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要闻
2023年8月22日 星期二 编辑：杜星星 版式：任宝红

本报讯 记者何龙、通讯员
冯晓阳报道：8 月 14 日，吉木萨尔
县老台乡民政办、乡社工站、乡卫
生院组织 20 位老人在老湖村互助
幸福院开展“快乐养生共享健康”
老年人健康小组活动，旨在帮助
老年人正确认识常见病，掌握疾
病预防知识，更好地保持身体健
康，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也让老年
人结交朋友、互相支持，更好地践
行健康生活理念。

活动中，乡民政办、乡社工站工
作人员带领老人们学习健康养生知
识、做保健操，给他们讲解穴位按摩
的保健功效。乡卫生院工作人员还
为老人测量血压，向血压偏高的老
人提出科学饮食建议，提醒他们要
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多进行锻炼。

本报讯 通讯员梁宏涛、马玉
娇、于雪报道：乡村振兴，产业兴旺
是关键。今年，昌吉市实施了首个
连片石墨烯大棚建设项目，助力农
业发展、农民增收。目前，该项目建
设进展迅速，预计今年冬天可投入
使用。

这两天，昌吉市榆树沟镇四畦
村石墨烯温室大棚及附属设施建设
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正
在抓紧进行墙面抹灰和外墙安装工
作。石墨烯大棚高度达 6 米，实际
栽培面积是普通温室面积的3倍至
5倍以上。

昌吉市榆树沟镇四畦村温室大
棚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负责人谢永
东告诉笔者：“这个项目从今年4月
8 日进场施工，预计 10 月 20 日竣
工。目前已经完成了总工程量的
70%左右。大棚主体已经完成，现
正在进行墙面抹灰、外墙安装等配
套设施施工。我们在抢抓工期的基
础上，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争取在9
月底验收，今年冬季投入使用。”

石 墨 烯 大 棚 是 一 种 新 型 温
室，它采用石墨烯材料作为主要
结构，具有高效、节能、环保等优
点，发展前景良好。

自从得知村里有了这么好的
项目，四畦村种植户叶建国每天都
要去项目工地看一看，他认为，石
墨烯大棚一旦建成，一定会将“冬
闲”变“冬忙”，拓宽村民致富增收
新渠道。叶建国说：“石墨烯大棚
建好以后，我计划承包 1 个至 2 个
大棚，种植蔬菜、育苗，增加经济收
入。”

据了解，昌吉市榆树沟镇四畦
村石墨烯温室大棚及附属设施建设
项目将建设石墨烯大棚15座，面积
8100平方米，总投资达1000万元。

榆树沟镇项目办干事克山江
说：“石墨烯温室大棚投入使用后将
进一步优化我镇农业产业布局。我
们将采取村集体资金入股+村民入
股模式，按照集体和群众入股比例
进行分红，着力提升产业效益，助推
村级经济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昌吉市

石墨烯为乡村振兴

注入新“烯”望

一场场文化活动遍地开花，一项项体
育赛事捷报频传，文旅融合方兴未艾，文
物保护落地见效……今年以来，昌吉州扎
实推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以文润心，以
文聚力，以文兴业，为全力建设中国式现
代化新疆实践的典范地州提供强大的精
神力量。

文化活动火爆出圈

8 月 11 日，新疆作家刘亮程的长篇
小说《本巴》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
这也是新疆作家首次获得这一中国文学
最高奖项。他进行文学创作的定居地
——木垒县英格堡乡菜籽沟村这个名不
见经传的小山村也走入了大众视野。在
接受当地媒体记者采访时，刘亮程坦言，
菜籽沟村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不竭的
素材与灵感，是这片乡土成就了他和他
的作品。

昌吉这片土地从来不缺乏文艺创作
的资源，木垒县着力打造的菜籽沟艺术
家村落，凭借美丽风光、淳朴民风、乡土
气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创作灵感。两个月前，刘亮程文学馆
在木垒县英格堡乡菜籽沟村开馆；一个
月前，第三届丝绸之路木垒菜籽沟乡村
文学艺术奖颁奖仪式在木垒书院举行，
同时间段举办的还有文化润疆与新时代
现实主义创作暨本土作家李健小说集

《脐血之地》研讨会。一场场文学艺术名
家相聚的高水平文学活动使这座小山村
大放异彩，激活了小山村的文化动能。

在文学活动火爆出圈的同时，昌吉州
的文艺精品力作迭出。新疆曲子戏《天山
兄弟情》在全疆演出12场次，音乐剧《天
山·誓言》、交响合唱《冰山上的随想》、小
品《马大拿的幸福生活》、舞蹈《幸福的尕
日子》等一批反映群众生产生活、展现时
代精神的作品广受群众欢迎。

今年仲夏，昌吉州文物保护研究工
作同样如火如荼。8月初，第七届新疆北
庭学研讨会在吉木萨尔县举行，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暨第一届奇台历史文
化学术交流座谈会在奇台县举行，两场
活动集聚国内考古文博机构、科研院所
专家，专家们研讨阐释北庭故城、唐朝墩

