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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大美昌吉 竞技之城”城市名片

新疆女篮主场迎战山西女篮
本赛季新疆女篮将以昌吉体育馆为主场，进行12场比赛

本报讯 记者荷苒·马汗报道：12
月 8 日，新疆天山女篮主场迎战山西竹
叶青酒女篮。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以 59
比107告负。这是2024-2025赛季中国
女子篮球联赛（WCBA）中新疆天山女
篮将主场更换至昌吉体育馆后的首场
比赛。

刚开场，山西女篮奥利维耶尼尔率
先篮下进球得分，随后，便被新疆女篮朱
美琦3分远投反超，比赛一开始便进入白
热化。本赛季目前以8胜1负的成绩排名
联盟第二的总冠军有力争夺者山西女篮
展现出了强大的进攻能力，在比赛第一
节便通过快攻、罚球、防守反击等方式拉
开比分差距。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新疆
女篮展现出顽强拼搏的精神，李玉琼3分
球命中得分，李一凡、热苏拉·阿卜杜克
力木防守反击成功进球……哨声中，第
一节比赛以18比30结束。

今年，山西女篮选择塞尔维亚籍教
练莫米尔、巴亚分别担任主帅和助理教
练，他们为球队带来了全新的战术理念
和训练方法。同时，山西女篮还签下3名
实力强劲的外援。曾连续12个赛季晋级
季后赛，并3次斩获WCBA总冠军的山
西女篮在这个赛季更具竞争力，剑指总
冠军。

本赛季新疆女篮一直没有找到合
适的外援，至今都是全华班上阵，场场
拼尽全力。在内线实力不足的情况下，
又逢前国手、新加入新疆女篮的武桐桐
受伤离队进行康复训练，最终以 59 比
107负于对方。

在此次比赛中，新疆女篮艾迪娜·
居来提、王乙丞均为首次登场的年轻球
员，两人分别上场6分32秒和10分钟，
有 2 分和 5 分的入账。比赛结束倒计时
8.6 秒时，王乙丞 3 分命中，成为新疆女

篮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进球。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双方主教练

均认为本场比赛是一场对双方都有收
获的比赛。“与强队交手，是积累宝贵经
验的契机。我认为我们的年轻队员表现
不错，此次比赛为他们提供了锻炼的机
会。”新疆女篮主教练贾楠说。

本场比赛是新疆女篮今年以昌吉
体育馆作为主场的首场比赛。12 月 19
日，新疆女篮将在昌吉体育馆主场迎战
石家庄女篮。截至2025年2月18日，本
赛季新疆女篮将以昌吉体育馆为主场，
进行12场比赛。

昌吉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李岩说：“很高兴
此次赛事能落地昌吉。在之后的赛程中，
我们将一如既往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
作，擦亮‘大美昌吉 竞技之城’城市名
片，吸引更多游客跟着赛事游昌吉。”

非遗里的昌吉

《九仪昆仑》。
邹溪

石刻

阜康石雕工艺制品以摆件为主，挂件和其他物件较少。这些制品都以丰富
多彩的画面和遒劲端庄的书法构成，是具有较高工艺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
值的艺术品，体现了石雕艺人的“熔秦铸汉、摹古师今”的高超技艺。阜康工艺石
雕的产生过程繁多，其主要工序有选料、制胚、作图雕刻、着色、装饰等。

用来制作工艺石雕的材料虽然很多，但阜康工艺石雕主要从两个方面去选
料：一是要选择软硬适中、表面光平、质地细腻、不涩不腻的寿山石、巴林石、伊
犁石。选用这类质地贵重的材料创作的工艺石雕艺术品更珍贵，更有收藏价值。
二是就近就地选择硬度较高、原形较好、色泽鲜明的鹅卵石、戈壁石、木化石（硅
化木）。选用这类质地一般的材料创作的石雕艺术品更具地域特色，也更能适应
市场的需求。

要根据不同的材料选择不同硬度的刀具，刀具太软，吃不进去，刀具太硬，
一碰就裂。刀具材质主要以合金钢为主。刀具选定了要进行磨制，磨制刀具是石
雕创作的一个难点。要刻细小的字画，笔划就小，而刀具尖必须比笔划还小，这
就要凭手感、凭意念去磨制。刀具的刀口根据不同的用途分为平的、斜的、尖的
等形状。这些刀具一般都要石雕艺人自己去磨制。

