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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廖冬云报道：火红的
辣椒地，金色的胡杨林，乡亲们的欢声
笑语……1 月 20 日—22 日，由新疆艺
术剧院话剧团创排的国家艺术传播交
流项目话剧《金色的胡杨》在昌吉州文
化馆展演。

该 剧 以 村 民 集 体 到 乡 政 府“ 上
访”，要求刘国忠连任村支书为线索，
用刘国忠生前为救助村民错过见病重
父亲最后一面、解决玉米地灌溉用水、
鼓励引导村民种植色素辣椒、修建村
幼儿园等典型事件，生动再现了刘国
忠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故事，展现了
刘国忠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胡杨精
神”。

舞台上，新疆艺术剧院话剧团 30

多名演员用饱满的情感演绎、诠释着
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刘国忠在胡杨树
下的深情独白，更是赢得台下观众的
热烈掌声，不少观众潸然泪下。

新疆艺术剧院话剧团副团长铁婷
婷告诉记者，在话剧编创过程中，话剧
团成员多次到访刘国忠的故乡——泽
普县古勒巴格乡科克墩村，他们跟着
乡亲们采辣椒、拾棉花，和他们聊家
常。“这台话剧已经演出了 70 场，话剧
艺术与维吾尔族民间乐曲的融合，为
这部话剧增色不少，不少观众对此印
象深刻。”铁婷婷说。

演出结束后，记者采访了刘国忠
的扮演者袁琛。他表示，每一次演出
前，自己都会和人物原型进行一次灵

魂的对话，这样就可以完全沉浸到这
个角色中。“我演的是老百姓最熟悉的
村党支部书记，我在表演时，语言表达
和动作设计都要十分贴近人物原型，
这样才能真实再现有血有肉的人物形
象。”袁琛说。

记者了解到，《金色的胡杨》是国
家艺术基金 2018 年度大型舞台剧资
助项目，也是 2020 年度自治区重点创
作剧目，由李龙吟、陈思青编剧，李利
宏导演。首演以来，先后获得第六届全
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圆梦奖剧目创新
奖、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
并受邀参加第六届全国原创话剧邀请
展、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全国舞台艺
术优秀剧目网络演播等。

本报讯 记者付小芳报道：1
月 20 日，由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
电视和旅游局、昌吉州少年儿童业
余体育学校主办的“丝路同源 山
海交响”昌吉州青少年学生运动员
赴闽交往交流交融活动暨昌吉州
青少年乒乓球队启动会在昌吉市
冠博体育运动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举行，该公司是昌吉州青少年乒乓
球训练基地。

据了解，此次赴闽交往交流交
融活动为期25天，从1月23日至2
月 18 日，昌吉州选派篮球队、足球
队、乒乓球队、武术队、羽毛球队 5
支队伍共计 86 名青少年学生运动
员和 14 名教练员前往福建省交流
学习。活动旨在促进闽昌两地体育
文化工作交往交流交融，提高我州
青少年学生运动员的竞技水平和
教练员的训练水平。

“此次外出交流学习的机会十
分难得，我会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努力学习技能，提高竞技水平。”参
与此次交流学习的青少年学生运
动员李冠良说。

昌吉州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
校办公室负责人赵亚锋说：“希望
昌吉州的青少年学生运动员和教
练员通过赴闽交流学习，在互学互
鉴中，学习先进的竞技技能和理
念，全面提升体育竞技水平和训练
水平，为备战2026年新疆第十五届
全运会做足准备。”

本报讯 记者王硕、通讯员洪
德华报道：1 月 20 日，吉木萨尔县
文联组织书法家协会、摄影家协
会、作家协会、戏曲协会的艺术家
走进泉子街镇开展迎新春走基层
送祝福活动。

活动现场，书法家们铺开红
纸、饱蘸浓墨，为村民写春联送祝
福。随后，回族花儿《我的家乡在
北庭》、蒙古长调《富饶的草原》、
舞蹈《张灯结彩》、诗朗诵《我热恋
的故乡》、魔术《红布变变变》等节
目轮番上演。村民们拿着艺术家
的书法作品，欣赏着文艺表演，个
个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吉木萨尔县文联主席朱忠辉
说：“今年，我们新春走基层送祝
福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一次创新，
集民间艺术、书法、美术、摄影、舞
蹈、音乐、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于
一体，满足了村民多层次的文化
需求。”

