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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宋华
敏、周鹏报道：近日，记者从昌吉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昌吉
高新区”）获悉，为全面排查整治园区
危险化学品领域风险隐患，防范和遏
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昌吉高新区从
甘肃省聘请3名安全生产专家，对园区
8家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为期12天的
隐患排查工作。

为提升隐患排查工作质效，昌吉
高新区成立了排查整治领导小组，依
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险
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
定》等法律法规，对辖区8家危化品企
业安全基础管理、区域位置和总图布
置、工艺、设备、电气系统、仪表系统等
方面开展隐患排查，为企业提供安全
运营的科学依据。

“专家们从企业安全管理档案、现
场作业安全、装置安全运行状况等方
面进行全面检查，并现场指出问题、提
出整改意见，让企业进一步强化安全
意识，见微知著、举一反三，及时消除
安全隐患。”新疆恒晟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何敏说，在园区常态化监管
下，这家企业已连续10年无安全生产
事故，2022年再次被评为园区安全生
产先进单位。

昌吉高新区外请专家

排查企业安全隐患

台上，大提琴演奏家手指间的琴弦，
似乎有魔力般轻盈地流淌出悠扬的旋
律，如一股清泉，给予观众滋润与灌溉。

台下，哈萨克族小女孩听得入神，她
不由自主地走近舞台，靠近演奏家身边
侧耳倾听。此刻，音乐就像神奇的种子，
在她心里生根发芽……

这是山西文化援疆“轻骑兵”文艺演
出队在天山天池景区演出的一幕，山西
省交响乐团女高音演员郭韵感慨地说：

“我由衷体会到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
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2020 年，山西省第四批援疆干部人才接
过“接力棒”，续写“晋疆情”。从巍巍太
行到天山脚下，跨越5000里路云和月，山
西省第四批援疆干部人才担负起从“送
文化”到“种文化”的使命，推动三晋文化
和新疆文化融合发展，在文化交流中描
绘出最美“同心圆”。

以文化人 培根铸魂

芳菲5月，走进阜康市博物馆，陶器、
瓷器、铁器、刺绣、木雕……600余件山西
民间珍贵藏品，陈列于晋阜民间文物交
流展馆。

这些参展展品均源于山西民间收藏
家，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地方特色和时
代印记浓郁，再辅以历史照片、场景模
型，全方位地展示了三晋传统文化的独
特魅力。

晋阜民间文物交流展是山西文化援
疆工程之一，也是山西省“文化润疆”的
创新举措。

“自晋阜民间文物交流展开展以来，
群众反应热烈，观者络绎不绝，目前展馆
已累计接待参观群众10余万人次，文物
已成为促进晋疆两地文化交融的舞台。”
阜康市博物馆馆长高晓玲说。

文化交流是最本质的交流，是深层
次的、长远性的交流。

山西省紧扣“润”字深化晋疆两地交
往交流交融，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受援地影响力。

在每一次的演出中，山西文化援疆

“轻骑兵”文艺演出队的艺术家们，与当
地各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台表演、互动
交流，既满足了当地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新期待，也加深了两地人员之间的情感
交融。

3年间，54位国家级艺术家、27批次
非遗小分队，把山西省优秀地方剧目和
提线木偶、绛州鼓乐、唢呐、面塑等“山西
绝活”送进乡村、社区、连队，让当地民众
近距离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以文化人、凝心铸魂，绵绵用力、久
久为功。山西省持续开展文化援疆“十
大行动”暨“五个百”系列活动以来，百名
艺术家进疆采风、百件珍贵文物进疆巡
展、百篇（部）文艺作品基层巡展、百篇援
疆报道成果展、百件书画作品进疆巡展，
如潺潺细流滋润着当地各族干部群众心
灵，有力推动了晋疆两地文化交往交流
交融。

以文育人 润心泽行

4月25日，随着钟声的响起，兵团文
艺精品工程扶持项目话剧《北塔山》在新
疆人民剧场上演，现场座无虚席。

声情并茂的表演、荡气回肠的对白，
生动展现了两家三代人坚守边疆、用生
命守卫祖国边境线的感人故事，赢得现
场观众阵阵掌声。

“剧中的故事就是我们的生活。”观
众席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北塔
山牧场护边员帕尔丁·努尔曼流下激动
的泪水。

话剧《北塔山》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六师五家渠市与山西省话剧院精心打
造，荣获“兵团儿女心向党职工文艺汇
演”优秀剧目奖，成功申报2022年度兵团
文艺精品工程扶持项目。

