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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新闻

今年全疆将组织
4万多场次群众文化活动

漫画评说

3月1日，记者来到位于吉木萨尔县
三台镇羊圈台子村的石锦阁老物件馆，
只见门扉两侧各装饰着一个木制车轮，
外墙上悬挂了两辆老式自行车，让记者
顿时有了穿越时空之感。

石锦阁老物件馆院内面积大约有
200 平方米，沿着四周院墙摆放着石碾
子、推拉车以及各类水缸、陶罐等老旧的
生活生产用具。院内老平房一排4间坐北
朝南，平房内分门别类地存放着抗日战
争年代和解放战争年代的部队用品、日
常生活用品、农耕用具等各类老物件。

在这里，很多人都能找到自己儿时
的记忆。

石锦阁老物件馆的主人是吐尔逊·
斯拉木，收藏爱好继承自父亲。吐尔逊·
斯拉木的父亲退伍后回到家乡务农，他
自小跟着父亲四处收购羊皮、牛皮等。
每到一地，父亲总是四处打听询问当地
谁家里存有上了“年纪”的老物件……
耳濡目染，吐尔逊·斯拉木也将其作为
自己的爱好。

“这些瓷器、瓦罐是我父亲收藏
的，这缝纫机、收音机是过去女性的
嫁妆……”吐尔逊·斯拉木带着记者参
观并一一介绍，他对每件藏品的出产年
代、历史文化价值以及物品用途都能说
个大概，每件物品都让他爱不释手，收
藏的过程也都记忆犹新。

石锦阁老物件馆的其中一间房子堪
称“红色年代记忆馆”，陈列柜里，毛主席
语录、毛主席雕像、粮票、勋章、各类纪念
章、旧版人民币等整齐摆放。吐尔逊·斯拉
木指着一张毛主席铁皮画像告诉记者，这
是他13岁时用搬砖挣来的钱买的第一件
收藏品，花了12元钱。自那时开始，三十余
年间，吐尔逊·斯拉木陆陆续续收藏了上
万件物品，至今累计花费70余万元。众多

物品中，令他记忆深刻的是一双红军草
鞋。“这是我从团场的一位老人那里收来
的，去了十多次对方才舍得给。这是红军
战士长征时穿的草鞋，特别有纪念意义。”
吐尔逊·斯拉木说。

吐尔逊·斯拉木从小在泉子街镇西
湾村长大，他回忆说，那时一个大队有8
个村小组，一个村有 2000 多人。“我从
小和汉族孩子玩在一起，我们是邻居也

是朋友。今年过春节，老邻居还来给我
拜年，带着亲朋好友来参观。”

吐尔逊·斯拉木是去年搬到这里的，
之前他在镇上经营一家玉石店，收藏的
物品都存放在一间库房里。前两年，由于
生意不景气，他关闭了玉石店。去年他寻
觅到了羊圈台子村这处老平房，简单粉
刷收拾后，就把他的藏品分门别类地摆
放出来。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了解到吐

尔逊·斯拉木的情况后，相关负责人前来
参观，并由当地政府资助修缮了院落围
墙，政府工作人员拍了视频在新媒体平
台发布，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

“看到有人来参观，我就很高兴。如
今的幸福生活是各族人民群众一起团
结奋斗出来的，我们要教育后辈珍惜现
在的生活，吃水不忘挖井人。”吐尔逊·
斯拉木说。

3 月 12 日，昌吉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建国路监管
所工作人员在亚中商城开
展商品质量专项检查。

3 月 15 日是第 42 个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今年的主题是“激发
消费活力”。昌吉市市场
监管部门紧紧围绕提高
广大消费者维权意识，促
进生产经营者履行法定
义务和社会责任，推进放
心消费环境建设，持续深
化重点领域、重点行业、
重要时段、重点产品的监
管执法，着力营造安全放
心的消费环境，提振消费
信心。

□梁宏涛摄

吐尔逊·斯拉木的红色情怀
□本报记者 刘新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月1日，在石锦阁老物件馆里，吐尔逊·斯拉木向参观者展示他的收藏品。 □本报记者 刘新新摄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3月12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任江报道：“巨
龙”飞舞、“雄狮”欢腾、社火火爆……
在新疆第二届“年味故事”摄影作品
展上，一幅幅图片展示了新疆各地丰
富多彩的年俗活动。“这100幅图片是
从全疆各地3000多幅图片中精挑细
选出来的，洋溢着浓浓的年味，是对
春节期间新疆各地精彩纷呈的群众
文化活动的一次展示。”3月11日，新
疆文化馆馆长周文亮说。

今年春节假期，全疆共举办各类
群众文化活动3178场次，线上线下惠
及 群 众 344.4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218%。这仅仅是今年群众文化活动的
一部分——今年新疆各地将开展各
类群众文化活动不少于 4 万场次，服
务群众不少于4000万人次。

