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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纷飞的冬天，古代文人常
常会做许多浪漫的事，他们观雪饮
酒、踏雪寻梅、煮雪烹茶……既优
雅又有趣。

明人张岱曾在下雪天到西湖
湖心亭赏雪，他在《湖心亭看雪》中
写道：“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
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
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到亭
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
炉正沸。”崇祯五年十二月的一个
晚上，住在西湖边的张岱逸兴大
发，划着小船前往湖心亭看雪，到
了湖心亭后发现已有两人在围炉
煮酒。这两人看到他后非常高兴，
颇有幸逢知己之乐。

其实早在宋代，赏雪玩雪就已
经成为市井流行的冬季户外活动。
吴自牧《梦粱录》载：“考之此月，虽
无节序，而豪贵之家，如天降瑞雪，
则开筵饮宴，壕雪狮，堆雪山，以会
亲朋，浅斟低唱，倚玉偎香。或乘骑
出湖边，看湖山雪景，瑶林琼树，翠
峰似玉，画亦不如。”南宋时期，临
安（现杭州）下雪时，人们除了在家
中筵邀朋友外，还爱到西湖玩雪
船。周密《武林旧事》载：“禁中赏
雪，多御明远楼，后苑进大小雪狮
子，并以金铃彩缕为饰，且作雪花、
雪灯、雪山之类，及滴酥为花及诸
事件，并以金盆盛进，以供赏玩。”
人们所塑雪狮子，用金铃彩缕作装
饰，极其讲究。

雪天，“踏雪寻梅”亦是古人喜
欢的风雅活动。唐代诗人孟浩然经
常冒雪骑驴寻梅，曰：“吾诗思在灞
桥风雪中驴背上。”冬天梅花怒放，
诗人诗兴大发，于是骑驴冒雪出
行，一边寻梅吟诗，一边呼唤书童
引路，二人走到深山老林里，赏梅
花、喝茶、弹琴。

爱梅爱得如痴如醉的北宋诗
人林和靖，终生不仕不娶，隐居于
西湖中的孤山，种梅养鹤，成语“梅
妻鹤子”由此而来。他有一座小庄
园，种植了不少梅树。每年冬天梅
花怒放时，清香弥漫，他便从早到
晚流连在梅树之间，饮酒、作诗，怡
然自得。他在《山园小梅二首》中写
道：“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
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
月黄昏。”

雪为煮茶的上品之水，煮雪烹
茶一直是古人的风雅之举。唐代诗
人白居易烹茶最爱用雪水，他曾写
道：“吟咏霜毛句，闲尝雪水茶。城
中展眉处，只是有元家。”宋代诗人
陆游亦有《雪后煎茶》：“雪液清甘
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一毫无
复关心事，不枉人间住百年。”明代
高濂在《扫雪烹茶玩画》中说：“茶
以雪烹，味更清冽，所为半天河水
是也。不受尘垢，幽人啜此，足以破
寒。”掬一捧无瑕白雪倾入釜甑，万
籁俱寂中听水沸，闻缕缕茶香冲淡
浮尘，恍觉时间静止。

在《红楼梦》中，妙玉招待黛玉
与宝钗喝“体己茶”，黛玉问：“这也
是雨水煮出来的？”妙玉说：“这是五
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
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
瓮一瓮，总舍不得吃……隔年蠲的
雨水哪有这样轻浮，如何吃得？”把
梅花上的雪收集封存起来，藏在地
下，用这样的雪煮茶喝，不仅令人清
心悦神，还有淡淡的花香味儿。

来源：学习强国

本报讯 通讯员仵佳闯报道：近
日，第十届全国大众冰雪季系列赛事暨
玛纳斯县社区冰雪运动会“国球进社
区”乒乓球团体赛在玛纳斯县中华碧玉
园文体中心火热开赛。

比赛现场，选手们个个斗志昂扬，
不断变化着战术和打法，或快手抢攻，
或稳削防守，或反手强攻，或大板扣杀，
精湛高超的技艺和灵活机动的战术，呈
现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瞬间，紧张激烈
的比赛氛围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参赛选手于粮说：“能和全县爱好乒
乓球的球友们以球会友，相互交流，特别
开心，同时身体也能得到锻炼，我觉得这
样的活动开展得特别好，很有意义。”