3年来，山西省在受援地打造了一批
具有“三晋魅力、新疆特色”的文化精品，
持续擦亮山西文化援疆品牌。

《立秋》《布衣于成龙》《日昇昌票号》
等精品剧目叫响新疆。以受援地题材创
作的话剧《北塔山》《扎根》《沙枣树》《生
命如歌》登上舞台，推进了两地文化人才
交流和艺术精品创作交流，成为全国人
民认识新疆的名片。

以文育人，润心泽行。山西省通过
内引外联、线上线下、专辅结合等形式，

举办文化产业各类培训班，为受援地培
训文旅、广电、书画、文艺、非遗等人才
2000 余人次，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文化
人才队伍。

“送文化”与“种文化”并蒂绽放。近
年来，山西省安排援疆资金1.4亿元打造
基层文化阵地，新建党群活动中心等文
化场所7.3万平方米；助力阜康市打造图
书馆智能微型自助平台，更新文献2096
种5000余册。

以文塑旅 且歌且行

西王母手捧大仙桃憨态可掬、羚羊
插画鼠标垫“燃爆”桌面、日常通勤帆布
袋精巧实用……不少游客发现，天山天
池景区旅游文创产品正变得又萌又潮。
小到冰箱贴、鼠标垫，大到玩偶、T恤，无
论是摆件，还是日用品都很受游客青睐。

2018 年，山西援疆阜康市分指挥部
引进山西专业旅游文创智力团队，利用
阜康西王母文化优势，精心设计开发了
衣、食、住、行、形象等 5 个类别 80 余款

“爱上天池、爱在阜康”系列旅游文创产
品，填补了阜康市旅游文创产品的空白。

“文化与旅游相生共兴，相辅相成。
文化融入旅游的过程，不仅是提升旅游
产品魅力的营销手段，也是增强人民群
众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山西省援疆前
方指挥部文旅交流部部长宁志宇说。

文相通，则心相近。
3 年来，两地开通 32 趟“晋疆情·晋

疆行”黄河号专列，引客入疆2万人次，既
让三晋游客领略新疆秀美风光和风土人
情，也加深了两地群众的情感交融。

3年来，山西省援疆前方指挥部在山
西先后举办6场“晋疆情·晋昌行”文化旅
游推介会，邀请两地旅行社、旅游企业开
展旅游交流和推介，促进两地文化旅游
联动发展。

3年来，在祖国的西部边陲，山西援
疆用持续的文化浸润，为受援地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有力推动了晋疆
两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诠释了山西援
疆人的初心与使命，这份深厚的感情将
深深铭刻在两地群众心中。

就像一首不断唱响的歌谣，“诗和远
方”在晋疆文化交流融合中，且吟且唱，
且歌且行。

本报讯 通讯员马军报道：为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增强“四
力”教育实践工作能力，推动“三抓三促”
行动走深走实。近日，昌吉国家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昌吉农高
区”）宣传思想工作培训班开班。

本次培训班为期 5 天，采取集中
培训为主、现场教学为辅的方式，邀请
了来自州党委宣传部、州党委党校、州
融媒体中心的专业人士，重点围绕党
的二十大精神解读、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新闻宣传等方面内容进行
专题授课。培训旨在深入学习贯彻党
中央和区、州党委关于宣传思想工作
决策部署，提升昌吉农高区党员干部
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努力打造一支
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
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

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全身心投
入到学习当中，真正做到学有所得、学
有所获，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
让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昌吉农高区宣传思想

工作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通讯员妥明报道：5月18
日，我州举行2023年转业安置军官、军
士欢迎仪式暨适应性培训班开班典礼。

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和实地教学等
形式，举办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中华
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知识讲
座，设置依法行政、党政机关礼仪规范、
保密和廉政教育等课程，帮助受训人员
夯实理论基础，提高综合素质能力。

受训人员纷纷表示，要以此次培
训为契机，保持军队的优良传统，端正
学习态度，尽快提高工作本领，更好地
融入新的环境，为昌吉州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我州举行转业安置军

官、军士欢迎仪式山西援疆：在天山脚下播种“诗和远方”
本报记者 王薇

近日，在吉木萨尔县老台乡
老台村，几名工人正在修剪文冠
果树。

文冠果树是我国特有的木本
油 料 作 物 ，其 果 实 含 油 量 为
50％—60％，也是我国大力推广
的生产生物柴油所必须的生物质
能源林基地建设树种之一。

截至目前，吉木萨尔县老台
乡已种植3000亩文冠果树，不少
村民通过种植文冠果树走上了致
富路。

本报记者 巨海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