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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硕报道：1月19日，
“奔跑吧·少年”202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青少年速度滑冰锦标赛在克拉玛依
市独山子城市公园开赛，经过两天激烈
角逐，昌吉州代表队发挥出色，夺得5金
4银5铜，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

比赛中，选手之间的竞争激烈而精
彩。速度滑冰考验的是运动员的技巧和
意志，在内圈，选手们奋力加速，力求在
弯道处超越对手；在外圈，选手们稳住
身形，等待时机反击。每当选手滑出完
美的弧线，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一浪高
过一浪，而当选手们失误摔倒，观众为
之惋惜的同时也为他们的勇敢拼搏送
上掌声。在这场速度与激情的比拼中，
每一位选手都在为荣誉而战。

昌吉州代表队领队张玉柱说：“此
次赛事不仅是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较量，
更是青少年展示自我、交流技艺的平
台。同时，激发了广大青少年参与冰雪
运动的热情，为新疆冰雪运动的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

本报讯 通讯员赵善宾、曹婷婷报
道：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工作，丰富各
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1月24日，昌吉州
文化馆2024年“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
家”玛纳斯县文化专场文艺演出走进玛
纳斯县玛纳斯镇御景苑社区，为群众送
上一份文化大餐。

演出在舞蹈《唱支山歌给党听》中拉
开序幕，单簧管独奏《走过咖啡屋》、哈萨
克族舞蹈《越来越好》《欢乐》、少儿歌曲

《喊老腔》、小合唱《天山放歌》等节目轮
番上演，演出人员以饱满的热情和精彩
的表演，展现了新时代的新风貌、新气
象、新活力，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有的
在热烈鼓掌，有的举着手机记录，与家人
朋友分享演出的精彩片段。

下一步，昌吉州文化馆将持续搭建
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平台，让各族
群众唱起来、动起来，助力文化润疆和乡
村振兴，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杨婷、哈力达报
道：1月23日，吉木萨尔县文联赴老台乡
开展“文艺进万家”活动，为老台乡的各
族干部群众送上春联、剪纸。

长桌铺开，来自吉木萨尔县书法协
会的老师们挽起袖子，铺纸，沾墨，在鲜
红的对联纸上写下“龙年大吉千家喜，
春色满园万象新”“龙腾虎跃闹新春，人
寿年丰谢党恩”，一副副承载新年祝福
的春联呈现在老台乡老湖村群众面前。
另一边，剪纸艺术家现场为大家剪“福”
字，领到春联、剪纸的居民喜笑颜开。

此次活动旨在倡导文明过年的理
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更多的
居民感受到新年的温暖和快乐。

老台乡党委委员海斯来提说：“下一
步，我们将继续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活
动，依托老台乡社火团队的资源优势，充
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作用，继承
和发展社火传统文化，创新社火表演方
式，广泛听取群众呼声，实现从‘送文化’
到‘种文化’的迭代升级。”

“樊师傅，啥时候去我们村做流水
席？你做的糖洋芋太好吃了。”在木垒
县英格堡乡菜籽沟村，66 岁的樊元成
是远近闻名的“乡村厨王”。作为昌吉
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汉族民
间流水席”项目传承人，十里八乡婚丧
嫁娶、老人做寿、孩子满月、乔迁新居、
子女升学，家家户户的大事上，都少不
了樊元成的身影。

上世纪八十年代，樊元成拜师村里
的乡村大厨学习做菜，“村里的农田都
是陡坡上的旱田，种地都靠老天赏饭
吃，遇到旱灾，几乎颗粒无收。为了能吃
饱饭，就跟着师傅做帮厨。”

翻看他的菜单，密密麻麻手写了40
多道菜，既有当地传统的老四碗：羊肉
条子、猪肉条子、红烧丸子、糖洋芋，也
有大家熟知的夹沙、里脊、糖醋排骨等。

“一般客户就从这个菜单上选14—16道
菜，主家自备原料，我们提供免费桌椅
餐具和加工服务，每桌收费100元。”樊
元成说。

每年腊月起，游子归家，宴请增多，
樊元成迎来了最忙的时候。

1 月 9 日，樊元成准备出发去 20 公
里外的村子做席，他的小货车被各种锅
碗瓢盆塞得满满当当。“今天是个婚宴，
订了 50 桌。”樊元成说，五六十桌流水

席，至少需要5个人配合，他是当仁不让
的大厨，剩下的帮厨就从村里招募。

从事乡厨30余年，樊元成见证了乡
亲们生活的变化，“以前，一桌只要五毛
钱，菜也很简单，就是老四碗加上豆腐
白菜。如今，大家生活好了，要求越来越
高，需要不停地推出新菜。”

