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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薇、通讯员安涛、邓
月龙报道：在奇台县有一座距今1382年
的古城遗址——唐朝墩古城遗址，这里
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丝绸之路物
资运输重镇，在历史更迭中见证着各民
族的交往交流交融。12月16日，唐朝墩
古城遗址考古成果展在奇台县博物馆展
出，102件文物首次集中亮相。

据史料记载，唐朝墩古城始建于唐
朝贞观十四年（640）年，是北庭都护府下
的蒲类县城遗址，由于北墙中部现存 1
处约 12 米见方的墩台，故清代以来称

“唐朝墩”。城址 1962 年被列为自治区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公布为第
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 2018 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与自
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 5 年对唐朝
墩古城遗址展开考古调查、勘探和发
掘，揭示了这座昔日小城商贾云集的繁
华盛景：既有唐代院落，又有罗马式浴
场、佛教寺院等不同宗教在这里和谐共
存。遗址出土的壁画、陶器等文物，以
及汉文、回鹘文和叙利亚文等多种文字
遗存，记录了各民族文化在古丝绸之路
上交相辉映、相互激荡、相互交融。

该展是福建援疆福州分指挥部“文
化润疆”项目之一，以唐朝墩古城为背
景，通过“大唐蒲类城”“古道现遗珍”

“多元共繁荣”“春风吹又生”4个篇章，
全面印证了唐代至元代，新疆地区多民
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历
史事实，增进人们对新疆历史发展的了
解。

走进展厅，便踏上了一趟探寻悠久
多元、开放同心的探秘之旅——透明的
玻璃展台内瓷器、金属器、骨器、玻璃等
遗物一一陈列，唐朝墩古城浴场遗址功
能分布图陈列墙面，展出的铁箭、铁刀、
铁甲片等遗物表明历史上有士兵驻扎于
此；铁犁、铁镰、石磨等农具和猪骨、羊骨
等动物骨骼显示当时的生产方式为农业
与畜牧业相结合，墨书陶片上写有“白
米”字样体现了当地的农业状况；铜胯
饰、铜簪等遗物体现了唐王朝对当地的
控制和影响。

展出的文物中，7 块景教壁画在国
内外都较为罕见。景教起源于当今叙
利亚，唐朝时曾一度在长安兴盛，直到
唐武宗时期渐渐绝迹。壁画上的人物
手握权杖，体态丰满，延续了唐代风格，
其服饰、发型和北庭故城中的壁画风格
颇为相似，都有唐代中原文化神韵，体
现出丝绸之路东西文化的交流、融汇与

创新。
在基本陈列的基础上，奇台县

博物馆还将中原地区与唐朝墩古城
遗址出唐代器物进行对比，反映出
当时中原地区与西域边疆地区的紧
密联系。

“看到唐朝墩古城出土的文物我感
到非常震撼，也感受到新疆历史文化的
多元。”奇台县居民郭英辉观展后说，这
些文物历经千年保存下来，让后人触摸
到了历史，领略唐朝墩古城各民族文化

互鉴融通、交相辉映的发展历程。
奇台县博物馆馆长李远娇说：“经过

5 年的考古发掘，厘清了唐朝墩古城遗
址历史脉络，让文物成为新疆多元一体
文化最好佐证。博物馆是博古通今的所
在，相信通过后续的考古发掘工作，将有
更多文物亮相，我们将推进博物馆改革
与高质量发展，传承中华文化，推进文化
润疆，激发群众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
统一的热情，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
植各族人民心间。”

本报讯 通讯员阿优西报道：吉木
萨尔县聚焦区、州关于推广普及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目标任务，发挥中心课堂作
用，通过开展“中心课堂”“线上+线下”
辅助学等措施，高效推进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学习培训，取得阶段性成效。

健全帮带制度，让中心课堂“实”起
来。该县按照县集中视频培训、乡镇兜
底培训、村级日常培训思路，在县委组织
部党建智能管理分中心设立总课堂，10
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发挥培训阵地资源
优势设立分课堂；县教育局挑选 7 名在
职主讲教师，采取“培训学、集中学、自主
学”的三结合模式，设置教学课程，固定
每周四分级分类开展 2 小时教学，136 名
到村工作大学生兼职辅导员，形成“一对
一、一对多”帮带机制，开展“日常助学”
活动，确保学习不断线，实现即学即用。
目前，全县开办中心课堂 28 期、培训学
员 3612 人次，开展日常培训、政策宣讲
620 余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实现应
学尽学。