本报讯 通讯员王梦君报道：近
日，在木垒县博斯坦乡赛马场，赛马、姑
娘追、飞马拾银、刁羊等活动精彩上演。
蔚蓝的天空下，2000多名游客和群众欢
聚，共享体育竞技的魅力。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1000米速度赛
马正式开始。选手们策马扬鞭，英姿飒
爽，一匹匹骏马如同离弦的箭一样，向
前奔驰。现场马蹄声、欢呼声不绝于耳，
为观众呈现了一场“速度与激情”交织
的文化盛宴。

赛马项目既是速度的竞争，也是耐
力的比拼，更是骑手技术的展示。在
5000米比赛中，选手们挥鞭策马、呐喊
鼓劲，马蹄卷起沙尘，尽显奔腾之姿。

“我从小喜欢骑马，今天我拿到了1000
米赛马和 5000 米赛马两个项目的冠
军，特别高兴。”参赛选手艾扎孜说。

此次活动不仅有群众喜闻乐见的
赛马项目，还有让人流连忘返的姑娘
追、飞马拾银、刁羊等民俗表演。在赛场
外，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和各类特色美
食、农特产品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大家
在大饱眼福、口福的同时，也“淘”到了
优质的农特产品。

近年来，木垒县依托丰富的民俗文
化和旅游资源，不断探索“体育+旅游”

“产业+旅游”“文化+旅游”等新模式，进
一步引爆冰雪旅游市场，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我们将持续推
进特色文旅产业发展，促进马产业、骆
驼养殖产业和特色刺绣产业发展壮大，
带动农牧民增收和经济发展，让农牧民
群众成为乡村振兴的真正受益者。”博
斯坦乡党委书记陈庚说。

本报讯 通讯员刘玉洁报道：1 月
16 日，笔者在呼图壁县体育馆里，篮
球、羽毛球、乒乓球爱好者们互相切磋
球技、运动健身，一派热闹景象。

随着全民健身观念越来越深入人
心，寒冷的冬天也抵挡不住呼图壁县群
众健身的热情。大家在体育馆、健身房
里运动健身，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健康
和快乐。

居民张硕说：“现在放假了，天气也
比较寒冷，我在空余时间经常约着朋友
们来这里运动，运动可以增强抵抗力，
感觉特别好。”

家住体育馆附近的唐志花一直很
喜欢打羽毛球，如今正值冬闲，她也常
约朋友一起来体育馆打球，定期锻炼让
她增强了体质，也愉悦了心情。唐志花
说：“体育馆里环境好，玩得开心。”

在曙光步行街的一家健身房，众多
健身爱好者正在跑步机、动感单车、杠
铃、坐姿推胸等训练器材上进行着各种
体能锻炼。

健身爱好者张虎说：“我健身已经
12 年了，好处多多，可以舒缓心情，也
可以释放工作压力。”

据悉，室内健身房都有专业的健身
教练，会根据每个人减脂、塑形、增肌等
不同需求提供个性化指导训练，丰富的
健身课程和浓厚的健身氛围，吸引越来
越多的群众选择到室内健身房锻炼
身体。

健身房负责人王波说：“现在大家
的健身意识和热情越来越高了，下班时
间健身房基本都是爆满的。”

近年来，呼图壁县持续开展形式多
样的体育活动，积极引领健康生活方式，
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让全民健身成
为人民获得感和满足感的幸福源泉。

本报讯 记者王硕报道：1月21日，
由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主办、昌吉州图书馆承办的“书香致远
润天山·书韵迎春享悦读”春节系列活
动在昌吉州图书馆举行。

猜字谜、写春联、射箭祈福……当
日，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不少读者积
极参与。小朋友们在体验敦煌泥板画的
过程中，深入了解了春节习俗；在国潮
故事分享会上，孩子们通过聆听“岁和
年”的故事加深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理解。“花中四君子指的是梅兰竹菊，
这个我知道。”在猜字谜区，家长胡一帆
带着孩子将知道的字谜纸条取下并前
往兑奖区兑奖。此外，雕版印刷术手工
版画体验和时光图书馆也备受读者青
睐，大家在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讲解与教

学演示中制作手工版画、给未来的自己
写信，在趣味活动中感受浓浓的年味，
同时提升审美情趣。

据了解，1月21日至2月24日昌吉
州图书馆将联合各县市图书馆，在春节
期间以“书香致远润天山·书韵迎春享
悦读”为主题，开展新春送“福”、写春联
送祝福、新春优秀图书推荐、“看民俗展
览·学春节文化”等17项内容精彩的活
动，旨在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祥和
的浓厚节日氛围。