流水席烧得好不好、怎么评价也有
标准：至少 70%的菜得进了客人的肚
子，东家和烧菜的师傅才高兴。“菜要换
着花样烧，要是大家不喜欢吃，剩的多，
那就得赶紧换菜单。”樊元成说，流水席
实惠又好吃，如今，他做的流水席在乡
亲们当中依然有着好口碑。

在英格堡乡文化体育广播电视旅
游服务中心主任李发惠看来，乡里风味
的流水席价格亲民、氛围热闹，充满乡
土情怀——这是乡村流水席生生不息
传承至今的重要原因。

这些年，樊元成陆续收了十多名
徒弟，他们大多在县城的餐厅或者酒
店从事餐饮行业。县里也陆续组织了
多届厨王争霸赛，搭建平台，让大家交
流学习。“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
到非遗传承的队伍里，我特别开心，希
望能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传统饮食文
化 ，把 家 乡 的 味 道 长 长 久 久 地 传 下
去。”樊元成说。

本报讯 记者王硕报道：近日，文化
和旅游部公布了第七次全国县级以上公
共图书馆评估定级上等级馆名单，昌吉
州图书馆榜上有名，获评一级图书馆。

据了解，全疆共有96个公共图书馆
被评为上等级馆，其中，有24个一级图书
馆、20个二级图书馆、52个三级图书馆。

这次评估定级工作旨在推动全国
公共图书馆基础建设，着力提升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全
面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走高质量发展
之路，更好满足全国各族群众的精神文

化需求。评定工作 2022 年 5 月底启动，
2023年12月底完成定级。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疆共有
110 个公共图书馆，其中自治区级馆 1
个、地市级馆 14 个、县级馆 95 个。本次
评估定级结果与2018年公布的第六次
评估定级结果相比，新疆的上等级馆以
及一级图书馆、二级图书馆数量均有增
长，其中一级图书馆增幅最大，达33%。

昌吉州图书馆位于昌吉市南公园
西路129号，总面积8860平方米，独立3
层建筑，长期开放少儿室、成人外借室、

报刊阅览室3个科室，预约开放盲文室、
地方文献室2个科室，内设讲习所（报告
厅）、学习堂、读者活动室、党建活动室4
个读者服务空间。拥有电子书借阅机 2
台，朗读亭1台，听书仓2台。

昌吉州图书馆目前有文献总藏量
68 万册，已编目流通藏量 35.6 万册，年
均新增图书 2 万余册，新增报刊 500 余
种。业务涵盖图书、文献、报刊等资料采
编与储藏，图书资料借阅，文献数字化
处理，古籍保护，图书馆学研究等多个
方面，每年开展各类阅读推广活动800

余场次。
如今，昌吉州图书馆已发展成为集

知识教育、活动培训、休闲娱乐于一体
的综合性窗口单位，可满足昌吉州城镇
居民各类读者学习阅读等各类文化需
求。昌吉州图书馆党支部副书记、馆长
李秀琴表示，昌吉州图书馆将充分利用
此次评估定级契机，持续推动“书香昌
吉”建设，营造“多读书、读好书、好读
书”的良好社会氛围，努力丰富全州人
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让阅读成为人们重
要的生活方式。

该书从古人日常生活中的 54
个细节着手，探究了中国人 3000
年来的生活习惯、文化观念和民俗
变化。通过这些生活变迁的细节，
可以看到无论是物质基础还是精
神文明，中国人一直走在不断探寻
新境界的路上，广大劳动人民用中
国人独有的生活智慧解决日常生
计问题。

日子虽然琐碎，但其根脉深
长，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百姓生
活，缔造了中华延绵几千年的历
史，也涂画了中国人的人文底色。