周文亮介绍，新疆今年将持续提
供更优质的群众文化服务，深入实施
全民艺术普及工作，全面落实免费开

放，依托文化场馆阵地常态化开展公
益演出、“每月一课”、群星艺术沙龙
等活动；持续办好日常群众文化活
动，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大家唱等活动。“特别是要持续
加强群众文化交流，建设各民族文化
交流‘请进来、走出去’平台，举办‘大
地欢歌’四季村晚、‘群星耀天山’群
众才艺大赛、‘一起来跳新疆舞’等品
牌群众文化活动，让各族群众享有更
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他说。

近年来，新疆坚持“群众文化为人
民、让群众做主角”，大力组织开展群众
文化活动，让全疆各族群众唱起来、跳
起来、动起来。去年4月，首届新疆文化
艺术节群众文化活动展演启动，共调集
12个地州市群众文化队伍参演，先后在
乌鲁木齐市的新疆国际大巴扎、红山公
园等地，采用集中展演、快闪等形式演
出11场，反响热烈，群众和游客踊跃参
与，直接惠及群众2.5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常谊谊、通讯员杨
超报道：3月8日，昌吉州发改委与五
家渠市发改委共同举行主题党日活
动，并就兵地双方开展新一轮基础设
施规划建设、旅游资源开发、水利项
目投资建设、产业园区开发升级等一
体化项目合作展开座谈交流。

根据双方商议合作内容，今年，
昌吉州与五家渠市共同成立兵地融
合发展领域重点任务推进工作领导
小组，下设 4 个小组，协调双方自然
资源、交通、农业农村、住建、文旅等
部门，共同就兵准园区 4×66 万千瓦
煤电机组项目、长输供热管线项目、
兵地结合部散煤治理和乌拉斯台口
岸发展项目统一发力，深度合作。

“聚焦兵地项目‘规划一张图、建
设一张网’，加强重点领域项目共建
共享，我们将协调好水资源、电力、人
员等前期问题，为两地项目合作开

‘绿灯’，做好保障，全力利用并发挥
好双方优势。我们将不断谋划双方合
作项目，共同规划，共同建设，不断拓
展兵地融合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五
家渠市发改委副主任吕德文说。

今年，昌吉州本着优势互补、互
惠互利原则，围绕经济发展、文化旅
游、基础建设、教育教学、医疗服务等
领域，不断深化与五家渠市、石河子
市等地的更深层次结对共建交流合

作，通过共立项目，延伸产业链条，全
力打造兵地融合发展示范区，共谱双
方同步发展新篇章。

根据规划安排，今年在开展兵地
合作项目中，昌吉州将从加快兵地产
业融合发展、协同推进国企改革、优
化完善交通体系、科学配置水利资
源、有序衔接电力网络、联手推进城
镇建设、共抓生态环境保护、强化科
技教育合作等多方面着手，精准谋划
项目，共同实施推进，实现资源共享，
互利共赢，推动兵地融合发展迈向更
高层次。

“坚持‘兵地一盘棋’的思想，聚
焦自治区‘八大产业集群’，围绕农
业、经济、民生等多领域，共同实施建
设比如高效农业、畜牧业示范基地、
石玛兵地产业融合试验区、兵地新能
源领域合作、兵地共同区域公路改扩
建、艾比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兵地区域新能源项目电网接入、兵团
联动重大科技项目等全方位、多门类
的项目合作，力推兵地融合见成效、
显效益。”昌吉州发改委党组书记赵
治钧表示，将建好用好兵地融合发展
机制，加强对接沟通，握指成拳、凝聚
合力，推动优势资源和生产要素区域
内优化整合，共同繁荣发展，以实在
靠谱的项目让各族群众共享兵地融
合发展带来的红利。

昌吉州与兵团师市
推动兵地融合发展迈向更高层次

本报讯 记者朱雪婷、郑子栋、
荷苒·马汗报道：3月13日至14日，昌吉
州大部地区出现雨夹雪转雪天气，部分
山区大雪，气温下降 5℃至 8℃，全州各
县市农业农村、交通运输、气象等部门
快速反应，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应对降温
降雪天气，将不利影响降至最低。

昌吉市通过发布天气预警信息和组
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服务的形
式，做好大棚防寒保暖工作，确保设施农
业生产正常运行。在昌吉市二六工镇光
明村番茄育苗大棚内，多名工人正在进
行土壤配置、装盘、点籽、覆土、摆盘等工
作。昌吉市存林农牧业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马存林说：“在降温前，村委会和镇政
府都提前发出了通知，我们做了一些预
防工作，密封好大棚，并准备了电加热设
施，如果继续降温，我们会采取加温措
施，确保育苗工作不受影响。”

14日，在玛纳斯县玛纳斯镇上二工
村设施农业生产基地，农技人员挨家挨
户查看大棚内的温度、棚膜是否有破
损、番茄苗是否存在冻害等情况，指导
农户做好防寒保暖工作。玛纳斯镇农业

（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农艺师杨明明
说：“为应对这次雨雪天气，我们提醒广

大种植户做好温度监测工作，夜间温度
不要低于 12℃，如果温度太低，就要使
用炉子或电采暖等设备，确保大棚温度
在适宜范围内。”