阜康石雕工艺品一般不大，在制作上只能凭手感、凭意念，把力量、感觉都集
中到刀口，达到意到、力到、气到，舒展自如心手相应，甚至达到不用看就可以写可
以画，刀随意念运转，丝毫不差。另外，还要具备一定的书法和绘画功底。同样一块
石料，在不同艺人手中，由于个人的审美视觉、艺术修养和技术特长的区别，加上
创作意图和表现技法的不同，完全可能创作出完全不同的艺术品。因此构思设计
就成了工艺石雕制作的关键。

阜康工艺石雕制品依石形、石纹、石色因势利导，或书或画。构图奇巧，刀刻
斧力，着色独到，件件飞动流彩，款款气势恢宏，充满西部的神奇与奥秘、磅礴与
大气、质朴与纯真，实为观赏收藏之首选。

让文物说话

陶仓

汉晋，明器，高28.1厘米、口径

10.1厘米、底径15.2厘米，昌吉博

物馆收藏，国家二级文物。

“仓”是存储粮食的地方。粮食储备直接关系国家安危、社稷存续，历朝
历代的统治者对粮食仓储都十分重视。在墓葬中随葬陶仓也成了一种习俗。
汉代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社会政
治稳定，粮食连年丰收。汉代墓葬中大量的陶仓房就是当时社会经济与现实
生活的客观反映。

弭，是粘贴在传统角弓弓弰两侧的加固材料，保护弓弰上的扣弦口不易于
开裂。通常使用动物骨、角等骨质材料制作，外观像耳朵，故由弓字和耳字组合
会意而成。弓弭的设计和工艺反映了古代弓匠对自然材料、力学原理等的认识
和运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骨弓弭
南北朝，弓箭组成部分，1977年木

垒四道沟墓葬出土。长22.9厘米，宽

2.5厘米，昌吉博物馆收藏。

项目级别：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布时间：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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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精品一览

小说集《脐血之地》

作品具有独特地域风情与深厚文化内涵，以有声有色、见情见性的笔墨，写
出蓬勃强韧生命力与传统习俗秩序的碰撞，其中有人性中的真实、善良与美好，
有情爱关系的细腻婉转，有牧民生活的野性粗犷，也有保卫家园的豪情悲壮。

作者：李健，中国作协会员、新疆作协理事，昌吉州作协第五届副主席。他的
长篇小说《木垒河》获自治区第五届天山文艺奖长篇小说奖。

（本栏目文图均由昌吉州党委宣传部提供）

小说集《脐血之地》收入新疆实力派作家、天山文艺奖得主李健

的中篇小说《青杏》《库兰》《半春子》《九月》，四部小说相互独立，又

被共同的人物所串连，以民国时期的新疆木垒地区为背景，展现了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冲突融合所形成的多元文化风貌。

12月8日，2024-2025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WCBA），新疆女篮在昌吉体育馆对阵山西女篮。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本报讯 记者阿依加玛丽·列提甫
报道：12月6日下午，《在菜籽沟醒来》阅
读分享会在昌吉新华书店庭州书城举
办。本次分享会以“书香润昌吉·阅暖冬
日”为主题，由昌吉州党委宣传部主办，
昌吉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昌吉州作家
协会承办，特邀读书爱好者共同分享、
交流乌鲁木齐作家段蓉萍所著《在菜籽
沟醒来》带来的感悟与思考。

段蓉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
散文集《古牧地纪事》《回望乾德》《在菜
籽沟醒来》、短篇小说集《玉西布早的春
天》《睫毛上的人》等。今年7月初，她创
作的散文集《在菜籽沟醒来》入选“这里
是新疆”丛书，并由新疆文化出版社正
式出版发行。该书共收录了27篇散文作
品，细腻描绘了新疆的自然风光和多元
文 化 ，着 重 展 现 了 新 疆 人 民 的 本 真
情感。

“世界上说不好的事情多了。比如
这次来菜籽沟，我想睡土炕的心愿能否
实现，就说不好。我知道沟里农户家里
是有炕的……”在阅读分享会上，读书
爱好者深情诵读了《在菜籽沟醒来》中
的精彩篇章，6 位著名作家品鉴分享了

《在菜籽沟醒来》中的精彩片段，围绕该
书的主要内容、写作特色、作品价值及
影响等方面展开分享交流。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
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刘乃亭表示：

“段老师写的散文多样化，写的点非常
多，时空随时调换，令人回味。段老师有
着丰富的社会阅历，整本书写到了很多
生活情节，加上她真挚的感情，真正做
到了形散神不散。”

