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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新新报道：近
日，记者从州图书馆获悉，为提高公
共文化场馆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
广大读者的精神文化需求，自12月
21日起，州图书馆每周二至周日晚
19 时在图书馆二楼多功能厅开展
免费电影放映活动，让读者在寒冷
的冬日来到图书馆观影、阅读，丰富
业余文化生活。

连日来，州图书馆播放了《中国
机长》《金刚川》《中国医生》等弘扬
主旋律、传递正能量、歌颂英雄人物
的国产影片，很受群众欢迎。据州
图书馆技术部工作人员马亮介绍，
周末观影的人数最多，多为父母带
着孩子。大家置身于温暖宽敞的多
功能厅，享受大屏幕带来的绝佳视
觉体验。

据了解，为开展好此次活动，州
图书馆放映的电影大多是近期各大
院线的热门电影。州图书馆还结合
群众的观影需求，安排放映不同题
材的电影，切实满足群众的多元化
需求，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

据州图书馆党支部副书记、馆
长李秀琴介绍，州图书馆从12月21
日起，将闭馆时间从每晚19时30分
延长至每晚 21 时(周二至周日开
馆)。免费放映电影是州图书馆为
读者提供的一项社会服务，此项活
动将会长期开展。在春节前后，州
图书馆将根据群众观影需求增加放
映场次或提前电影放映的时间。

记者还了解到，州图书馆限定
每日进馆人数为 300 人，前往州图
书馆观影的群众需提前关注“州图
书馆”微信公众号进行入馆预约，再
持身份证或借阅证以及防疫健康码
进馆，观影时须隔位就座。

本报讯 记者高云哲报道：12 月 29
日，“迎冬奥 庆元旦 兵地融合”中老年气
排球交流活动在昌吉市进界体育运动中心
举办。州老年体协邀请乌鲁木齐市老年体
协气排球代表队、乌鲁木齐市气排球昆仑
女队、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气排球代表队
等16支代表队参与此次活动，旨在助力北
京冬奥会、喜迎元旦、加强兵地融合。

2020年11月，我州被中国老年体协授
予第四批全国老年气排球之乡称号。据了
解，气排球运动是一项集运动、休闲、娱乐
为一体的群众性体育项目，因球质软、球网
低、场地小的特点，越来越受到中老年群体
的青睐。我州老年体协气排球专委会成立
于 2016 年 10 月，经过 5 年多的发展，气排
球运动在我州得到了较好的推广，并多次
在全国、全疆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如今，
我州各县市都成立了老年体协气排球专委
会，现有 50 多支气排球队活跃在全州各
地。

“能够参加昌吉州老年体协组织的活
动真的非常开心。”石河子市快乐女子队队
员李慧说，“对手的技术特别好，攻防有序，
战术布置让我们受益匪浅。”

“西域春队的队员比较年轻，基本功扎
实，我们的队员身高比较占优势，这样一
来，我们双方的优势就持平了。”州老年体
协代表队男子一队教练魏世强说，“这次活

动给了我们一个锻炼的机会，对大家互相
学习、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举办这次活动的目的就是进一步推
动乌昌石地区气排球运动的发展，加强三

地气排球爱好者之间的交流，提高三地中
老年气排球运动爱好者的竞技水平。”州老
年体协气排球专委会常务副理事长、秘书
长李崇山说。

12月23日，阜康市九运街镇六运中心
村的时代记忆馆迎来一批年轻人。他们对
馆内陈列的老物件好奇不已，37个记账本
更是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从一盒火柴、一包盐，到买彩电、购农
机、外出旅游，37 个账本记下了郭清峰家
自1983年以来的收支情况，浓缩了一个普
通农民家庭的生活，折射出新疆大地广袤
田野的沧桑巨变。

账本的主人名叫郭清峰，今年 78 岁，
也是六运中心村时代记忆馆的义务讲解
员。1970年，郭清峰从老家甘肃天水市秦
安县来到新疆，在阜康市九运街镇六运中
心村生活了50多年。作为中央政策研究
室、农业农村部确定的农村固定观察户，郭
清峰坚持记了37年的账。

1983年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六运中心村是当
时全国360个村级观察点之一，郭清峰家
是全国 2.4 万个观察户之一。37 年来，他
严格按照要求认真地记录着家里的每一笔
开支，并按时上报。因为账目记得细致、清
晰，年年被评为优秀观察户。

很多人不解，一个老农民记的账有啥
用？最初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村干部告
诉郭清峰，这是国家为了解基层农民基本
生产生活消费信息专门设立的公益岗位，
这些信息每年都要定期汇总到农业农村
部，为国家制定“三农”政策提供参考。一
想到自己记的账能给国家制定政策带来帮
助，是莫大的荣誉，郭清峰就下定决心，一
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好。“现在看来，这一
本本账本、一项项开支，不仅记录着我个人
生活的变化，更记录着国家的发展、时代的
变迁以及老百姓幸福生活的模样。”郭清峰
自豪地说。

