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于瑶、通讯员周静静报
道：9月19日，吉木萨尔县第六届“中国农
民丰收节”暨首届大蒜文化科普节在新地
乡小分子村开幕。

活动现场设置了大蒜产品展销区、大
蒜机械展示区、大蒜食品品尝区、特色小
吃展区等，还推出了以大蒜为主题的 20
多道美食，供群众免费品尝。通过开展以
大蒜为主题的特色农业技术成果展示、农
耕体验、乡村美食品鉴等系列活动，广泛

宣传推介吉木萨尔县大蒜产业。
现场最吸引人的是“蒜王”争霸赛。

全县大蒜种植乡镇选派的10名选手参加
比赛。选手各自精选 10 头优质大蒜参
赛，经过称重、测量等评比环节，最终评选
出“蒜王”。通过这种比赛方式，激励种植
户不断提升大蒜种植水平和质量。

“今天我获得了‘蒜王’称号，心里非
常高兴，这也是对我家种的大蒜的最好认
可。”新地乡河坝沿村村民马生龙说。

在大蒜产品展销区，吉木萨尔县泉子
街镇副镇长赵志鹏热情地向客商推介本镇
的白皮大蒜。他介绍，今年泉子街镇白皮
大蒜种植面积从去年的200亩扩大到1900
亩，占到全县种植面积的近三分之二。在
援疆资金的支持下，镇上建设了白皮大蒜
保鲜库、育种库等。同时，泉子街镇全面推
广大蒜机械化种植，大大提升了种植白皮
大蒜的经济效益，增加了蒜农收入。

吉木萨尔县是“中国白皮大蒜之乡”，
2016年3月31日，吉木萨尔白皮大蒜入选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名单。独
特的地理气候造就了吉木萨尔白皮大蒜
味醇香辣、质地紧密、大蒜素含量高、氨基
酸种类全、耐贮易运、久不变味等特点，深
受消费者喜爱。

吉木萨尔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
局）党组书记季强介绍，近年来，吉木萨尔
县相继出台扶持政策，进行大蒜异地扩
繁，改良更新品种，有效解决了大蒜品种
单一、品质退化、种源不足等问题。同时，
针对大蒜机械化种植“卡脖子”难题，吉木
萨尔县通过政策扶持、示范带动、技术服
务等一系列措施，引进先进适用的大蒜播
种、田间管理技术，并推广机械收获，促进
大蒜生产降本增效和产业良性发展。

“我们希望通过各类活动，广泛宣传
推介吉木萨尔白皮大蒜，提升吉木萨尔白
皮大蒜市场知名度、美誉度，推动小蒜头
做成大产业，拨响农民增收致富的‘金蒜
盘’。”季强说。

本报讯 记者何春泉报道：9 月 17
日，昌吉小吃街锣鼓喧天、人声鼎沸，2023
年“锦绣山西 大美新疆”山西非遗精品丝
路行暨援疆非遗展在这里举办，八方游客
共赏山西非遗文化，现场掌声、喝彩声
不断。

此次非遗展于9月17日至23日在昌
吉市、阜康市、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等地进
行展示、展演。山西非遗传承人进团场、进
社区、进军营、进景区，让新疆群众和各地
游客近距离感受山西传统文化的独特魅
力，促进晋昌两地非遗传承人互学互鉴，加
深文化交流共促、融合发展。

当日12时，伴随着高亢激越的《八音
会曲牌联奏》，2023年“锦绣山西 大美新
疆”山西非遗精品丝路行暨援疆非遗展拉
开帷幕。左权民歌《桃花红杏花白》、左权
小花戏《摘花椒》，为观众呈现出一幅充满
生机的田野劳作画面。随后，形意拳、雁
北耍孩儿、北路梆子、上党梆子、上党八音
会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逐一精
彩亮相。

吉朝阳是《八音会曲牌联奏》的表演
者之一，演出后走下舞台，他激动地说：

“我们跨越几千公里来到新疆，让新疆人
民感受到上党八音会的活力和热情。希
望山西非遗文化在新疆大放异彩，吸引更
多人了解八音会、爱上八音会。”

昌吉小吃街人来人往人气旺，有吃有
玩有文化。“真是太热闹了，传统文化氛围
浓厚。各式各样的风味小吃一应俱全，精
彩的非遗展演让我们享受到一场文明、祥
和、多彩的文化盛宴！”乌鲁木齐游客李敏
对此次活动赞不绝口。

