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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成的版画作品《乌伦古湖》。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高慧华的粉画作品《山寺桃花始盛
开》。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讯 记者许乐报道：6月6日，
记者从昌吉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了解
到，昌吉州共有11件美术作品进入第十
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各展区复评阶段；
其中，昌吉市第九中学教师高慧华的作
品《山寺桃花始盛开》入选水彩、粉画展
区，同时，昌吉州美术馆馆员徐子成的
作品《乌伦古湖》也入选版画展区，其他
展区的复评结果将陆续公布。

据了解，自治区向第十四届全国美
术作品展中国画、油画展区选送的46件
作品中，昌吉州的作品有7件；在第十四
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直投画种中，昌吉
州方万俊的综合材料作品《匠心逐梦》、
邓毅的综合材料作品《回收》已进入复
评阶段。

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共设
有中国画、油画、雕塑、壁画等13个展区

（中国画、油画由各地选送，其他11个门
类面向全国直接征稿），初评工作自2月
启动，复评通过即为入选。各展区复评
工作陆续完成后，第一阶段展览分门类
于 6 月至 8 月在各展区举办，预计展出
作品总数 5000 件；第二阶段将优中选
优，计划于 9 月下旬至 11 月举办“进京
作品展”。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创办于1949年，
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是我国规模最
大、层次最高的国家级综合性美术作品
展，目前每5年举办一届，展览所设立的

“中国美术奖”是我国美术界的最高奖项。
据中国美术家协会官方网站公开信

息，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水彩、粉
画展区共有738件作品入围初评；复评结
果于6月4日公示，有399件作品入选，
全疆共有2件作品入选，昌吉市第九中学
教师高慧华的粉画作品《山寺桃花始盛
开》是其中之一。版画展区入围初评的共
有655件作品，6月6日复评结果公示，含
昌吉州美术馆馆员徐子成的作品《乌伦

古湖》在内的369件作品入选。
高慧华介绍，她的粉画作品《山寺

桃花始盛开》长1.8米、宽1.7米，作品主
体是她于2021年秋天利用课余时间完
成的。主体色调为粉色和浅褐色，灵感
来源于喀什古城，展现出的是古城的新
面貌。作品中深浅不一的褐色印证着千
年古城沧桑的历史，粉色则象征着春日
里盛开的繁花。此前，高慧华曾多次向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投稿，这是第一次入

选。高慧华说：“感谢屡战屡败还一直坚
持的自己，也感谢这些年来在美术创作
过程中遇到的良师益友。我知道作品入
选消息后既激动又感觉有些压力，我会
努力把压力转化为动力，争取创作出更
多紧扣时代脉搏的作品，讲好新疆故
事。同时，我会结合本职工作，做好青少
年学生的美育教育工作。”

冰面上活蹦乱跳的鱼儿、渔民捕捞
时形象的肢体动作、游客生动的面部表

情、村民耍着社火庆祝丰收……“《乌伦
古湖》是传统黑白木刻版画组图作品，
绘制的是福海县乌伦古湖的冬捕场景。
两幅作品都是在长1.18米、宽0.38米的
异形梨木上完成的。”徐子成说。为了更
好地完成创作，他连续两年前往福海县
乌伦古湖冬捕现场，2023年下半年完成
了作品的主体部分。《乌伦古湖》还曾于
2023年10月入选第二十五届全国版画
作品展览。

记者采访时，“95后”的徐子成正在
昌吉州美术馆忙着布置展览。当提及作
品入选国家级美术作品展时，他显得非
常淡定。他说：“我习惯用我的特长记录
生活中让我印象深刻的场景。我近两年
的作品都是以家乡为主题创作的。最近
正在刻的一幅画是以木垒县英格堡乡
月亮地村为主题的。文旅不分家，我希
望能够通过作品，让更多的人认识并走
进我的家乡，为家乡文旅事业发展作出
一点贡献。”

近年来，小分子画家村挂牌、昌吉
州美术馆开馆、“新疆是个好地方”——
首届油画风景双年展在昌吉举办、中国
美术名家走进昌吉采风写生、昌吉州文
艺人才培养机制不断完善……美术事
业在庭州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这里
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艺术家，
他们用作品记录城市乡村的笑脸，作品
中蕴含的既是作者的情感温度，更是新
时代最美好的昌吉画卷。

本报讯 记者许乐、通讯员郑珍报
道：6月8日，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暨第十二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周
主会场活动在和田地区博物馆启动。

启动仪式上，集中表彰了新疆文化
遗产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宣传展
示了全疆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成果。昌吉
州文博院文物保护管理科主任王卉秋