昌吉州图书馆文化馆党支部副书
记、馆长李秀琴表示，希望通过开展丰
富多样的春节系列活动，让读者近距离
体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开心迎新年。

州图书馆开展迎春节系列活动

书香致远润天山 书韵迎春享悦读

1月21日，书法家为群众写春联送祝福。 □本报记者 王 硕摄

国家艺术传播交流项目话剧《金色的胡杨》来昌展演

舞台上再现“胡杨精神”

1月21日，《金色的胡杨》演出剧照。 □本报记者 廖冬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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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闽交流学习

吉木萨尔县文联

开展迎新春送祝福活动

木犁、播种耧、麦穗、麦种……走进
位于奇台县半截沟镇腰站子村的小麦
博物馆，你会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时光
隧道，每件展陈物件都蕴含着关于麦子
的故事，每个场景都有一段乡愁。

“这是二牛抬杆的犁头，这是割麦
子的镰刀……”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六师奇台农场 23 连的安军，一边参
观腰站子村的小麦博物馆，一边兴致勃
勃地给妻子介绍着，“这是我小时候用
过的农具，现在都是机械化耕种，这些
老物件见不到了。”

腰站子村小麦博物馆有两层，展陈
面积 520 平方米，一楼是产品展销区，

二楼介绍小麦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小麦
的形态特征、小麦种植发展历史和屯田
历史等。展览采用生态、实物、场景、互
联网技术与现代影视声光电等手段，全
面展示小麦的历史文化、小麦的演变与
传播，以及腰站子村在小麦种植方面的
建设成果等。

“参观了这个小麦博物馆，能让后
人记住祖辈的艰辛，珍惜现在的美好生
活。”腰站子村村民王金堂说。

“小麦博物馆的初步建成，对奇台的
小麦文化及资料进行了挖掘整理保护，擦
亮了鲜明的一‘麦’相承主题乡村文化名
片，传承了古城奇台厚重的农耕文明。”腰

站子村小麦博物馆负责人韩乐说。
今年81岁的村民李宗义，曾是生产

队的劳动模范，农活样样精通。如今，他被
邀请到小麦博物馆当起了农事解说员。农
耕文明传承下来的播种智慧，经过老人的
讲解，变成了带有画面感的农耕图，让人
不由忆起一犁、一锹种小麦的情景。

“多年来，农业专家在腰站子村累
计培育了小麦品种 20 多个，小麦平均
亩产提高到现在的近600公斤，冬小麦
新品种更是创下了亩产 832.83 公斤的
高产纪录。”腰站子村村委会主任高龙
自豪地说。

“从土地中传承，在土地上创新”，

在小麦博物馆二楼台阶处，悬挂着这句
反映“腰站子精神”的标语。近年来，腰
站子村不断发展壮大特色小麦产业，全
力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描绘出一
幅全民共建共享的美丽乡村画卷，成为
昌吉回族自治州做大做强乡村旅游的
生动缩影。

腰站子村党总支书记唐培科说：
“腰站子村文化底蕴深厚。如今，以高产
优质小麦闻名，被农业农村部命名为

‘全国优质小麦之乡’。小麦博物馆的建
立，充分展示了古城奇台过去的生活、
风俗和农耕文化，再现了走向乡村振兴
之路的艰辛历程。”

小麦博物馆 一“麦”相承阅千年
□本报通讯员 白云峰

1月19日，昌吉市建国路街道尚都社区和昌吉州福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举办“剪纸窗花迎新年 非遗文化润心田”主题活动，吸引辖区20个家庭参加。在尚
都社区活动室，剪纸老师教小朋友和家长剪纸。

□本报记者 马晓芳摄

本报讯 记者杨雍报道：1 月
22日，昌吉州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人
员培训班开班。全州各县市文化综
合执法领域执法人员 50 余人参加
此次培训。

此次培训为期两天，主要围绕
文化市场服务平台的运用、行政执
法法律法规解读、案例分析、舆情
处理、案卷评查等内容进行授课。
培训旨在进一步提高昌吉州文化
旅游领域执法能力水平，推进全州
文化市场有序健康发展。

昌吉州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人员培训班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