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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6 日，大年初五，努
尔哈吉·斯来木和弟弟赛尔哈
吉·斯来木忙得不可开交。他
们不仅要给骆驼喂草料，还要
招待从乌苏来家里做客的亲
朋好友。

走进位于呼图壁县五工
台镇乱山子村四组的骆驼养
殖标准化钢结构圈舍，上百
峰膘肥体壮的骆驼在圈内来
回走动，有的低头吃草，有的
抬头向参观圈舍的顾客“卖
萌”。努尔哈吉·斯来木带着
记者参观饲草料储备室、自
动挤奶房，向记者讲解骆驼
的生活习性、饲草料的构成
和养殖骆驼的经验心得。

今年是斯来木兄弟俩养
殖骆驼的第 18 个年头。“之
前，我和弟弟养殖骆驼的规模
较小，挤出来的骆驼奶也没有
固定客户，我们不得不骑着三
轮车沿街叫卖。”努尔哈吉·斯
来木说。2021年，在镇政府和
村委会的大力支持下，兄弟两
人建成了占地 1700 平方米的
骆驼养殖基地，养殖规模逐渐
扩大，从最初的 10 多峰到现
在的 220 峰，其中，有母驼 40
多峰，冬季每天产奶 80 公斤，
夏季每天产奶 100 公斤以上，
年收入达 60 余万元。如今，
兄弟俩不仅开上了小汽车，还
在县城里买了楼房，日子过得
越来越红火。

说话间，努尔哈吉·斯来木
的老朋友郭海东专程赶到基地
购买骆驼奶。“新年好，我的大
客户。”“老板，骆驼奶还有没有
了，我想要20公斤。”两人互相
打趣道。努尔哈吉·斯来木和
老朋友坐在炕上算起去年的增
收账，畅想今年的丰收盛景，分
别时两人还互相送上了新春
祝福。

养殖基地出品的骆驼奶
品质好，受到附近村民的青
睐，常常供不应求。近两年，
兄弟俩通过印制张贴纸质海
报、在微信等平台发布广告宣
传自家的骆驼奶，收获了一大
批稳定客源，常有顾客驾车来
到养殖基地参观，并购买骆
驼奶。

除了零售骆驼奶，努尔哈
吉·斯来木还与生产骆驼奶粉
的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进一步拓宽了骆驼奶的销售渠
道。谈起今年的发展目标，他
满怀信心：“我们要添置一套饲
草料加工设备，继续扩大养殖
规模，逐步引进优良品种，保证
供应优质的骆驼奶，带领有意
愿养殖骆驼的村民成立合作
社，一起增收致富。另外，我们
还将尝试建设集饮食休闲于一
体的农家小院，助力乡村旅游
业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宋华敏报道：1 月 16
日，笔者走进位于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的新疆汇源食品饮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源果汁”）生产车
间看到，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一天
可生产出 1 万件各种饮料。来自乌鲁木
齐、喀什、阿克苏等地的11台货车在库房
外有序排队，等待装货。进入1月以来，该
公司每天都是这样繁忙的景象。

据了解，汇源果汁春节前加大100%系列
果汁产品生产力度，产能比往年同期提高
30%，目前已有20万箱100%系列果汁产品发
往全疆各地。节后，公司进一步加大100%系
列果汁产品的研发生产力度，为广大客户提
供更加优质的产品，让更多更好的产品走进
千家万户。

近一段时间，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到处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多家企业开足
马力忙生产赶订单。

这几天，特变电工智能电缆产业园的工
人们正在加紧赶制中锦（杭州）供应链有限公
司、新特硅基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订单。

该产业园办公室副主任温超说：“昌吉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了完备的服务
体系，不仅用心用力解决企业遇到的难题，
更关注企业长远发展，完善各项配套设施，
为企业发展注入活力。”

为保障企业冬季正常生产，昌吉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推行“一线”工作
法，帮助协调解决企业生产过程中遇到
的各类问题。实行干部包企制度，领导
带队深入企业开展面对面服务，并组织
产业、科技、环保、安监等部门工作人员
深入企业，了解燃气、蒸汽、用电等生产
要素保障情况，面对面帮助企业解决生
产中遇到的难题，确保企业开足马力生
产。

本报讯 实习生赵筱燕报道：近日，昌
吉州、市总工会共同举办“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温暖服务季”活动启动仪式暨“暖心礼
包”发放慰问活动。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总工会、自治

区总工会关于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温
暖服务季”活动有关工作要求，发挥工会
组织送温暖示范带动作用，昌吉州、市总
工会聚焦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群体，帮助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

问题。
活动中，昌吉州、市总工会为外卖配送

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装有
洗衣液、肥皂、毛巾等慰问品的“暖心礼包”
1000份，价值20万元。

邓金荣是州艺术剧院新疆曲子剧团原
副团长、国家一级演员、新疆戏剧家协会理
事，先后荣获昌吉州首批文化体育名人、昌
吉州第七批拔尖人才、昌吉州突出贡献优
秀人才等荣誉称号。

40多年来，邓金荣一直致力于新疆曲
子的传承、发展和普及，在继承前辈们演唱
技巧的基础上，他不断适应舞台变换和观
众视听体验变化，创新丰富新疆曲子的表
现形式。从艺40多年，他成功主演《张琏
卖布》《状元与乞丐》《相亲家》《戈壁花开》
等100余部优秀剧目，2017年受邀参加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九州大戏台”

