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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新新、通讯员马佳
报道：为扎实推进“文化润疆”工程，丰
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
群众的爱党爱国爱疆热情。3 月 3 日，
州文博院（博物馆）“新疆四史”流动博
物馆走进位于昌吉市二六工镇的新疆
新辉红色记忆博物馆，用文化的力量激
发各族干部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怀，进一
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展览以现场讲解、图片展示、解答咨
询等形式，宣传新疆历史文化。讲解员
围绕30余块展板为群众和游客讲解，将

丰富多彩的新疆“四史”与出土文物的图
片资料相结合，生动地展现了新疆多民
族聚居、多种宗教并存、文化一体多元的
历史，引导群众和游客增强“五个认同”，
深刻认识到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是中华
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新疆自古以
来就是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地区，以及
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
部分。

昌吉市二六工镇红星村村民马文
荣说：“看了展览，听了讲解员解说，我

对新疆历史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我
们生活在新疆，有义务和责任为建设美
好和谐幸福安宁的家乡献出一份力
量。”

据州文博院（博物馆）党组书记张
艳珍介绍，州博物馆“新疆四史”流动展
还将进社区、进学校、进军营等，让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根植于各民族群
众心中，引导各族群众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激发各族群
众学习新疆历史、建设美好新疆的
热情。

本报讯 记者刘新新报道：近日，
真人版演绎的经典童话儿童剧《美人
鱼》在昌吉市奥斯卡东方国际影城小剧
场上演，受到孩子和家长的好评。

据悉，儿童剧《美人鱼》由新疆艺渤
澜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打造，取材于丹
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的经典著作《海的女
儿》，讲述了生活在海洋中的人鱼公主
为了能够和心爱的王子生活在一起，用
美妙的歌喉换取双腿，最终获得幸福的
故事。

这部儿童剧《美人鱼》在充分尊
重 原 著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了 创 新 性 改
编，将原本耳熟能详的故事融入新
的情节，烘托友情和亲情的可贵之
处，以全新的方式呈现。舞台现场
利用声光电特效，提升舞台视觉效
果，演员身穿色彩鲜艳、造型奇特的
卡通服装生动演绎每个人物形象，
大胆创新的表演方式，迅速拉进了
和孩子们的距离。该剧打破传统舞
台束缚，让孩子们在观剧过程中与
舞台上的演员进行互动，增强孩子
的参与感，让他们在尽情享受童话
故事滋养的同时，学会勇敢、智慧、
善良。

据昌吉市奥斯卡东方国际影城影
院运营部负责人李姝眉介绍，童话剧
是一种深受孩子喜爱的语言艺术，影
院积极探索“影院幸福+”模式，每月不

定期推出两场线下文化艺术活动，包
括相声、脱口秀、儿童剧、话剧等，满足

各 族 群 众 的 多 元 化 精 神 文 化 生 活
需求。

本报讯 记者刘新新、通讯员徐森报
道：为进一步推进馆校共建工作，向广大青
少年学生提供高质量、可持续的公共文化
服务，在学雷锋月营造“学习雷锋、奉献社
会”志愿服务的浓厚氛围，3月4日，州图书
馆、州第二中学在州图书馆联合开展“凝聚
青春力量 学思二十大 践悟雷锋精神”主
题学雷锋读书志愿服务活动。

本次活动包括阅读推广、雷锋精神宣
讲、图书捐赠和卫生清洁等内容，来自州
第二中学的 60 余名师生、家长参与了本
次活动。活动中，州图书馆工作人员向大
家介绍图书馆的数字化管理和应用，组织
学校师生和家长观看雷锋故事微视频、诵
读雷锋语录、学唱歌曲《学习雷锋好榜
样》、阅读《雷锋日记》，并交流分享读后
感。学校师生和家长还参与少儿阅览室
和图书外借室的图书整理、书架清洁和馆
内卫生清扫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雷锋精
神。州图书馆负责人向参加活动的少先
队员赠送《雷锋日记》，勉励同学们好好学
习，传承发扬雷锋精神，争做新时代好
少年。

本报讯 记者李思佳报道：近日，在
州老年人老干部活动中心一楼大厅，州老
年文化艺术协会、州老年人老干部活动中
心举办“永远的雷锋 永恒的精神”快闪
活动。

随着州老年文化艺术协会爱心乐团的
指挥刘江平轻轻一抬手，昌吉天翼合唱团
的成员们唱着歌词，从大厅的四面八方走
出，聚集在大厅中央。随着旋律逐渐激昂，
现场的观众也自发加入快闪活动，与合唱
团的成员们一起唱响《学习雷锋好榜样》。
不少观众还拿出手机和相机拍摄照片、视
频，发到朋友圈。