坚持跟踪问效，让中心课堂“顺”起
来。各乡镇统一发放学习包，做到拎包
即学，开设“辅助小课堂”63期，培训学员
8127 人次。坚持集中学习与互动训练有
机整合，通过看图说话、情景模拟、互动
小游戏等形式设置实景课堂，实现教学、
实用相统一。按照自愿报名、摸排、推荐
的方式，每季度选取 1-2 名成绩优异、吐
字发音清晰的学员作为“好声音”，将其
学习内容制成音频通过村级“大喇叭”传
递到田间地头，使农牧民农忙、学习两不
误。动员村“两委”干部、农牧民党员、家
中学生，开展“小手拉大手”家庭化学习
活动，推广“红歌同唱、文章同读、词句同
学”学习方式，定期开展“红领巾”“六点
半”“返乡大学生志愿教学”等小课堂，督
促指导“小老师”在家为学员打考勤、做
记录，让孩子们与家长同学习、同进步。
县委组织部不定期查阅笔记台账、统计
微信“小课堂”学习情况、实地走访掌握
教育培训效果。目前，各乡镇开展“随堂
测试”16 次，举办“趣味竞答”活动 9 场
次，书本“互阅互读”自主学习 12 场次，
评选优秀学员 27 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学习培训工作落地落实。

注重载体创新，让中心课堂“活”起
来。根据农牧区少数民族群众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普及需求，订购维、哈、汉语互译培
训手册、口袋书，大力推进送学上门活动，
围绕牧业村实际，动态调整培训时间，为学
员提供便利，确保学员不掉队、不漏学；穿
插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教育，将吉木萨尔
零距离、魅力新北庭等网媒内容融入学员

“掌上课程”，增进学习趣味性，让“媒体课
堂”变成各族群众的“充电宝”。从常用字、
词、句入手，通过党员教育视频培训系统逐
字解析、简单对话、互动提问等方式，师生
相互纠正书写、发音，有针对性安排随堂练
习，进行交流分享，运用新媒体优势搭建指
尖交流“微课堂”，实行师资轮值制度，分类
别、分班次早晚定时推送教学视频180余
条，解决学员学习疑难 30 余件。以党员

“三包”“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为契机，帮
助农牧民群众在手机上下载“抖音”“言语
翻译”App，创建兴趣小组，将9个乡镇129
名学员编入“讲诵写演”不同兴趣组，搭建

“微展示”舞台，提倡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
行自我介绍、村情介绍，开展“普通话我来
说”“中国字你来写”“红歌大家齐唱”等比
赛，激发学习热情和树立学习自信心；经过
微视频考评打分，将优秀作品推送“吉木萨
尔党建”“吉木萨尔县零距离”公众号展出，
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学，学习氛围日益
浓厚。

图为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成果展展出的部分文物。 安涛 摄

图为奇台县博物馆唐朝墩古城102件文物展一角。 安涛 摄

吉木萨尔县强化措施推进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学习培训
唐朝墩古城102件文物首次亮相

展现民族融合多彩画卷

昌吉市：开启室内冰雪运动季
本报讯 通讯员殷雪娟报道：随着

冰雪运动的逐渐升温，昌吉市各类运动
场所开始忙碌，室内冰场加班加点制冰，
满足冰雪运动爱好者的滑冰需求。

12月13日下午，笔者在位于汇嘉时
代昌吉购物中心的冰世界真冰场看到，
工作人员正在场地浇水，开始新一轮的
制冰工作。

“我们冰场采用水冷压缩机制冷技
术，现在每隔两个小时就要浇一次水，24
小时不间断浇冰，冰场的冰面质量已经
达到了赛事标准，12月16日开门营业。”
昌吉冰世界真冰场教练员陶宇说。

为了确保如期完成制冰，达到训
练和比赛的要求，昌吉冰世界真冰场
成立了制冰保障组，确保7 天内完成
冻冰、修冰，且冰场厚度控制在 8 厘
米。

“我们今年配备了专业的陆地训
练室，更新了一批冰鞋和一批护具，让
大家有更好的畅滑体验。”昌吉冰世界
真冰场教练员韩超说。

昌吉冰世界真冰场占地 2720 平
方米，真冰面积达 1000 平方米，可同
时容纳 150 余名冰雪运动爱好者上
冰体验，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比

赛、训练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室内冰
场。冰场还推出了系列优惠活动，吸引
市民打卡体验。

“随着冰雪运动热潮的兴起，大家都
越来越注重冬季锻炼，我们推出了相应
的分阶段门票优惠活动，以更好的服务
吸引热爱冰雪运动的人们参与进来，强
身健体。”昌吉冰世界真冰场教练员韩超
说。

昌吉州历来是新疆冰雪旅游资源大
州，依托传统乡村旅游民俗特色和区位
优势，“昌吉的冬日 别样的温暖”冬季旅
游品牌逐渐打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