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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任东升、马文婷
报道：8月以来，吉木萨尔县北庭镇8.8
万亩草场饲草进入收割期，当地牧民
出动大型农机收割饲草，为牲畜储备
越冬的草料。

随着季节变换，牧草由绿泛黄，
当地农牧民也迎来了收割的季节。
近日，笔者走进北庭镇三场槽子牧业
新村的一片草场，每年牧草黄时，就
是牧民们一年来最忙碌的时节。从7
月底开始，一望无垠的草场上，牧民
们驾驶机械，驰骋在草场上收割、拉
运牧草。

“今年天气比较好，雨水较多，牧
草长了1米多高，大丰收了。”三场槽子
牧业新村牧民努尔塔扎·努热汉高兴
地说，“我们家在这有50多亩草场，从7
月底开始，要打十几天草，以前我们都
是人工收割，现在有了机械后方便多
了，今年估计能打800多个草包。”

“今年每个草包的价格在20元以
上，800个草包就能卖1.6万元。”努尔
塔扎·努热汉补充道：“我们家还能拿
到7000多元的草场补贴，一年下来光
草场的收入就能达到2万多元。”

草场水草丰美，得益于近年来吉
木萨尔县持续加大辖区内天然草场功
能区划分，实施科学管理。吉木萨尔
县通过退牧还草、人工种草、轮牧、牧
草生长阶段严格把控放牧数量等政
策，使草场生态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
恢复，有力保障了农牧业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 记者荷苒·马汗、通讯员
叶钰、龚向前报道：8月6日晚，“秦韵流
芳 北庭有戏”吉木萨尔县第二届全疆
戏剧邀请赛在该县北庭园文化广场开
赛。本届戏剧邀请赛比赛剧种为秦腔，
共汇聚了全疆各地 110 名秦腔戏曲爱
好者齐聚一堂，将在为期 5 天的时间
里，为观众奉献极具传统戏曲魅力的视
听盛宴。

活动现场，伴随着折子戏《二进宫》演
员的登台亮相，本届比赛拉开帷幕。随后

《三对面》《探窑》等精彩剧目表演轮番上
阵。舞台上，演员们唱念做打、有板有眼，
唱腔时而高亢激越，时而婉转悠扬，充分展
现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赢得了现场观
众阵阵掌声。

吉木萨尔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朱
忠辉介绍，参加此次比赛的选手都是全疆

范围内非专业的戏曲爱好者，参赛选手
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只有5岁。大
赛分清唱与折子戏两种表演形式，清唱
分预赛、复赛、决赛进行，折子戏一次性
决定比赛名次。

吉木萨尔县参赛选手冯宝华说：“我今
年80岁了，打小就喜欢听戏，现在，我每天
都在文化广场上唱戏。这次举办全疆戏剧
邀请赛，我非常高兴，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
让中华优秀传统戏曲文化发扬光大。”

来自乌鲁木齐市的参赛选手李沁珂
今年只有 5 岁，比赛中他表演了《三滴
血》选段。他说：“这个选段是奶奶教我
的，我也喜欢唱戏，我以后还要跟奶奶学
更多的戏。”

几天前，听说吉木萨尔县要举办第
二届全疆戏剧邀请赛，阿克苏市秦腔戏
曲爱好者王晓梅就专程赶了过来。“既可
以看秦腔比赛过把戏瘾，还能游览北庭
故城遗址，领略汉唐古城遗韵，我觉得这
次旅行很值得。”王晓梅说。

参赛选手杨国良的家乡在甘肃省定
西市，他现在库尔勒市务工。杨国良说，
他自幼就酷爱秦腔，此前还先后参加过
陕西、甘肃等省区举办的秦腔戏曲大
赛。他说：“这次来吉木萨尔县参加比
赛，我被当地群众热爱秦腔的氛围感染
了，我要把它唱好，把秦腔艺术发扬光
大。”

吉木萨尔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秦
腔、新疆曲子等传统戏曲艺术在当地有着
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近年来，吉木萨尔
县大力推动优秀传统戏曲传承，使其在新
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目前，吉木
萨尔县共有72支基层文艺团队，基层文化
带头人100多名，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满
足了各族群众多层次的文化需求，极大地
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走进陈惠的刺绣工作室，一幅《北庭
故城》作品格外吸引人——以远处故城
与故城下的羊群构图，在萧瑟的景色中，
绣出了北庭故城的历史变迁。

