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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文化润人心
——福建省、山西省以文化援疆助力文化润疆

本报记者 刘新新

福建省、山西省援

疆前方指挥部深入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

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将文化润疆融入对口援

疆工作全过程，聚焦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条主线，多措并举以

文化援疆助力文化润

疆，以文化人，以文润

心，培根铸魂，为推动昌

吉州高质量发展提供智

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从文艺精品展览到文化人才培训，从文化交流活动
到文旅产业发展，福建省、山西省援疆前方指挥部多角
度、多方位、多层次促进闽昌、晋疆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今年以来，山西省围绕“春雨工程”，积极开展
“晋疆文化交流一家亲2023年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志
愿服务新疆行”系列活动，举办了新疆文旅工作者能
力素质提升培训班，引进山西百余幅名家佳作，在昌
吉美术馆举办“人说山西好风光”书法绘画摄影作品
展，向群众展示山西的大美风光及其厚重的历史文
化底蕴；在山西忻州、晋中、晋城举办“晋疆行·晋昌
情”山西省对口援建地区文化旅游专题推介会，将昌
吉州丰富的文旅资源进行广泛宣传推介，积极引客
入疆。山西省持续开展文化润疆“十大行动”暨“五
个百”系列活动，山西书画名家新疆行、山西非遗精
品丝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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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列文化活
动的开展以及“晋疆两地情 天山育英才”人才培
养工程的实施，有效推进了两地文化人才的交流
交往和艺术精品创作的互鉴交融。

福建省援疆前方指挥部汇聚各方力量共同谋
划做好“三交”工作，扩大闽昌两地在文化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力促文化认同。

今年8月，由福建省援疆前方指挥部和昌吉
州融媒体中心联合开展的福建小记者赴昌吉州研
学采访交流活动，邀请福建省各地的100余名中
小学生来昌吉研学旅游，孩子们用双脚丈量祖国
的大好河山，领略新疆的风土人情，深入援疆项目
点见证父母辈的一批批援疆干部的援疆硕果。福
建省持续打响“我从天山来”文化援疆品牌，组织

110名昌吉州中小学生赴福州市、厦门市开展“我从
天山来——石榴籽·祖国行”研学活动，让同学们在
丰富多彩的研学实践活动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切
身感受伟大祖国的悠久历史和发展成就。研学活动
在交流互鉴中深化了两地青少年的情感和友谊，在
心手相牵中树立了民族团结意识，有力促进了各民
族融合交往，增进了文化认同。

今年以来，福建省还组织昌吉州各族干部到福
建开展红色历史文化交流活动；组织福建干部群众
来昌开展“福州听我说”专场巡回宣讲活动，以“宣
讲+文艺”的形式展现闽都文化，增进两地群众对彼
此的认识；多次组织两地文旅系统干部、群众互相往
来，协同开展调研考察、参观学习、人才培训等活动，
助推闽昌两地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
融，促进闽昌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更加有形有感有效。

加强文化阵地建设 筑牢文化之基

基层文化阵地建设是促进民族团
结、情感沟通和文化认同的连心工程、民
心工程。在福建省、山西省援疆前方指
挥部的支持下，文学馆、博物馆、农村书
屋、文化广场……一个个文化阵地如雨
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全州各族群众开展
文化活动有舞台、休闲有去处、看书更方
便，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

今年8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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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亮
程文学馆也成了一处热门打卡地。刘亮程
文学馆由福建省援疆前方指挥部投资200
万元于今年6月建成，馆内展陈刘亮程的文
学成就、文学研究成果和馆藏书籍、文物
等，兼有文学档案、研学、交流中心功能。
展馆为全国广大文学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创
作的平台，也为推动昌吉州文化事业繁荣
发展增添了一抹亮色。

近年来，福建省、山西省在推进文化

援疆工作中，把项目建设作为着力点，健
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丰富文化产品供
给，加大活动开展力度，发挥文化阵地

“凝聚人心、传承文化”的载体作用，夯实
各族群众文化思想基础。

福建省援疆前方指挥部累计投入援
疆资金 1200 万元，在全州建成了 12 个

“福建援疆·百姓书屋”，书屋集阅读、休
闲、交流为一体，与州、市图书馆联通实
现了“统一采编、统一检索、统一流转、通
借通还”，切实满足了我州各族群众多元
化阅读需求，成为群众的精神家园；福建
省援疆前方指挥部投入资金1.7亿元，依
托“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建设的65个乡
村文化广场，成了村民开展文体活动、科
普教育、思想宣传的文化主阵地；今年4
月，闽疆艺术家创作交流基地在吉木萨
尔县新地乡小分子村揭牌，与刘亮程文
学馆、木垒书院、国学讲堂、菜籽沟艺术

