新华网北京 4 月 20 日电
（孙慧、吴起龙、肖寒）“流感是一
种古老的疾病，人类虽然已经和
流感病毒抗争多年，但对病毒整
体特点认知仍需积累经验。流感
疫苗虽不完美，但仍是预防流感、
降低重症及死亡率的有效手段。”
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
毒病预防控制所国家流感中心主
任王大燕、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
学及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冯录召
做客新华网“医防大咖谈流感”系
列访谈，介绍流感防控相关话
题。专家呼吁应重视对新型流感
疫苗的研发，加速其上市和应用，
为中国百姓提供更多选择。

“疫苗作为公共产品，其研发
和应用是预防、控制传染病，降低
疾病影响的重要手段。”冯录召
说，新冠疫情发生后，公共卫生界
对新冠疫苗的研发和应用给予厚
望，就目前来看新冠疫苗主要有
灭活疫苗、mRNA疫苗、腺病毒载
体疫苗和重组蛋白疫苗等几类。

冯录召表示，在疫苗研发上
市后，如何有效提升人群接种率
降低感染至关重要。“新冠疫苗的
研发、快速审批、应用，以及相关
的健康科普、宣传教育，都给未来
流感等新型疫苗的研发、审批上
市和应用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具体来讲，应采用更先进的
技术，利用多种不同技术路线去
研发新型流感疫苗；政府、监管机
构、公共卫生机构在组织疫苗的
上市、审批和应用时，应提升社会
行动力推动流感疫苗的大规模接
种。

谈及各国流感疫苗的接种率
时，王大燕表示，不同国家接种情
况不尽相同，有些国家在新冠期
间采取了一定措施使流感疫苗接
种率有所提升；也有部分国家，流
感疫苗的接种率曾经出现过降
低；我国在疫情期间，流感疫苗接
种率略有提升，但依然处于较低
水平。

“我国流感疫苗接种率低的
主要原因是，人们没认识到疫苗
接种的重要性，没意识到接种疫
苗不仅保护自身也保护周围的亲
属、朋友，还有一点就是流感疫苗
目前需要自愿自费接种。”王大燕
说。

那么，如何才能提升我国流
感疫苗的接种率呢？王大燕指
出，一是加强宣传，让老百姓认识
到流感疫苗的有效性。流感疫苗
不是新生事物，但由于此前的宣
传力度、宣传方式等原因，老百姓
并没有深刻意识到疫苗的作用和
效果，所以应加强宣传，让大家正
确认识流感疫苗。

二是解决自愿自费的问题。
这对于提升流感疫苗的接种率非
常关键。

三是提升疫苗的可及性。可
及性不仅指接种预约，还包括接
种点的设置、分布等，以实现在老
百姓想接种时能方便地接种。

岁月流转，世事变迁，人们对美食的热
爱和追求却亘古不变。一年四季，一日三
餐，对于“吃货”而言，食物不仅用于果腹，
还能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随着信息
化时代的到来，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
展，美食博主这一新兴职业应运而生，他们
用镜头和文字将各地美食呈现在大众面
前，也记录着市井烟火和人生百味。家住
昌吉市的90后女孩崔枝卉就是其中一位。

4月17日，记者来到崔枝卉家，身穿围
裙的她正站在灶台前做饭，只见她将牛排
两面煎至金黄，再放入葱段、姜片、大蒜翻
炒，不一会儿，饭香味就扑鼻而来。在崔枝
卉身旁还放着一个手机支架，她不时根据
需要拍摄烹饪的过程。

热爱——
古筝老师变身美食博主

29 岁的崔枝卉出生于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农六师。12岁时，当别的小孩还在父
母怀里撒娇时，喜欢做饭的崔枝卉已经开
始跟随父亲学习做菜。日积月累，没过几
年，她就取代父亲成了家里的“大厨”。

2016年，崔枝卉从伊犁师范大学音乐
学专业毕业，在乌鲁木齐市教了一年古筝
课后，在乌昌两地奔波的疲惫，让她有了回
昌吉创业的想法。“因为喜欢做饭，我就想
开一家干锅店。”崔枝卉回忆说，“我筹集资
金，选址、装修，还特意去学习了麻辣香锅
的制作，但是由于地理位置不好等原因，干
锅店很快就倒闭了。”

第一次创业失败，让崔枝卉有些气馁，
于是她又重操旧业——教古筝。2018 年
10月，为了广招生源，崔枝卉精心化妆、准
备服饰，拍摄和发布了自己弹古筝和跳舞
的视频，然而这些视频很快被淹没在海量
的视频中。

一次做饭时，崔枝卉突然灵光一闪。
“我喜欢做饭，为何不把自己做饭的过程分
享给网友。如果美食能治愈我，那一定可
以治愈更多人，我就开始尝试拍摄美食。”
崔枝卉告诉记者。