获评 2024 年度新疆“最美文物安全守
护人”，昌吉州文化馆非遗专干郑珍获
评2023“新疆非遗年度人物”。

王卉秋长期从事文物藏品管理与
利用、文物宣传展示和保管工作。她主
持制订了昌吉博物馆文物库房保管员
职责、昌吉博物馆藏品提用制度等文物
库房管理制度，完善了昌吉博物馆藏品

提用凭证、昌吉博物馆藏品入库凭证等
出入库程序；深入基层开展文物抢救性
征集工作，共征集文物2000余件。

王卉秋说：“很荣幸获评‘最美文物
安全守护人’。历史是民族的根，文物是
历史的魂。我会努力做好文物安全保护
工作。”

活动现场，主办方还举办了非遗普

法宣传、非遗展示展演、非遗文创展览、
非遗互动体验公开课、非遗购物节等活
动。在新疆文物文创市集内，昌吉州代
表向现场宾客展示了具有昌吉特色的
康家石门子岩画拼图、“双龙逐日龙纹
石碑”书签，北庭杯、帆布包、杯垫等
120余件文创产品，不时有其他地州的
文化遗产工作者及当地群众驻足观赏。

本报讯 记者廖冬云报道：6
月 8 日，著名书画家李家尧的 119
幅书法、界画作品在昌吉小吃街展
出，展览将持续至6月16日。

此次活动由昌吉州文化旅游
投资集团、新疆遇见古丽艺术中心
主办。

李家尧现为中国国际书画院
理事、海南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书画
交流分会理事、天津市书法家协会
会员、天津市楹联学会会员、天津
印社会员。

李家尧的绘画以界画山水为
主，《阿房宫》场面宏大，《骊山行
宫》意境深远，《桃花源》写景细腻。
他的书法兼善楷、行、篆、隶，书画
作品别具禅意和书卷气，颇受国内
外藏家喜爱，被广泛收藏。

本次书画展期间，李家尧泼墨
挥毫，现场题赠墨宝，与昌吉书画
家进行了交流。

李家尧介绍说，界画，是中国
绘画很有特色的一个门类，在作画
时使用界尺引线，故名界画。中国
的书画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
重要载体，是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
平台。

昌吉州两件美术作品入选第十四届全国美展
昌吉州共有11件美术作品进入复评阶段

这里有展等你来

著名书画家李家尧作品

在昌展出

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十二届新疆非遗周主会场活动启动

我州两人分获“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新疆非遗年度人物”表彰

本报讯 记者阿依加玛丽·列提甫、
通讯员陈徽报道：说起四大发明，大家一
定很熟悉，但大多数人都还没有看过四
大发明的古代实物并亲手体验古法造纸
和印刷的过程。近日，记者从昌吉市文旅
局获悉，新疆首家四大发明探索体验馆，
于今年6月1日在昌吉市正式运营。

该馆位于昌吉市三工镇常胜村新
疆朝阳国韵研学教育有限责任公司院
内。该馆以弘扬传统文化为主题，收藏
有多种关于四大发明的藏品，包括铅活
字、铜字模、竹简、油印机式印刷机、印
章、甲骨等老物件。馆内设参观区和体
验区两个功能区，参观区主要讲解四大
发明的历史，体验区可以沉浸式体验造
纸术、活字印刷术、手动式拓印卡片、指
南针拼装等项目。

“1992 年，父亲从河南老家来到昌
吉开办了朝阳印刷厂。他说我们这代人
有责任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我

们按着父亲的意愿，保留了印刷厂所有
老旧设备。”四大发明探索体验馆创办
人晁艳回忆说。

晁艳在印刷厂工作已有二十多年，
她一直思考该用怎样一种方式，传承这
承载了千年文明的技艺。为此，她跑遍了
全国各地考察学习。终于，2021年，她开
始筹备四大发明探索体验馆。历时三年
多的时间，该馆收集并复原了老印刷厂
的铸字机、圆盘印刷机和全套铅字架，让
七千多个印刷常用的活字重获新生。

聆听毕昇故事，学习印刷历史，触摸
老机器，手动式拓印卡片……6月7日下
午，四大发明探索体验馆里迎来了一群
来自昌吉市第八小学和第十四小学的学
生，他们一起研学，体验古人匠心，感受
文明智慧之光。

“真是大开眼界，我以前只在书本
上学过，没想到有机会自己体验造纸，
还成功了！”昌吉市第八小学三年级（1）

班学生赵子伊开心地说。在工作人员的
指导下，经过打浆、打纸、沥水、烘干等
步骤，一张稍显粗糙但很有质感的纸张
在她手里“造成”了。随后，她又拿着自
己造的纸来到印刷区，排好铅字模、上
墨、铺纸，几分钟后，一张印有《弟子规》
的作品就印刷完成了。

