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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青年时代就痴迷收集古钱币，如今
年逾花甲依旧痴心不改，奇台县退休干部
邱德美与古钱币结缘，转眼近30年，他收
藏的3000多枚各种古钱币涵盖了春秋、战
国、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五代、北
宋、南宋、西夏、金、元、明、清等朝代或政
权。这些古钱币见证了中国悠久的钱币
铸造历史和灿烂的中华文化。

11月15日，记者来到奇台县城，见到
了邱德美。

邱德美家中陈设简单，藏书和藏品占
据了大部分空间，居室略显拥挤。他收藏
的贝币、刀币、布币、圆形方孔钱……琳琅
满目，看得人移不开眼。这些古钱币文化
符号独特，穿越时空隧道存留世间，依旧
光辉灿烂，“照”亮了静谧的馨室。

古钱无言，集者有心，每一枚古钱币
背后都有一个故事。邱德美告诉记者，工
作之余，他奔波于奇台县周边的各个古玩
市场和古玩店，寻寻觅觅，矢志不移，全身
心投入古钱币收藏中，研究古钱币承载的
历史文化。

在所有收藏的钱币中，邱德美最钟爱
新疆出土的古钱币。他向记者展示了流
通于古代于阗国的和田马钱，钱币正面是
马的形象和佉卢文，背面铭文则是汉字

“廿十四铢铜钱”，采用中原地区传统的货
币重量单位“铢”作为计值单位。

“和田马钱小钱为六铢钱，相比较之
下，大马钱比较珍贵。”邱德美用手摩挲
着一枚斑驳的货币说，和田马钱形象地记
载了当年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
证着当年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景，也见证

了中原钱币文化对古西域钱币文化的
影响。

“这枚古钱币可谓新疆铜圆的天花
板。”说话间，邱德美拿出另一枚古钱
币。记者看到，他手中的这枚古钱币正
面是汉字“咸丰元宝”，背面是满文“宝
伊”和汉字“当五百”。邱德美介绍，这枚
古钱币因其用红铜铸造，所以又称红钱，
当时在北疆能折成500枚小铜钱。

“从新疆古钱币使用的文字看，新疆
的历代钱币上分别使用过汉文、佉卢文、
龟兹文、粟特文、回鹘文、八思巴文、察合
台文、满文等多种文字。清王朝时期，新
疆古钱币上同时铸有汉文、满文、察合台
文，用实物证明新疆的历史是各民族共
同创造的历史。”邱德美说。

“新疆古钱币是历史文物，其铸造风
格主要以中式圆形方孔钱数量最多，年
代悠长，印证了新疆自古以来都是祖国
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新疆钱币是中

国钱币大家庭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的事实。”
邱德美说。

邱德美平素节俭，几乎将所有的收入
用于收藏古钱币和古玩，并在收藏、品玩中
不断学习历史文化，积累相关知识，他先后
在《文史知识》《收藏界》《新疆钱币》等刊物
上发表论文30余篇，并撰写出版《北庭钱
币研究》专著。

邱德美还用古钱币为“活教材”，利用
业余时间深入奇台县各乡镇、单位、学校宣
传新疆“四史”，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深入人心。

邱德美居陋宅，着旧衣，物质生活节
俭，而收藏品极其丰富，所带来精神上的富
足感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忙碌大半生，邱德美最大的心愿是筹
建一个古钱币博物馆，展陈收藏的3000多
枚古钱币，要以“它们”为向导，带领参观者
跨越千年历史长河，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11月15日，邱德美在家中研究古钱币。 本报记者 王薇 摄

本报讯 通讯员刘华、于雪报道：今年以
来，昌吉市以促进就业为导向，针对性开展就
业技能培训，根据市场和劳动者需求，精准开
展“菜单式”技能培训，让城乡劳动者学到真
本领，实现就业创业目标。

这几天，在昌吉市就业创业培训基地，
正在开展西式面点技能培训，指导老师为
学员们讲解了西式面点相关理论知识，指

导他们制作轻乳蛋糕。“经过一段时间的
学习，学员已经能上手操作了，制作面
包、饼干、慕斯蛋糕等。”指导老师孙冰雅
欣慰地说。

昌吉市延安北路街道友联巷社区居
民安冠锋是位家庭主妇，她说：“我是通
过业主群看到了免费培训信息，经过线
上加线下培训，让我学习到了西式面点

原材料的用法和西点的制作方法。等我拿
到西点师培训证书后，先去店里实习，以后
再开一家烘焙小店。”