家村落串点连线，成为新疆文学体验和
文化旅游的新地标，为乡村文化振兴注
入了强劲动力。

走进阜康市博物馆，陶器、瓷器、刺
绣、木雕……600余件山西文物和民间珍
贵藏品，陈列于晋阜民间文物交流展馆。
今年3月，山西省援疆前方指挥部对晋阜
文物交流展厅进行数字化提升，借助3D
扫描，VR全景等技术，营造立体直观的展
陈效果，辅之以智能讲解指引，提高观众
的观展体验感，让观众零距离了解山西地
方文化，感受三晋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近年来，山西省援疆前方指挥部还
陆续投入资金 500 余万元，对阜康市博
物馆、图书馆、美术馆、体育馆等公共文
化场馆进行全面提升改造，不断完善软
硬件设施，推进场馆数字化、智能化建
设，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让广大群众
的文化体验感和获得感大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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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山西省坚持“输”“造”并举，“引进来”与

“走出去”相结合，持续推动晋疆、闽昌
两地文化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
融。

今年 7 月，第十一届新疆乡村艺术
节暨曲子文化节在呼图壁县举办，来自
福建、山西的非遗表演艺术团队与全疆
文艺工作者同台演出。台上，新疆曲子
戏、陕西晋剧、福建木偶戏、畲族舞蹈等
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惊艳的扮相，
华丽的唱腔，让昌吉州各族群众过足了
戏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
神命脉。福建省、山西省充分发挥文化
大省资源优势，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送
到昌吉群众身边，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传播。
每逢走进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

泉昌情·乡村少年宫，人们总会被教室里
一幅幅精美的刺绣作品、精巧的剪纸图
案和一个个满载荣誉的足球奖杯所吸
引，这些无一不在诉说着泉昌两地的深
厚情谊。

泉昌情·足球队、泉昌情·冬不拉艺
术社团、泉昌情·刺绣等10余个特色社
团成为阿什里乡中心学校的特色品牌社
团。近年来，福建援疆泉州分指挥部结
合该校基础条件积极打造闽昌文化交流
阵地，在学校原有的民族刺绣、冬不拉社
团基础上，引进福建刺绣、剪纸、书法等
非遗项目进校园，让学生们在传统艺术
的浸润中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
识，感知中华文化魅力，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深植于孩子心田。

今年以来，泉州将极具闽南音乐文
化特色的世界级非遗南音送到昌吉州，
惠及各族群众；厦门小白鹭民间舞艺术
中心深入昌吉州各县市巡回公益演出，
为我州各族群众带来了一场场视听盛
宴。

山西演艺集团“文艺轻骑兵”演出队
新编话剧《新小二黑结婚》在昌吉市、阜康
市巡演40余场；太原市晋剧研究院组织艺
术名家精心编排了10个晋剧折子戏剧目
赴昌吉市、五家渠市巡演，精彩演出送到
昌吉各族群众家门口，切实提升了我州各
族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山西艺
术职业学院与昌吉州艺术剧院还建立了
人才培训长效机制，累计为昌吉州艺术剧
院订单式培养新疆曲子、舞蹈表演青年人
才百余人，是山西文化援疆工作从“送文
化”到“种文化”的生动实践。

“送文化”“种文化”双措并举 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

共享文物资源 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近年来，世界文化遗产北庭故城的研究挖掘工
作得到了全国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学术界的广泛
关注，也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福建省、山西省援疆
前方指挥部发挥文物大省资源优势，助力北庭故城
文化遗址挖掘研究保护工作。

在今年 8 月召开的第七届新疆北庭学研讨会
上，来自全国、新疆北庭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80
余人齐聚吉木萨尔县，共同研讨北庭故城遗址保护
利用新思路，全面展示北庭学研究成果。山西省充

分发挥文物大省优势，协调云冈石窟研究院首次
参加北庭学年会，并就云冈石窟的保护传承进行
专题演讲，此次研讨会云冈石窟研究院还和北庭
研究院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双方达成共识要进一
步扩大交流合作，加强北庭故城历史文化遗产的
价值研究。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今年以
来，福建省常态化开展闽昌两地馆际交流合作项目，
积极引进“福文化·润疆行”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

海丝遗珍——“碗礁一号”沉船出水文物展、闽昌民间
文艺精品展等多个展览，通过展览实证，让文物发声，
让历史说话，充分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和发展，丰润各族群众的历史文化滋养。

近年来，昌吉州与厦门市博物馆等福建省多地博
物馆开展馆际交流合作项目15项，通过共享文物资
源，发掘和有效运用新疆各民族交往的历史事实、考古
实物、文化遗存，以史育人、以文化人，培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交融互鉴 促进“三交”走深走实

9月5日，厦门小
白鹭民间舞艺术中心
公益演出昌吉市专场
在亚心广场举行。图
为女子群舞《朝花》。
本报记者 许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