本报讯 记者刘新新、通讯员刘爱梅
报道：2月27日至3月8日，“我从天山来”
昌吉州文物保护培训班在福建省福州市正
式开班，昌吉州文旅系统从事文物保护、文
物修复鉴赏以及文物行政执法工作的 29
名学员参加了本次专题培训。

福建援疆前方指挥部、昌吉州党委组
织部深入推进文化润疆，适应新时代文博
工作的新使命、新任务、新要求，促进闽昌
两地交流交往交融，提升昌吉州文博系统
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培训采用专题授课、现场教学、交流研
讨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特邀请福建省文物
局、省文物中心、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理论
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从文物保
护的法律法规、文物保护的经验及案例等
方面进行专题授课。学员还走进福州马江
海战纪念馆、古田会议旧址等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参观学习，进一步开阔学员视野，活跃思
维，让学员认识感受福建省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历史人文。

州图书馆、州二中开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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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博物馆与民营博物馆联动办展

“新疆四史”流动展走进新辉红色记忆博物馆

儿童剧《美人鱼》在昌吉精彩上演

图为演员与小观众互动，增强了孩子们的参与感。 本报记者 刘新新 摄

他们是建筑工、苗木工、泥瓦工
……可一登上舞台，便浓墨重彩、打理妆
发，披上戏曲盛装，在铿锵鼓点中迈着小
碎步，百转千回，吟唱千古韵味。

3月11日，在吉木萨尔县吉木萨尔镇
校场湖村文化大院一角，高亢的唱腔流转
空中，“吉木萨尔镇农民工艺术团”的演员
们正在这里演出。团长李文斌忙前忙后，
不时跟着前台演员唱几句，脸上挂满了笑
容。“不论刮风下雨，咱艺术团周末都不打
烊，为自家农民兄弟唱戏，乐意！”他说。

56岁的李文斌是陕西人，从小听秦
腔长大的他，深深爱上了秦腔演唱。
1997年，李文斌带着家人来到校场湖村
定居，白天务工，晚上和工友们唱唱戏，

“自娱自乐呗，一唱起来，干活的劳累都
消散了。”李文斌笑着说。

2010年，一位工友看到他们的表演
后提议成立一个文艺团，这得到了李文

斌和工友们的赞成，很快，他们成立了
自己的演出团体，起名“吉木萨尔镇农
民工艺术团”，李文斌被推选为团长。

艺术团成立了，首要解决的便是排
练场地。李文斌决定在自家院子里搭
建舞台成立一个文化大院，方便工友们
排练、演出。

功夫不负有心人。艺术团逐渐有
了名气，不仅得到了镇政府的各项奖励
和补助，还受邀在北庭民俗文化旅游
节、县城广场、各乡镇进行演出。

十多年来，艺术团的演员从最初不
到10人增加到现在的35人，成员之间
也发生了很多温暖的故事：演员张乐庆
生病住院，李文斌号召大家轮流陪护，
捐款帮他渡过难关；新演员张小霞酷爱

《花亭相会》这出戏，但唱腔薄弱，在牟
丽红等老演员的帮助下，如今也能挂衣
演出……

2018年，李文斌前往昌吉州艺术剧
院新疆曲子剧团接受培训，这次为期15
天的培训让他有了新想法：要有专业的
指导老师，才能提升艺术团的专业水
准。李文斌在培训时结识了吉木萨尔
县戏剧协会主席张进元，并邀请他担任
艺术团的指导老师。“他们对秦腔的热
爱让我刮目相看，我打算集中培训艺术
团的演员们，提高他们的创作技能，在
唱戏的同时能宣传各项惠民政策，把政
策送到老百姓家门口。”张进元说。

现在，艺术团每周末都在文化大院
演出，不仅在村里拥有了一众忠实粉
丝，还先后荣获全疆秦腔大赛一等奖、
昌吉州首届网络春晚优秀奖等。“秦腔
艺术代表了我们大西北人的朴实、豪
放，通过秦腔来展现老百姓的美好生
活，唱出了我们的精气神，我们会一直
唱下去。”演员孟永刚说。

吉木萨尔有个农民工艺术团
本报通讯员 明伟

昌吉州文物保护培训班

在闽开班

左图：近日，儿童剧《美人
鱼》在昌吉市奥斯卡东方国际
影城精彩上演。图为表演现场
剧照。

本报记者 刘新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