这期西式面点培训班由昌吉市众学职
业技能培训学校承办，为期21天，采取“理
论+实操”的方式进行，培训内容为面包、
饼干、蛋糕等面点制作，培训班的24名学
员均为农村外出务工和城镇失业人员，由
国家给予每人2160元的培训补贴，考试合
格将颁发职业等级证书。

昌吉市众学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王
磊说：“截至目前，今年已经开办了四期西
式面点培训班，培训学员200余人，目前学
员均已实现了就业和灵活就业。”

今年，昌吉市以促进就业为导向，发挥
40 家民办培训机构作用，开展网络创业、
养老护理、电工、西式面点等创业就业技能
培训，累计培训有求职意愿、有技能需求的
外出务工人员、城镇失业人员2446 人次。
针对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不同的就业
方向特点，利用市、乡、村三级联动机制，通
过微信群、互联网、公告栏等渠道向各级劳
动者广泛宣传培训政策。技能培训采取

“理论+实操”的方式，增强实效。培训结
束后，昌吉市人社局、昌吉市技工学校和各
民办培训机构加强就业推荐和创业指导服
务，积极为学员推荐工作岗位，建立跟踪服
务机制，同时，为创业者提供政策、资金、技
术等支持，让劳动者吃上“技能饭”，端牢

“就业碗”。

12月7日，在昌吉市就业创业培训基地，老师正在点评学员制作的蛋糕。
刘华 摄

本报讯 通讯员宋华敏报道：
眼下，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以下简称“昌吉高新区”）把冬季
当作来年发展的“储备”期，在积极
招商引资大力储备项目的同时，保
持企业冬季生产经营不“降温”。

12 月 4 日，笔者走进昌吉高新
区，随处可见热火朝天的生产场
面。在位于昌吉高新区福建援疆产
业基地的新疆中瀚顶达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工人正加紧赶制来自鄯善
县的光伏支架订单。该公司 2022
年 6 月落户昌吉高新区，是专业生
产太阳能光伏支架、光伏支架连接
件及各种主梁、斜梁、斜撑、前后立
柱打孔焊接等产品的企业，致力于
打造新疆太阳能光伏支架大型生产
基地。公司自今年7月开始批量生
产，目前已经累计生产15万吨光伏
支架，产值近6000万元。

新疆中翰顶达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许佳斌说：“我们使
用的原材料为锌铝镁，锌铝镁在海
洋、沙漠和其他强腐蚀的环境中表
现出色，能够有效抵抗氧化和腐
蚀，其拉伸和去腐强度均优于传统
铝合金，具有较高的冲击韧性和抗
疲劳强度。”

在昌吉高新区的昌吉市建正
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
人们正忙着赶制各种型号的扫雪机
和推雪板。该公司从 2015 年建厂
生产清雪设备，经过近十年的不断
总结和创新，公司生产的扫雪机和
推雪板销售到阿勒泰、博乐、伊犁等
地，深受用户信赖。

昌吉市建正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长莫正法说：“我们的产品每年
都在更新，今年有很多产品出口哈
萨克斯坦或销往国内其他省市。9
月至今销售额达到 600 万元左右，
利润大概在100多万元。”

今年，昌吉高新区通过项目建
设、企业转型升级等，实现优势互
补，大力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1—
10月，园区85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完成工业总产值75.71亿元。

本报讯 通讯员马文静、李娟
报道：今年，阜康市加大民生项目建
设力度，投入3.5亿元新建高标准供
水水厂项目，让 3 万多户居民的生
活用水需求得到保障。

近日，在阜康市一水厂，施工人
员正在对新入驻的设备进行安装和
调试。新建一水厂供应准东片区居
民生活用水及绿化用水，并向阜康
市城区博峰路以北居民供应生活
用水。

阜康市正源供排水有限公司董
事长董晓曦介绍：“目前已达到安全
稳定供水条件，现已向博峰路以北
用户进行供水，供水户达3万余户，
日供水能力达到2.6万立方米。”

据了解，在阜康市实施的供水
能力提升建设项目中，应用了先进
的膜处理净水工艺，该净水工艺区
别于以前絮凝、沉淀、过滤、消毒的
常规处理工艺，为絮凝平流沉淀+
浸没式超滤工艺，可达到直饮水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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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德美和古钱币的半生缘
本报记者 王薇 通讯员 谢怀鹏

昌吉市以促进就业为导向针对性开展培训

技能培训“长本领”群众就业“底气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