据了解，本次比赛共有来自玛纳斯
县各乡镇场 81 个行政村、11 个社区共
72 支代表队参加，赛事持续两天，旨在
进一步推动乒乓球运动的普及与发展，
为全县体育运动爱好者搭建交流切磋
的平台，营造良好的全民健身氛围。

玛纳斯县
乒乓球赛火热开赛 本报讯 记者刘思思报道：1 月 5

日，昌吉州邮政分公司《甲辰年》特种邮
票首发仪式举行。

据报道，此次发行的《甲辰年》特种
邮票一套两枚。邮票图案名称分别为天
龙行健、辰龙献瑞。全套邮票面值为240
元。邮票计划发行数量为2998万套，版
式二180万版，小本票450万本。

在十二生肖中，龙是神兽，象征尊
贵和力量，在民间寓意吉祥好运。邮票
一套两枚，图案汲取中国历代经典龙形
象中的文化基因，结合生肖文化特征和
邮票艺术特点，用平面装饰的设计语言
诠释出新的时代、新的历史时期的龙形
象。邮票一名为“天龙行健”，展现了一
条昂首奋发的金龙，象征蓬勃向上、自
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其形象和姿态源自
故宫九龙壁，灵动宛转而不失敦厚威
严。金龙身旁饰以寓意吉祥的火焰和祥
云纹样并衬以中国红背景，展现出吉庆
祥和、纳福迎祥的美好图景；邮票二名
为“辰龙献瑞”，邮票图案源于中国传统
吉祥纹样“祥龙拱璧”。画面整体与邮票

外形呈现出“天圆地方”的格局，和谐而
庄重。中央玉璧有“祥瑞”二字合文，寓
意祥和圆满、福瑞安康。上方的如意纹
样传递出和顺致祥之意，下方的水纹、
云纹与龙形象共同展现了龙腾四海的
宏阔景象，表达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的美好愿望。两枚邮票以红、金、黑经典
三色为主，体现出了大气、贵气、瑞气和
喜气，一动一静、相得益彰。该套邮票由
王虎鸣设计，北京邮票厂有限公司采用
胶雕套印工艺印制。在当日的首发仪式
上，共销售生肖册、邮票金、纪念封等各
类邮品共计 2.6 万元。昌吉州七个县市
同步开展首发活动。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昌吉州分公
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于学慧说：“此次首
发仪式，让大家加深对民俗文化的了解，
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弘扬和发
展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努力构建和谐
社会、提升全民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赋
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内容，以邮票
这种‘国家名片’的形式传承下去，表达了
中华儿女对祖国的美好祝愿。”

古代文人的

雪中雅趣

邱金国的屯垦文化展览馆
□本报通讯员 刘莉 安涛 何龙

在兵团第六师奇台农场，有一处由
私人庭院改建而成的展览馆——四十
里腰站屯垦文化展览馆，里面展出的藏
品大大小小共 2000 多件，有团场职工
使用过的各类旧式农具、“三转一响”等
生活用品，也有65式军装、手榴弹箱以
及抗美援朝时期的美式油桶。

这所宅院的主人邱金国是奇台中
等职业技术学校的一名退休教师，2021
年，他将自家的宅院改建成了展厅，并
将房屋的东、西、北三面的空地进行修
整搭建，最终建成了四十里腰站屯垦文
化展览馆。“身为兵团人的后代，建这个
馆的初衷就是为了传承兵团文化、兵团
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我们现在生活无
忧，那是建立在老一辈人艰苦奋斗的基
础之上的，这些老物件儿就是历史的见
证。”邱金国说。

邱金国是一名收藏爱好者，他的第
一件藏品是一辆边三轮摩托车，这辆摩
托车是奇台农场四十里腰站派出所成
立后的第一批警用三轮车。四十里腰站
是奇台农场旧时的名称，在清代称四十
里铺，光绪十五年（1889 年），奇台县治
由靖宁城迁驻古城后，称四十里腰站，
相传早在嘉庆年间，奇台县典吏在此建
房3间，开设茶房、饭馆，这里便成为能
够为过往行人提供食宿的驿站。1958年
后，以此为基础进行垦荒建设。在布置
展馆的过程中，邱金国将不同年代里最
具代表性的物件进行分类陈列，划分为
历史沿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屯垦历史、农耕文化、峥嵘岁月、红色记
忆六个板块。