翻开 1983 年的账本，可以清晰地了
解到，这一年阜康市开始推行农村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郭清峰家种的是玉米、麦
子、油葵。“全家4个劳动力种了20多亩
地，辛辛苦苦忙了一年，家庭总收入才
2812.25 元，还倒欠村集体 200 多元钱。”
当年的穷日子，郭清峰至今记忆犹新。到
1990 年，郭清峰一家改种经济作物和大
棚蔬菜，年收入23214元。2009年，国家
提高了小麦收购价格和粮食综合补贴资
金，郭清峰家的年收入超过4万元。从此
以后，郭清峰家的收入是“芝麻开花节节
高”。2014 年，六运中心村加快土地流
转，郭清峰家的20亩地一年承包费收入
8200 多元，再加上温室大棚的收入，年
收入超过了6.3万元，刨掉支出，年底还
存了3万元。2019年，郭清峰家的纯收入
不多，郭清峰解释说，主要是花了将近
20万元盖了一幢新房子。

“翻翻这37个账本，免征农业税、粮食
直补、发放退耕还林补贴、新型农业合作医
疗、教育‘两免一补’等惠农政策，都能从我
记的账里看得出来。这些政策的出台，与
包括我在内的2.4万个观察户认真记账有
一定关系。”抚摸着账本，郭清峰感慨万
千。从账面上来看，以前郭清峰家的支出
大多是柴米油盐的消费，现在主要支出为
换家电、买农机、盖房子、外出旅游。郭清
峰说：“37 年来，家里到底有多大的变化，
日子到底好了多少，可以说，我手里和心里
都有‘一本账’”。

郭清峰是个恋旧的人，他从 30 年前
就开始收藏老物件。从纺车、留声机、煤
油灯、墨斗，到新中国成立后新疆最早的
房地产证、钱币、烟花、粮票、布票、糖票
……再到后来的农具、电器，郭清峰的收

藏品越来越多。或完整、或残缺的老物
件，很多和他的岁数差不多，是郭清峰曾
经经历的岁月印迹。

2014 年，郭清峰腾出了两间库房，在
家里办起了阜康市首家农耕博物馆，500
多件藏品把房子塞得满满当当，将参观者
带回过去。郭清峰说：“我做这一切，不求
什么回报，只希望对青少年有所帮助，让他
们看到这些东西，记住那段历史，珍惜现在
的美好生活，感恩中国共产党，感恩祖国，
好好学习，为国家多作贡献。”

2020 年，六运中心村开始建设村史
馆，连同37本账本，郭清峰把自己半辈子
的藏品全部捐给了村里，村史馆起名叫时
代记忆馆，这里装满了红色文化与乡愁，吸
引众多党员干部和中小学生前来参观。大
家看看老电影，接受革命教育；辨认老物
件，感受过去岁月的气息；听郭清峰讲过去
的创业故事，接受党史学习教育；看着村里
过去和现在的照片，感受村民生活的变
化。时代记忆馆建成两年来，已接待参观
者2万多人次，成为阜康市党史学习教育
的打卡地。

只要不外出，郭清峰每天都要到时代
记忆馆转转。和这些熟悉的老物件在一
起，郭清峰感到踏实，看到形形色色的参
观者聆听自己讲解时那好奇的目光，郭清
峰说，自己的心里仍然藏着一团火，那是
历史的火种，更是未来的方向。

每个物件后面都藏着一段故事，每
一段故事都铭刻着一段历史。郭清峰
说：“我们每个人都要牢记历史，不能忘
了过去的苦难，都有义务把艰苦奋斗的
接力棒一代一代传下去，把国家建设得
更加强大，让群众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富
足。”

“迎冬奥 庆元旦 兵地融合”中老年气排球交流活动在我州举行

本报讯 记者王硕报道：12月
30 日至 31 日，昌吉州 2022 年新年
音乐会将在新疆大剧院举行。此次
音乐会演出阵容强大，将为观众带
来一场视听盛宴。

12月28日上午，记者驱车前往
新疆大剧院。在大剧院入口处，安
保人员引导记者扫描“昌盛吉祥”微
信二维码，待确认后记者进入剧
院。剧院内铺有红地毯引路，顺着
红地毯记者来到了安检口，安检人
员提醒观众将饮料、零食、打火机等
物品存放在安检口，观演结束后再
来领取。

据了解，为保障2022年新年音
乐会成功举办，连日来，新疆大剧院
的工作人员全天在岗，提前熟悉各
自的服务职责。“演出期间，我们49
名工作人员会在1至3楼20多个点
位为观众提供服务。”新疆大剧院有
限责任公司安保消防部部长柴方桢
介绍说，为引导观众有序入场，新疆
大剧院在入场口、安检口、电梯口及
演出场馆内都定点安排了工作人
员，观众进场后可根据工作人员的
指引乘坐电梯进入演出大厅，大厅
入口处会有票务人员核验入场券，
帮助观众对号入座。

昌吉州2022年新年

音乐会观演指南来了

快去看！州图书馆

免费放映电影

老党员郭清峰：

留住漫漫乡愁 讲好乡村故事
本报通讯员 刚立强

西域春男子队队员在比赛中积极拦防。
本报记者 高云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