古城遗址等历史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时
代意义，深入推进昌吉州以及新疆历史文
化遗址保护开发和考古挖掘工作，力求通
过“物”“史”互证，构筑中华民族发展史的
文物谱系，展现历代各民族间交流融合千
丝万缕的联系。

文艺演出争芳斗艳

今年，昌吉州文化体育旅游活动同频
共振、全面开花，群众性文体活动蓬勃发
展，大大提升了各族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
福感。

7月30日，第十一届新疆乡村艺术节暨
曲子文化节在呼图壁县吉祥广场举办，吸
引了昌吉周边地区以及福建省、陕西省等
地的戏曲团队前来参加。昌吉州当地艺术
院团带来的古装折子戏《梳妆》、新疆曲子
戏唱《新征程路上一声吼》，陕西省、福建省
两地的文化艺术场馆表演的古装戏《刺目
劝学》、木偶表演《偶苑缤纷》等优秀戏曲节
目，让各族群众不仅欣赏了新疆曲子戏的
艺术魅力，也近距离感受到了国内其他省
份传统戏曲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场疆内外
戏曲团队曲艺切磋、友好交流的非遗戏曲
盛宴，让我州各族戏曲爱好者大饱眼福。

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小土古里村村民
窦永虎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疆
曲子戏传承人，他高兴地表示，自己的戏
曲团队每年都要演出十几场。来自州上
的艺术团队不仅送文化，还开展培训，让
更多群众成为文艺人。现在县上的文化
活动越来越多，不仅有本土艺术团队参
与，还邀请其他地区的艺术团队来表演，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族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越来越丰富。

体育赛事如火如荼

体育赛事全城热动。刚结束的自治区
第十四届运动会，昌吉州代表团揽获170多
枚奖牌，位列全疆奖牌榜第五位。昌吉州
2023 年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昌吉市
2023年文化体育嘉年华活动持续一整月，
2023年全国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暨第十
一届亚洲青少年武术锦标赛落地阜康市。
昌吉州老年人健身交流活动、玛纳斯国家
湿地公园半程马拉松、木垒县2023年全疆
传统赛马活动等一系列体育赛事活动接连
不断。

今年，昌吉博物馆、州美术馆开馆，全
州各级各类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全州
文化系统定期开展文化下基层活动，累计

开展各类文化惠民活动上千次，通过文
艺演出、专题讲座、文艺培训、阅读推广
等多种形式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让广大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公共文化服务。

文化旅游齐头并进

今年3月以来，州文旅局积极赴疆内
外客源地开展文化旅游营销推广活动25
场次，吸引游客畅游昌吉。上半年，全州
接待游客 1886.2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18.37亿元，同比增长73.3%。接待游客
人次位居全疆第四，约占全疆总客流六
分之一。

昌吉州党委十二届六次全会提出要
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构建山水联动、文旅
融合、景城一体的全域旅游新格局。

我州认真贯彻落实2023年自治区旅
游发展大会和州党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
神，紧紧围绕全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
疆实践的典范地州目标，高位谋划文旅
发展规划，落实《关于促进昌吉州全域旅
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出台《昌吉
州文旅融合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
2025年）》《自治州推进文化旅游融合高
质量发展的奖补支持办法》等系列文件
以及支持政策，助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
展。

昌吉州围绕建设“文化和旅游强州打
造全疆最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战略定
位，加强旅游资源整合和统筹谋划，重点
抓好文化和旅游质量提升、项目开发、业
态创新、产品服务供给、品牌打造等，持续
开展多项文化、体育、旅游活动，做足全
域、全季、全业态旅游文章。

现如今，天山北麓葡萄酒风情街、昌
吉小吃街、奇台古城商业街等一批特色
文旅街的知名度、美誉度有力提升，天山
天池冰雪风情节、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菊花节、吉木萨尔天山马
拉松等节庆文旅活动全疆知名，百里丹
霞风景道、天山1号风景道成为热门网红
公路，木垒县、吉木萨尔县、阜康市创建
为自治区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今后，昌吉州将持续推进文化旅游
重点项目建设，完善优化旅游基础设施，
培育旅游新业态，巩固“引客入昌”常态
机制，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深入挖掘景区
景点人文自然资源，突出景区特点，提升
核心景区竞争力和吸引力，以文促旅，以
旅彰文，推进昌吉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
展。

8月15日是我国第一个全国生
态日，当日，呼图壁县委宣传部、发
改委、自然资源局等17家单位在世
纪园小广场开展“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
广大群众的生态环保意识。

吾拉恩·巴合提努尔 摄

吉木萨尔县老台乡

开展老年人健康小

组活动

文艺火 体育兴 旅游旺 群众乐
——昌吉州文化事业发展年中观察

本报记者 刘新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