昌吉市民练小霞从事服装设计工作，
很喜欢传统文化，她告诉记者：“非常感谢
山西艺术家不远千里来到昌吉，为我们带
来精彩的节目，演员们的精彩表演直抵人
心。地方戏剧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要

做好传承、保护与发展。”
活动现场，大同铜艺、广灵剪纸、平

遥文房刻铜、大同皮雕、大同结艺等非遗
技艺同时展出。非遗传承人边动手制作
展示独家技艺，边为现场观众讲解、进行
互动，全面展现山西非遗技艺的独特
魅力。

本次活动是山西省文化援疆“十大
行动”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
来，山西省委、省政府全力推进援疆工
作，文化援疆在全国 19 个省市中特色鲜

明，“需求定制式”文化援疆被称为“山西
模式”。文化润疆是惠民工程、育民工
程，更是人心工程，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坚持把增进文化认同、促进交往交流交
融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
手段，大力实施文化润疆，两地群众交往
交流越来越密切，感情越走越近，谱写了
晋疆两地文化交流、旅游融合发展新
局面。

此次活动由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山
西省援疆前方指挥部共同主办。

本报讯 通讯员马文静、王筱
庆报道：9 月 15 日，阜康市作家协
会开展“文化润疆·文润阜康”文学
创作培训活动，不断提升阜康市文
学爱好者文学创作水平。

培训课上，昌吉本土作家史晶
从新闻要素、新闻主题、报告文
学、朗诵讲解和分析优秀文学稿
件等方面展开培训，分享交流她
在创作散文集《从准噶尔的风中
走过》一书中的写作历程，为在场
文学爱好者答疑解惑，点燃了大
家的创作热情，引发共振共鸣。

“让我学到了更加贴近我们
生活的文学写作手法，真是干货
满满，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
和本土作家一起走进基层，在山
水之间写好阜康故事。”新疆天池
管理委员会宣教处副处长贾海
燕说。

文化如水，浸润无声。培训期
间，阜康市文学爱好者一同深入阜
康市乡村一线采风，在体验民俗风
情中激发创作灵感，用情用力讲好
新时代新疆故事。

“我们不仅要看到阜康的发展
美景，更要看到乡村的真实生活，
深挖乡村振兴素材，深入百姓中，
了解百姓事，创作出更多接地气、
冒热气的优秀作品。”阜康市作家
协会主席刘力坤说。

本报讯 通讯员王筱庆、杨全力
报道：为更好服务职工的生活和学
习，近日，国网阜康市供电公司开
展“流动书箱”送到一线班组活动，
引导职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

在国网阜康市供电公司滋泥
泉子供电所，职工开启“流动书
箱”，挑选喜欢的书本，并围绕“阅
读·提升”这一主题踊跃发言，交流
读书心得，从经典名著到小众文
学、从业务知识到实操技能……在
读书的过程中大家相互交流、互相
激励，尽情分享着读书的收获与快
乐。大家通过诵读、分享、交流等
形式，彼此聆听、相互学习，不仅丰
富了职工的文化生活，更增强了团
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据悉，该公司向 7 个供电所送
去“流动书箱”，每个书箱都有 100
余册书籍，涵盖政治、历史、经济、
文化、法律、科技、管理及安全生
产等方面。为保持书箱的流动
性、全面性、丰富性，将定期进行
轮换，使书箱的里的图书“流动”
起来，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共享，
让更多职工能够看到自己喜爱的
书籍。

目前，该公司持续开展“送文
化到基层”系列活动，为基层班组
送图书，送文化，形成“人人爱读
书，时时在读书”的良好氛围。

阜康市作家协会

开展文学创作培训活动

国网阜康市供电公司

“流动书箱”送一线班组

山西非遗文化走进昌吉“圈粉”八方客

◀演员正在表演上党梆子。
本报记者 何春泉 摄

▼大同皮雕非遗传承人李金云为
游客介绍手工制作的皮雕作品。

本报记者 何春泉 摄

吉木萨尔县举办大蒜文化科普节

9月19日，吉木萨尔县第六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暨首届大蒜文化科普节在新地乡
小分子村开幕。 本报记者 于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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