在“农耕文化”展区，停放着一辆带
草围圈的毛驴车，这是邱金国父亲曾经
使用过的。邱金国介绍，这辆毛驴车已
经有些年头了，他的父亲那时候是赶毛
驴车的，后来当过生产队的队长，这辆
毛驴车一直使用到生产队解散以后。那
时候到了冬天，他的父亲就赶着毛驴车
去煤矿拉煤，一趟要走150公里，来回差
不多需要十天半个月的时间。出于对父
亲的怀念，邱金国将这辆毛驴车保存至
今。

红色记忆展厅的墙上张贴着一版
1958 年的《人民日报》，上面登载的是

《库尔班大叔见到毛主席》的图片和一
篇新闻报道，这本是当地一名维吾尔族
老大爷珍藏多年的，邱金国多次说服，
老大爷才同意转让给他，放在展厅里可
以让更多的人观看，这样更有意义。

展馆开放后，很多人慕名而来，有
的家长带着孩子来参观学习，而对于那
些上了年纪的游客来说，这里带给他们
的是无尽的回忆和深深的感触。奇台农
场退休职工白生连指着一件藏蓝色毛
领的皮大衣说：“这件大衣是我当年穿
过的，我那时候在生产队开拖拉机，这
是给我们所有拖拉机手冬天发的福利，
穿上它身上暖和，心里更别提多高兴
了。现在退休了，一个月拿着5000多块
的退休金，要感谢党的政策好啊，让我
们老有所养。”

如果说，二十多年前，在邱金国收
藏那辆“退役”的边三轮车时还只是源
于爱好，那么现在，修建展览馆，专注于

兵团精神的传承和屯垦文化的传播，已
然成为了邱金国根植于心底的浓浓情
怀。问起今后的打算，邱金国说：“我还

在继续寻找、收藏，在有能力的情况下，
我希望可以再把展馆扩建一下，展出更
多珍贵的老物件。”

屯垦文化展览馆一角。 □安涛摄

昌吉州邮政分公司
《甲辰年》特种邮票首发仪式举行

集邮爱好者购买《甲辰年》生肖邮票。
□本报记者 刘思思摄

近日，昌吉市建国路街道晶彩城社区组织开展“放歌魅力晶彩 唱响红色情怀”红歌大赛。参赛选手用歌声讴歌伟大祖国，抒发着爱党爱国情怀，激昂的旋律深深
感染着现场每位观众。 □本报记者 米桃乐摄

本报讯 记者王硕报道：1月8日，
昌吉州公安系统举办“牢记嘱托心向
党 警旗飞扬护平安”庆祝第四个中国
人民警察节主题文艺活动。

活动中，来自昌吉州公安局机关、
准噶尔公安局、各县市公安局和准东公
安分局的民、辅警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台
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昌吉市公安局编
排的反诈题材小品《邪不压正》以幽默
诙谐的方式将反诈宣传搬上舞台，在轻
松愉快的氛围中教育引导群众增强识
骗防骗能力；吉木萨尔县公安局带来的
音诗画舞《信仰》以 3 个不同时空的人
物对话的形式，展现了公安民警的英
勇。

呼图壁县公安局表演的情景剧《团
圆》让台下观众泪流满面，感动不已。

“情景剧是由我们侦办的真实案件改编
的。”呼图壁县公安局民警杨晨告诉记
者，2021 年 1 月，呼图壁县公安局接到
了一对四川籍夫妇的求助，希望民警能
够帮助他们找到失散10年的女儿。接到
报警后，民警辗转3000多公里，努力寻
找了 3 个多月，最终在贵州省帮助一家
三口团圆。“他们一家人相认时喜极而
泣的场景，让我至今难忘。那一刻，我明
白了当警察的意义，也让我坚定了一生
从警的决心。”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杨晨
热泪盈眶。

从警16年，昌吉州公安局情报支队
副支队长王召亮帮助2000余名走失人
员核实身份，其中有500余人成功与家
人团圆，他的胸前挂满了军功章；1996
年，昌吉市公安局三工派出所辅警严文
斌因公负伤，从外勤调整到内勤，他始
终坚守岗位、默默奉献；2023年全疆“最
美基层民警”王艳红以巾帼不让须眉的
魄力，扎根一线，获得辖区群众的一致
称赞。活动中，我州公安系统功模代表
上台畅谈了从警的感受和坚守岗位的
初心。15位老同志被授予“从警三十年”
荣誉纪念章，并为15位新警授衔。

我州公安系统

举办庆祝警察节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