文学爱好者徐云平常喜爱阅读，是段
蓉萍的忠实粉丝，也是《在菜籽沟醒来》的
第一批读者。“这本书中有很多故事情节
非常吸引人，我在书里能找到熟悉的地方
和熟悉的人，有一种想跟随书一起去重游
木垒的冲动。”徐云开心地说。

“从我第一篇文章在《昌吉日报》发
表，到如今的几万字的作品，写作的魅
力莫过于能够用文字触动人心，引起读
者的共鸣，能温暖他人，这就是我创作
的价值。”段蓉萍分享了自己对文学和
人生的感悟。她告诉记者，该作品开篇
从木垒县菜籽沟村写起，就是想通过自
己的笔把昌吉州乃至新疆各地的风物、
动听的故事讲给更多的读者听，希望读
者能从她的文字中认识真实生动、富有
活力的新疆。

精准一掷。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带球过人。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在菜籽沟醒来》阅读分享会在昌举行
作者段蓉萍的首篇文章曾在《昌吉日报》发表

本报讯 记者阿依加玛丽·列提甫
报道：12月7日上午，“阅读守护心灵”专
题讲座在昌吉新华书店庭州书城举行。
本次活动由昌吉州党委宣传部、昌吉市
委宣传部主办，昌吉新华书店庭州书城
承办，来自昌吉市的30余位阅读爱好者
聆听了专题讲座。

活动现场，墨点雅集读书会和墨点
研学创始人、昌吉州最美读书人焦扬向
大家分享了《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
难所》，并分享书籍中的经典语句，围绕
怎样阅读、阅读带给我们的变化等内容
进行了详细讲解。“这是一场阅读的盛
宴，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引领我们每一
位阅读爱好者踏上一段寻找内心深处自
我的旅程，将书中的智慧转化为推动自
我成长、服务社会的实际行动。”昌吉市
阅读爱好者刘庆说。

据悉，“阅读守护心灵”专题讲座是
昌吉州“书香润昌吉·阅暖冬日”全民阅
读月活动之一。“希望通过开展丰富多彩
的活动，让孩子和家长感受阅读带来的
快乐和幸福，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
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焦扬表示。

本报讯 记者许乐报道：“《西游记》
告诉我，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帆风顺的，只
有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绿野仙踪》教会我乐于帮助他人，就会
收获更多的朋友。”“《格兰特船长的儿
女》让 我 明 白 要 做 善 良 和 勇 敢 的
人。”……12月7日上午，昌吉州图书馆
2024年度“四季童读”阅读挑战赛颁奖仪
式暨“四季童读 快乐分享”第21期故事
汇活动中，小读者们踊跃分享阅读感悟。

活动现场，新疆亲子阅读推广人梁
艺耀作为“四季童读 快乐分享”第21期
故事汇主讲人分享了绘本《我爷爷老
丘》，通过互动问答和小读者进行探讨，
让他们更深刻地理解老丘的情感世界，
感受到跨越时间长河的珍贵亲情。

随后，昌吉州图书馆为 2024 年度
“四季童读”阅读挑战赛的22名获奖者
颁发荣誉证书。挑战赛于今年6月启动，
要求参赛者阅读指定书单中的书籍后，
用写或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阅读体
会。图书馆工作人员确认后在参赛者挑
战赛记录卡上盖章，赛季结束后按盖章
数量评选出了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阅读挑战赛一等奖获得者、昌吉州
第二中学八年级学生方恩慧说：“从拼音
读物到绘本故事，再到世界名著，书籍陪
伴我成长，教会我做人的道理，鼓励我积
极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歌德曾说，‘读一
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未
来我会继续听着书中智者的叮嘱，努力
追寻梦想。”

“四季童读”阅读推广项目是国家图
书馆以推荐优质新书为核心，联合图书
馆界、教育界和出版界等多方共同打造
的大型未成年人阅读推广项目，每年分
四季发布指导推荐书目，已累计与国内
440余家地方级图书馆展开合作。

昌吉州图书馆作为该项目合作单位
之一，自2023年5月起开展“四季童读”
阅读推广活动，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少儿
读者，精选“四季童读”各类图书进行线
上推荐和线下展览，以“四季童读”专栏
荐读、下基层活动、阅读挑战赛、阅读分
享会等形式，促使少儿读者在阅读中汲
取力量、凝聚智慧，形成爱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昌吉州图书馆

开展“四季童读”

阅读品牌活动

昌吉州

举办“阅读守护心灵”

专题讲座

12月6日下午，昌吉新华书店庭州书城，与会人员和作家段蓉萍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阿依加玛丽·列提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