“唱戏吧”栏目的录制；2018年在中国国家
大剧院参加新年戏曲晚会录制，作为新疆
戏曲代表和全国9个地方稀有剧种代表联
唱《一个都不能少》。

谈及邓金荣与新疆曲子的结缘，既是
一场偶遇，也是双向奔赴。

1980年5月，17岁的邓金荣得知呼图
壁县文工团正在招收演员，从小酷爱唱歌
的他心动了。没有钱坐汽车，连续4天，他
就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大丰镇和呼图壁县县
城之间，参加呼图壁县文工团的招生考试，
最终在几十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是年，在
呼图壁县党委、政府的积极申请下，自治区
文化厅（现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于 1980
年8月正式批准成立呼图壁“新疆曲子”剧
团。邓金荣也因此成为一名正式的新疆曲
子演员。跟着前辈锻炼形体、打磨唱腔、翻
阅资料……因表现突出，他很快就获得了
上台表演的机会。“得知自己要出演《牧童
与小姐》中的角色，我整整兴奋了3天。”邓

金荣说。
“学习新疆曲子难不难？难在哪儿？”“当

然难，但难的不是如何唱好它，而是难在能不
能坚持下去。”邓金荣这样回答记者。20世
纪80年代至90年代，邓金荣和同事们经常乘
坐老式拖拉机、提着行李箱和演出道具到各
乡镇、村表演。“没有舞台就临时搭建，没有钱
住旅社就在农户家打地铺。只要听到台下观
众的欢呼喝彩声，大家就觉得再苦再累都是
值得的。”邓金荣说，克服了小困难，最大的困
难接踵而至。熬过了7个月没有工资收入的
日子后，呼图壁“新疆曲子”剧团的部分演员
陆续离开了舞台，另谋职业。邓金荣和爱人
也为维持家庭生计和养育年幼的孩子，先后
离开剧团。在离开的2年时间里，邓金荣时
不时回到剧团看望前辈和同事，也经常与他
们分享自己对新疆曲子未来发展的看法。
1995 年年底，经剧团团长再三邀请，邓金荣
回到了梦想开始的地方。

邓金荣深知，想要提高新疆曲子表演和
演唱技巧，不仅要下苦功夫，还要讲方法。于
是，只要一有空闲，他便前往全疆各地寻访名
师，先后师从候毓敏、王新邦、杜克成等名家，
与民间班社切磋技艺，收集整理民间曲子
戏。从扮演新疆曲子古装戏剧目《张琏卖布》
中的张琏到现代戏剧目《戈壁花开》中的马忠
厚，邓金荣始终保持谦逊的态度，不断学习创
新，勇于突破瓶颈，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
演和演唱风格。

在采访过程中，邓金荣向记者介绍了十
几部新疆曲子戏剧目，每一部戏的唱词他都
能信手拈来，开口便唱。他还向记者演示了
如何从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切换到有西北风味
儿的兰银官话，讲解新疆曲子的形成、发展和
创新。“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新疆曲子取材
于现实生活，讲述人生哲理、家庭美德和社会
道德等，这也是新疆曲子之所以有如此深厚

群众基础的主要原因。”他说。
邓金荣最大的愿望是新疆曲子后继

有人。多年来，他不仅仅活跃在舞台上，
还利用休息时间手把手指导年轻人。如
今，新疆曲子人才队伍慢慢壮大，他的学
生张飞飞等人接过了传承与发展的重担，
张飞飞作为新疆曲子中生代入选文化和
旅游部 2021 年全国戏曲表演领军人才培
养计划。2013年在自治区文化厅（现自治
区文化和旅游厅），州党委、政府和山西援
疆前方指挥部的多方努力下，州艺术剧院
将从全州各县市选拔招录的33名学生送
往山西职业艺术学院开展为期 5 年的培
养，最终有 24 名学生留在州艺术剧院新
疆曲子剧团从事新疆曲子表演，邓金荣的

“95 后”徒弟赵建武便是其中之一，“‘平
时把功夫下到位，舞台上才能闪闪发光’，
这是师父提醒我最多的一句话。”赵建武
说。2022年6月23日，赵建武作为主演成
功完成大型新疆曲子现代戏《天山兄弟
情》首演。

2022年10月，邓金荣正式从州艺术剧
院新疆曲子剧团退休。尽管不再作为演员
活跃于舞台之上，但他仍然关注着州艺术
剧院最新的发展动向和徒弟们的演出情
况，他说：“退休不褪色。只要剧院还需要
我为孩子们指点迷津，我定义不容辞。”

在采访接近尾声时，邓金荣即兴唱起
了他最喜欢的新疆曲子古装戏剧目《张琏
卖布》中的选段。他声音洪亮，目光炯炯，
唱完后哈哈一笑，感觉面前站着的就是伶
牙俐齿、诡计多端的“张琏”。

分别时，记者问邓金荣对年轻一代新
疆曲子演员有没有什么寄语和期待，他坚
定地说：“当然有。我希望年轻人将新疆曲
子当作事业来坚守，和新疆曲子互相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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