来源：学习强国

昌吉州“文润庭州 光影迎春”惠民公益电影展映活动开映
本报讯 记者荷苒·马汗、米桃乐

报道：1月29日一大早，昌吉市庭州影院
的检票处就排起了长龙，上百名各族群
众受邀前来，免费观看集新疆各地风光
和民族风情于一体的音乐歌舞电影《歌
声的翅膀》。这是由昌吉州党委宣传部、
昌吉州总工会主办，昌吉州融媒体中
心、昌吉市委宣传部协办的“文润庭州
光影迎春”惠民公益电影展映活动的首
场放映。

电影放映前，昌吉州党委宣传部干
部、宣讲员金艺萱带领观众观看了《印
象昌吉》《庭州千里江山图》两部精美的
昌吉州形象宣传片，并结合宣传片和即
将观看的电影内容，向大家宣讲昌吉州
的发展变化。

昌吉市民蒲燕说：“作为一名‘70
后’，我见证了昌吉几十年来的发展变
化。记得小时候，延安路上只有1路公交

车，电影院的设备也非常简陋。如今，我
们在现代化影院观看优秀的国产影片，
我们居住的城市也变得越来越美丽，这
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离不开祖国的大
发展，更离不开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付
出。”

今年 76 岁的王彩英和老伴儿一起
前来观影。在学校后勤部门工作至退休
的她看着电影中年轻人勇敢追求梦想
的场景，不禁眼眶湿润。王彩英说：“20
世纪80年代，学生的学习条件很艰苦，
居住、饮食水平不高，我们的工资也低。
仅仅过了几十年，我们的生活就有了很
大的变化。现在的孩子能在环境优美的
校园里学习，还能通过互联网和电子设
备学习。我现在每个月能领到 3000 多
元的退休金，生活真幸福。”

当日下午，昌吉州、市各学校的上
百名教师、学生和学生家长也受邀前来

观影，一同观看了讲述我国尖端新式战
斗机试飞工作的影片《长空之王》。

昌吉市第二中学教师李红说：“在
寒假里能和学生一起观看爱国主义题
材影片，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要把爱
国主义教育融入课堂教学，为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出应有贡
献。”

昌吉州电影发行放映总站站长孙
伟介绍，此次惠民公益电影展映活动从
1月29日至2月2日，每天展映两场次，
邀请居民、教师、志愿者、医务工作者、
公安干警、社区干部、网格员、村干部、
环卫工人等各行业代表共计1200人，观
看《歌声的翅膀》《安家》《长空之王》《万
里归途》《八佰》等10部优秀国产影片，
让观众在享受文化大餐的同时，感受党
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进一步增强获得
感和幸福感。 1月29日，观众在庭州影院观看昌吉州形象宣传片。 □本报记者 米桃乐摄

自治区青少年

速度滑冰锦标赛完赛

昌吉州代表队团体
总分第一

昌吉州文化馆

送文化下基层

吉木萨尔县文联

春联送到家门口

昌吉州图书馆获评国家一级图书馆

非遗里的昌吉

木垒县菜籽沟村：“乡村厨王”烧出家乡味道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刘萌萌

近日，孩子们在昌吉州博物馆参观各类展览，聆听讲解员的解说。孩子们在游览中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开拓眼界，丰富知识，充实假期生活。
□杨 斌摄

该书对《古诗十九首》进行了
深刻透彻的解读，带领读者品味诗
中“一字千金”魅力的同时，挖掘背
后有趣的东汉文人故事，生动再现
他们的生活与情感。作者用细腻流
畅的语言，描绘了东汉文人的远
游、求学入仕、交游等方面的生活
情况。作者还阐述了东汉文人生命
意识的觉醒，以及他们对人生来路
与归途的反思。

该书写作时兼顾史学与文学，
既有对《古诗十九首》的赏析，又挖
掘、钩索东汉文人的生活细节，描
绘了一段丰富多彩的东汉社会史，
揭示了东汉时期复杂的世态与人
情。该书还道出了我们与东汉文人
那样，都有相似的离别家乡、朋友
背叛、中年劳苦失意、彷徨，却仍努
力追求的经历。诗中满是我们现实
的影子，愿每一位朋友，在快节奏
的现代生活中，都能停下脚步，在
品读古诗中观照自己。

来源：学习强国

《岁月忽已晚：古诗十九首

里的东汉世情》

《古人的54个生活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