没有学过视频拍摄和剪辑，崔枝卉就
自己学习和琢磨，刚开始的时候，完成一个

短短 1 分钟的美食视频就用了 7 个小时。
“因为喜欢做饭，我也不觉得累，视频发布
后，我还会去看网友的评论。”崔枝卉说，

“评论区里不乏经验丰富的老师，他们能指
出我的不足，有时候还能教我两招。”渐渐
地，崔枝卉的拍摄剪辑技术和做菜水平都
提高了不少。

钻研——
从“小透明”到拥有百万粉丝

2018 年 12 月 11 日，崔枝卉在抖音平
台上发布的一个豆角焖饼子的视频火了，
还得到了央视主持人尼格买提·热合曼的
点赞，这让她备受鼓舞。“那时我还是个‘小
透明’，能得到尼格买提老师的点赞和关
注，也坚定了我继续当美食博主的决心。”

在吃的法则里，风味重于一切。虽然
有多年做菜经验，但是想脱颖而出，就必须
有自己的特色。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
人，崔枝卉喜欢新疆菜，也爱研究新疆菜。
她在抖音平台上学习各种新疆菜的做法，
并根据领悟加上自己的特色。

下馆子时，崔枝卉常常向其他厨师学习、
讨教。有一次，崔枝卉和家人出去吃伊犁大
盘鸡，当家人都在吃饭时，她却在琢磨大盘鸡
里都放了什么。崔枝卉真诚地把大厨夸赞一
番，大厨一得意，就把秘诀告诉了她。

在学习奇台黄面凉皮制作方法后，崔
枝卉多次尝试，但怎么也做不出正宗奇台
黄面凉皮汤汁的味道。她听人说可能因为
是水的缘故，就把奇台县的水运到昌吉市
来，但做出的味道还是不一样。“最后，我猜
测可能是因为辣椒的原因，奇台盛产四平
头辣椒，奇台的黄面汤汁里用了四平头、螺
丝椒、线辣椒三种辣椒，一试果然如此。”崔
枝卉笑着说。

点开崔枝卉发布的美食视频，除了有
滚辣皮子凉面、大盘鸡、新疆炒米粉、薄皮
包子、糖洋芋等新疆菜外，还有西辣蛋、汤
饭等家常饭菜，更有奶皮桃花酥、醪糟馍
馍、胡麻卷子、巴哈力等特色面食……几乎
每个美食视频都详细介绍了食材、配料和
做法，为不知道吃什么和怎么做的“吃货”
们提供了众多选择。

截至目前，崔枝卉一共拍摄和剪辑发
布了400余个美食原创视频，运营的抖音
号“崔社长（美食）”、快手号“新疆崔社长”、
新浪微博“请叫我崔社长”共拥有近157万
粉丝，其中有一半是疆外粉丝。“吃得饱，想
得少，天天开心，没烦恼。”“崔社长的美食
专治不开心。”这些崔枝卉视频里的口头禅
也成了众多粉丝的共识。

追梦——
将更多新疆特产、农副产品

推向全国市场

随着粉丝量逐渐增多，不少商家找到
崔枝卉带货，作为一名新疆的博主，崔枝卉
选择的产品都是新疆特产和农副产品。

“你看过新疆的日落，吃过新疆的凉面
吗？产自奇台的四平头辣皮子泡软、切碎
后下锅炒……”点开崔枝卉发布的一段新
疆凉面视频，轻快的语调让人愉快，诱人的
凉面引得粉丝们纷纷留言。2020年5月，崔
枝卉第一次通过视频带货，就帮忙卖出了
一吨辣皮子。

为了让消费者买到放心的农副产品，
崔枝卉接到商家的邀约，并不是马上答应，
而是先和丈夫实地考察。“我们会去农田和
农户家里查看原材料，还会去工厂看辣椒
酱等的生产流程，查看工厂的环境卫生和
生产许可证等，为的就是让大家放心，也让
自己放心。”崔枝卉说。

崔枝卉告诉记者，2020年8月，因为
家庭变故，她一度一蹶不振，是家人和粉
丝的关爱让她度过了人生的低谷，也让她
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2021年5月底，
崔枝卉在抖音发布了第一条复出视频，不
少粉丝在留言区安慰和欢迎她回归，这让
崔枝卉格外感动。“唯有美食和爱不可辜
负，也希望我带给大家更多治愈心灵的美
食视频。”崔枝卉笑着说。

今年 1 月底，崔枝卉的女儿出生了。
“今年也是我最开心的一年，有了小宝宝，
我感觉生活更有盼头了。”谈起今后的打
算，崔枝卉说：“我想通过视频和直播带货
等形式，把家乡的特产和农副产品推向更
大的市场，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专家建议：

加强新型流感疫苗研发

为老百姓提供更多选择

奇台县开展“畅阅全城·书香奇台”全民阅读推广活动

美食博主崔枝卉：

唯有美食不可辜负
本报记者 马晓芳

4 月 17 日，崔枝卉正
在拍摄美食制作视频。
本报记者 马晓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