“这幅绣品是去年年底创作的，用了
平针、乱针、散套针、缠针、滚针等十几种
针法绣制。”陈惠是吉木萨尔县民间刺绣
非遗项目传承人，她说，希望自己的作品
能绣出不一样的风景和民俗文化。

自幼从母亲言传身教中练就刺绣功
底的陈惠，年少时就能绣出好看的枕巾、
被套和衣服，常被邻居们争相买走。后
来，她成立了吉木萨尔县北庭绣纺纺织
有限公司，通过免费培训、提供设备支持
等，帮助农村妇女走出家门就业创业。

如今，有 60 多名绣娘在这里工作。
她们端坐在绣架前，指尖跃动。盛开的
牡丹、展翅的彩凤、奔腾的骏马……一幅
幅栩栩如生的刺绣作品便映入眼帘。

“我们把有新疆特色的民族刺绣和
羊绒结合在一起，创作出了刺绣壁画、刺
绣挂件、羊绒刺绣披肩等丰富多样的绣
品，年销售额过百万元。”陈惠说。

为让更多妇女受益，陈惠在吉木萨
尔县文化馆及妇联等部门的帮助与支持
下，先后开展12次传承发扬民间刺绣技
艺项目培训，免费为学员培训刺绣技艺。

该县校场湖村村民何梦露跟随陈惠学
习刺绣5年，如今凭借刺绣手艺年收入超3
万元。“这几年下来，家里的电器都换了新
的，我感觉很自豪，既能挣钱又能照顾家
里。”何梦露说。

为让刺绣作品更好地走向市场，陈惠还
设计研发出不少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以

绣花鞋为例，我们将绣面改成精细的皮
面，看上去更美观高档，更容易受到消费
者青睐。还有团扇、水果香包、钥匙扣、丝
巾等，我们都融入了刺绣元素。”陈惠说，
传承传统技艺，既要坚持老的东西，也要
跟上时代步伐，唯有让非遗融入大家的生
活，民间刺绣才能走得更远更好。

吉木萨尔县北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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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木萨尔县第二届全疆戏剧邀请赛开赛

百余名秦腔爱好者登台竞艺

近日，陈惠正在制作绣品。

北庭故城入画 绣出古韵新意
——记吉木萨尔县民间刺绣非遗项目传承人陈惠

本报通讯员 赵浪浪 文/图

8月6日，吉木萨县戏剧邀请赛上，来自本地的民工艺术戏剧团队正在表演折子戏
选段《探窑》。 吴欣昊 摄

本报讯 通讯员叶永芳报道：进
入8 月，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番茄丰
收在望，机械化设备和订单模式，让种
植户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

8月3日，笔者走进庆阳湖乡二工
梁村的一片番茄地，大型番茄采收机
正配合着卡车来回穿梭、隆隆作响，火
红的番茄被卷进采收机，经筛选后，成
熟的果实经传送带输送到卡车里。

庆阳湖乡二工梁村村民杨永全
说：“我今年种了近 200 亩地番茄，我
们和中粮屯河吉木萨尔番茄制品有限
公司签了订单，只待机械采收完，番茄
就可以直接送到番茄酱厂，根本不愁
销路。而且他们给的价格很合理，目
前收购价格是每吨530元。对我们种
植户来说，价格相当可观，产量每亩8
吨左右。”

据了解，一台番茄采收机一天可
采收50亩左右的番茄，大大提高了采
收效率、节省了成本，还有效缓解了用
工紧缺问题。使用番茄采收机能让成
熟番茄尽快进入加工厂，避免腐坏和
霉菌滋生，一定程度上使产品的质量
得到提升。

庆阳湖乡党委书记郭刚说：“近两
年，庆阳湖乡不断调整优化种植结构，
持续加大番茄产业优势培育力度，积
极推行‘企业+基地+农户+订单’的产
业经营模式，引领番茄产业向集约化、
规模化发展，在促进种植户稳产增收
的同时，全力助推庆阳湖乡‘红色产
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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