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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2、1，抬头、挺胸，向前走，脚底下踩起
来……”近日，在奇台县三个庄子镇青年村文化活动
室，一位中等个头、留着时尚发型的男子，正带着十
几位妇女排练舞蹈。

这个人叫王国福，是青年村的村民，今年50多
岁。了解王国福的人，都说他是个“能人”，不仅种地
是行家，搞文艺也很在行。

2006年，王国福在三个庄子镇带头成立第一个
农业种植合作社。每年种植冬小麦、春小麦，他从地
块选定、籽种包衣、播种量计算、化肥减量等环节，对
村民进行全程指导。为了发展设施农业增加农民收
入，王国福建起了绿色农作物种植基地，通过摸索试
验，总结出来的春提早、秋延晚蔬菜拱棚、瓜菜间作
套种的立体高效栽培模式和“三法保苗”新技术，不
但有效解决了农作物轮作倒茬的难题，而且有效避
过了早春冻害的危害，使蔬菜提早上市15-20天，实
现了一年多茬收获。

生活富裕起来的三个庄子镇农民，开始追求丰
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王国福爱好文艺，很有艺术天
赋，对西北秧歌、秦腔、眉户剧十分痴迷。在县、镇、
村支持下，他在村里成立一个文艺队，还起了一个好
听的名字——东方明珠歌舞农村艺术团。

一有空闲，王国福就琢磨创作歌舞和剧目，先后
编创导演了《奇台秧歌火样红》《丰收的喜悦》《王二
哥进城》《科技富了俺的村》《军民团结一家亲》《乡村
里的带头人》等戏剧、秧歌。特别是他编创的秧歌，
因队形流畅，舞姿优美，动作欢快，尽情展现了西北
秧歌的“三弯九动十八态”，以及扭、拧、抻、韧、碾的
韵律特色，既好看又接地气，不仅多次在各种文艺演
出中获得奖项，而且多次参加各类活动，得到了观众
的一致好评。

王国福发挥自己的专长，身兼编、导、演三职，带
领艺术团的演员排练出一台台好节目，把最美的歌
舞、戏剧节目呈现给观众，给农牧民带来了欢声笑
语，为繁荣农村文化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近几年，王国福带领艺术团多次参加昌吉州、奇
台县各级组织举办的文化演出和比赛，多次获奖。
2022年，王国福带领东方明珠歌舞农村艺术团代表
奇台县参加昌吉州“最美石榴籽”文艺汇演，参演的
节目《麦子熟了咱成亲》获得一等奖。

“这几年，村里盖起了宽敞明亮的文化活动室，
安装了暖气，搞活动再也不用烧煤倒灰、腾桌子了。
县、镇、村给了我们扶持资金，配置了拉杆音箱等设
备，让队员穿上了漂亮的服装，我们演出更有劲了。”
王国福说。 本报讯 通讯员周静静、李俊欢报道：

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双河村充分发挥农家
书屋阵地作用，让农家书屋成为学习宣讲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有效载体，打通宣传群
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让农家书屋里飘出党的好声音。

连日来，双河村多种形式开展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活动，“草根宣讲员”用
接地气的语言，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传递到
千家万户；快板和新疆小曲子表演，提高了
村民参加学习的积极性。

走进双河村村委会敞开式农家书屋，
“草根宣讲员”、文艺爱好者周俊花正在演
唱自己创作的小曲子《党的二十大传北
庭》；村里的老党员、独居老人随后又演唱
了《绣金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
红色歌曲，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弘扬时代
主旋律，引导各族群众永远跟党走。

“今天，我们村开展送学志愿服务活
动，乐夕阳自乐班表演节目，通过新疆小曲
子表演和唱红色歌曲等形式，宣传党的二
十大精神，丰富学习形式，让更多的群众感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周俊花说。

村民蒋春山说：“现在党的政策就
是好，社保月月都打到卡上，老人还有
养老金，学了党的二十大精神心里更敞
亮了。”

本报讯 记者刘新新报道：近日，昌吉
州文博院（博物馆）在抖音、微信视频号推
出“小小讲解员”历史讲述专题，开展线上
展览展示。小讲解员稚嫩的声音吸引了观
众和广大网友了解新疆历史，传播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之际，与伊犁
河流域的乌孙部落建立了友好联系，汉武
帝先后将细君公主、解忧公主远嫁乌孙，
汉家公主和亲乌孙，促成了政治上的结
盟……”在抖音视频中，昌吉市第五小学
五年级学生裴梓涵声情并茂地讲述汉家
公主和亲的历史故事。屏幕前的观众跟
随着小讲解员云端游览展厅观赏文物。

“小朋友讲解的生动有趣，太棒了。”“小朋
友的讲解激发了我对新疆历史的兴趣，有
时间了我一定要去博物馆看看。”网友纷纷
留言点赞。

据了解，州文博院(博物馆)针对当前疫
情防控实际，为更好宣传新疆历史文化，利
用博物馆丰富的馆藏资源，运用新媒体手
段创新文化传播途径和表现形式，以文物
数字化、可视化等形式介绍新疆历史文化，
发挥文博场馆的社会教育职能作用。

州文博院(博物馆)副院长阿依古丽·
夏热甫汗介绍，文博院发挥馆校合作联动
作用，丰富青少年学生的学习体验，通过线
上讲解展览的方式，有助于稀缺文物资源
的社会共享，丰富历史文物的展现形式。
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
运用“互联网+”思维，让沉睡在博物馆中
的各种文物资源“活”起来。

下一步，州文博院(博物馆)还将和全
州中小学校展开合作，邀请学校历史老师、
专家学者和专业讲解员直播讲述新疆人文
历史，通过走进遗址遗迹现场探索历史等
方式，增进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学
习历史、了解历史的兴趣，推动文化润疆走
深走实。

王国福带领东方明珠歌舞农村艺术团代表奇台县参加昌吉州“最美石榴籽”文艺汇演，参演的节目《麦子熟了咱成亲》获得
一等奖。

王国福（中）和东方明珠歌舞农村艺术团演员在田间地头演出。

演出结束后，王国福（右）与艺术团乐手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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