近几日，玛纳斯县清水河乡大片返
青的草场被降雪重新覆盖，牲畜觅食受
到影响。乡镇畜牧工作人员来到牙湖村
养殖区指导牧民做好圈舍防寒保温、幼
畜的补饲工作，帮助牧民度过此次降温
降雪天气。目前，该养殖区饲草料已储
备充足，生产不受影响。

为有效应对冰雪等恶劣天气对交
通安全的影响，呼图壁县交通运输局出
动执法人员，全力做好雪天道路交通安
全巡查工作，确保雪天辖区道路交通安
全、有序畅通。在 X153 线，县交通运输
局出动执法人员3人，执法车辆1辆，对
道路进行巡查。目前山区道路降雪量
大，车流量较少，道路正常通行。

面对此次雨雪天气，呼图壁县农业
农村局结合冬小麦进入返青期的实际情
况，积极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查
苗情、测墒情，现场指导农户进行冬小麦
早春管理，助力夏粮丰产丰收。

阜康市为有效应对降温雨雪天气，
组织农技人员深入温室大棚“面对面”

“手把手”指导农户做好设施农业防寒
保暖工作。

3月13日起，吉木萨尔县各部门积
极启动应急预案，对重点地区、重点领
域防范应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全力以
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吉木萨尔县城区交警正在指挥交
通。为保障恶劣天气下的生产安全，14
日下午，吉木萨尔县泉子街镇农业（畜
牧业）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深入设施
农业生产经营场所协助农户做好大棚
保温、防风御寒等工作。在泉子街镇兴
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草莓大棚内，合
作社工作人员已于前一天夜间使用暖
风机、煤炉等设施为大棚升温，并在棚
内增加隔断，增强保温效果，同时在大
棚外侧覆盖保温棉，确保棚内温度适
宜。泉子街镇兴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何建政说：“我们前几天就接到
了天气变化的通知，提前进行准备，确
保了棚内果树、草莓不受影响。”

3月14日，奇台县迎来了新一轮降
温，此次降温降雪过程持续时间为3天，
奇台县气象局提前预报，针对降雪，奇
台县各部门单位及时清扫积雪，为群众
办事、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与此同时，奇台县气象局利用本轮
天气过程，在奇台县中葛根水库作业
点，发射21枚人工增雨（人工增雪）火箭
弹。此次人工增雪对于增加土壤墒情、
水资源增补、降低森林草原火险等级、
净化和增湿空气非常有利，同时也为奇
台县2024年农牧业增产增收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降雪后，木垒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全
员上岗，在主干道和降雪量较大的重点
路段指挥疏导交通，排查道路安全隐
患，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发生，全力为群众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记者从昌吉州气象台、昌吉州农牧
业技术推广中心了解到，此次雨雪降温
天气导致道路湿滑，部分路面出现结冰，
木垒县东部局地伴有风吹雪，对设施农
业、畜牧业生产、城市运行、电力、通信设
施等产生不利影响，此外还致使春小麦
的播种期比正常的预期推迟3天至5天，
但对冬小麦的返青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保
障，保证了冬小麦的正常返青。

（通讯员徐万里、瓦力斯江·乌马尔
江、王梦君、王子骏、马文静、刘媛、候立
华、古丽扎旦·沙海义、张锐、郭婧嫄、任
东升、何婧参与采写）

田间指导 幼畜补饲 道路巡查

昌吉州各地积极应对雨雪降温天气

商务部、中央网信办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
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3月13日对外发布。意见提
出，用5年时间，在全国培育100个左右农村电商“领跑县”、
1000家左右县域数字流通龙头企业、1000个左右县域直播电
商基地、10000名左右农村电商带头人。 来源：新华社

推动

发展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3月14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曹华报道：人勤
春来早，植绿正当时。3月12日是我国
第46个植树节，我区各地开始组织干
部群众开展植绿护绿活动。今年春
季，我区计划完成植树造林50万亩。

12 日，在吐鲁番市托克逊县郭
勒布依乡奥依曼布拉克村阳光沙疗
驿站的沙丘上，60 多名村干部、村民
挖坑、栽苗、培土，栽种下一株株梭梭
苗。吐鲁番市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修复
科科长卡哈尔·力提甫介绍，今年吐
鲁番市春季植树造林以补植补造为
主 ，全 市 计 划 完 成 补 植 补 造 4 万
多亩。

和田地区是新疆风沙灾害严重

地区，植树节当天，志愿者来到于田
县兰干博孜亚农场，投入植树造林当
中。该农场位于沙漠边缘，为防止风
沙侵袭农田，计划在农田四周种植
100亩防护林带。

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了
解到，今年我区春季植树造林重点围
绕“三北”工程攻坚战、退化林修复、
农田防护林建设和乡村绿化美化开
展。将加快实施塔里木河干流、和田
河流域、天山、伊犁河谷、阿尔泰山 5
个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抓好
林草植被封育封禁保护，因地制宜、
因害设防、分类施策，乔灌草相结合、

“封修造”并举，科学营造防风固沙沙
漠锁边林草带。

今春我区计划完成造林50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