体验谷登堡印刷机，亲自做一幅雕
版印刷作品；将铅活字块拼成古诗活字
版，让古诗词跃然纸上；体验最古老的
造纸工艺，亲自动手制作一张纸……前
来参观体验的孩子们非常开心，活动结
束了，他们恋恋不舍、意犹未尽。

据了解，近年来，新疆朝阳国韵研
学教育有限责任公司陆续获得新疆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新疆工业旅游示范基
地、新疆课本定点印刷企业、自治区巾
帼手工拓展基地等资质。今年，已申报
创建自治区级研学旅行基地。

“我们将陆续完善馆内互动体验内
容，以便接待更多的中小学生和文化爱
好者，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更

多贡献。”新疆朝阳国韵研学教育有限
责任公司执行总监罗亚荻说。

跨越时空，遇见活字印刷

昌吉市建成新疆首家四大发明探索体验馆

6月7日，新疆朝阳国韵研学教育有限责任公司四大发明探索体验馆，工作人员
正在指导孩子们体验手动式拓印卡片。 □本报记者 阿依加玛丽·列提甫

本报讯 记者许乐、通讯员朱晓玲、
郑莉、杨天文报道：去昌吉州非遗展厅看
展览，到北庭故城遗址听音乐会……6月
8日是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围
绕“文润庭州 昌盛吉祥——保护传承
非遗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时代华章”主
题、结合第十二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
周嘉年华活动，昌吉州各地推出了31项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盛宴。

6月8日，昌吉州美术馆二楼的非遗
展厅面向公众试运行。作为我州的重要
文化阵地之一，711 平方米的非遗展厅
通过场景还原、实物陈列、多媒体互动
等方式，分6个单元展示了新疆社火、哈
萨克族刺绣、新疆曲子等27项国家级、
自治区级、自治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

昌吉州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研究中心非遗专干孟昱杉说：“为了
让更多群众零距离感受非遗魅力，接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今天我们还邀
请哈萨克族刺绣、剪纸、花馍制作、石
刻、茶艺、面塑、皮影戏等项目的代表性
传承人，面向来展厅参观的游客和学
生，每日分3组开展互动式体验活动。”

同日，昌吉博物馆也举办了多项活
动。千姿百态的陶俑、色彩丰富的北齐
壁画、精美绝伦的鎏金铜器……“晋阳：
4-8 世纪的丝路都会”展在 3 楼临展厅
开展；在二楼清代展厅，三十多位小朋
友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制作玻璃杯、骆驼
等形状的冰箱贴，这是昌吉博物馆通过
趣味体验开展“千年晋韵 与你bing行”
研学之旅活动。

当日，许多小朋友在馆内参观时会
格外留意含有龙元素的文物，这是因为
在博物馆展厅找寻集齐6个带有龙字和
龙型元素文物，就能兑换“寻龙探宝”活
动提供的一份精美文创礼品。

“在这里既能感受到厚重的历史文
化底蕴，还能参加趣味活动，孩子的游
览热情非常高。以后有时间我要多带着
孩子来参观。”昌吉市民牛涛说。

北庭学研究院于 6 月 8 日举办了
2024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庆祝北庭
故城遗址申遗十周年系列活动。通过考
古公开课、活字印刷展示、专题音乐会
等形式，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和书
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夕阳西下，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

遗址内响起悠扬的中华传统古典乐曲
旋律。千余名观众围坐在遗址南门小
广场，共同聆听“故城回响”申遗十周
年专题音乐会。多家媒体对音乐会进
行了全程直播，全网浏览量超过百万
人次。

昌吉州辖区内共有142处文物遗址
点、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地。昌吉州文博
院（博物馆、北庭研究院）党组书记张艳
珍介绍说：“近年来，我州文化遗产保护
力度持续加大，保护渠道和途径不断拓
展，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保护经费持续
增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为落实文化
润疆的有效载体，为推进有形有感有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疆实践
提供了坚实支撑。”

近日，新疆大剧院非遗购物节、昌
吉市“泉昌情深 多彩非遗”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示、呼图壁县新疆曲子推介、奇
台县2024年云游非遗·影像展、阜康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讲座、玛纳斯县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新疆第十二届
非物质文化遗产周专场演出等活动陆
续开展，在庭州大地上掀起了一股文化
热潮。

文润庭州 昌盛吉祥

昌吉州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精彩纷呈 ◀6月8日，游客在昌吉州
非遗展厅内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许 乐摄

▶6月8日，昌吉州非遗
展厅，工作人员给小朋友讲
解新疆社火。

□本报记者 许 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