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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实习生刘欣、木尼热·阿
不都拉报道：2024年12月28日晚，在昌
吉学院音乐厅内，“文润庭州 沐光前
行”2024年丝路之声青年合唱团专场音
乐会激情上演。这场音乐会由昌吉州文
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昌吉州
文化馆、昌吉市文化馆及昌吉学院音乐
与舞蹈学院承办。此次专场音乐会于12
月 28 日、29 日共演出 2 场，吸引了 400
余名群众观看演出。

据了解，丝路之声青年合唱团成立
于 2014 年，参演的 39 位团员均来自昌
吉州直、市行政辖区内各行业合唱声乐
艺术爱好者。自建团以来，该合唱团多

次参加大型演出和下基层文化惠民演
出，连续多年被评为昌吉州“重点优秀
业余文体团队”。

演出中，从青海民歌《花儿与少年》
的悠扬旋律，到新疆民歌《嘎哦丽泰》和

《掀起你的盖头来》的欢快节奏，再到流
行歌曲《我有一个装满星星的口袋》和

《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的深情演绎，一
首首曲目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掌声和
欢呼声。热瓦普、手鼓、箱鼓等乐器与歌
声默契配合，使得整场音乐会的呈现更
加生动、立体。演出最后，返场歌曲《我
们新疆好地方》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演出还特别邀请了来自美妙童声合唱

团的26名学生合唱《期待的远方》《我会
等》，他们稚嫩纯真的声音打动了在场
的每一个人。

“听完这场音乐会，感觉精神受到
了一种洗礼，合唱团的精湛演绎让我陶
醉其中，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
到这样的艺术活动。”观众陶昆伦说。

昌吉州文化馆副馆长于晶晶表示，
这是一场惠及民众的文艺活动，全体成
员筹备了三个月，音乐会曲目丰富多
样，满足了各年龄段的需求。“我们期望
通过这场音乐会，让大众了解到合唱艺
术的多种形式，倾听其丰富的内涵，从
而感受合唱的独特魅力。”于晶晶说。

本报讯 记者杨鹤、通讯员刘
海越报道：2024 年 12 月 28 日 18
时，呼图壁县呼图壁镇“各族儿女
筑同心 大地欢歌耀呼河”迎新春
文艺汇演在呼图壁县第一中学报
告厅拉开帷幕，现场好戏连台、座
无虚席。

大幕拉开，灯光聚焦，歌舞《天
山欢歌》激情开演，舞者们身着绚丽
多彩的民族服饰，手持扇子翩翩起
舞，歌者们歌声嘹亮，高声赞颂天山
南北各族儿女团结奋进、共同建设
祖国边疆，一时间点燃了全场的氛
围。随后，歌伴舞、戏曲串烧、新疆小
曲子等节目轮番登场，为现场群众
带来一场视听盛宴。各族群众热情
高涨，时不时挥动手中的拍手器和
荧光棒，现场欢呼声不绝于耳。值得
一提的是，呼图壁镇以道德模范真
实故事为原型，策划编排的情景剧

《我们的女儿》，展现了各族群众血
浓于水、心手相牵的深厚情谊，获得
了群众的一致好评和点赞。

几曲民歌，几句乡音，几段舞
蹈……一个个“草根节目”，让现场
群众感受到活力和欢乐。今年62岁
的呼图壁镇北门社区居民马国军
刚加入社区常青树歌友团，就有机
会登台表演。他说：“以前我很少参
加社区的文化活动，今年老友拉着
我加入了歌友团。歌友团周周都有
活动，不仅丰富了我的精神文化生
活，还让我结识了很多新朋友。”

呼图壁镇各族居民就是此次
迎新春文艺汇演舞台上的“民星”。
呼图壁镇阿同汗社区舞之韵文艺
队是由 30 多位爱好舞蹈的居民组
成。当晚近一半的节目中，都能看
到她们的身影。“群众性文化活动
不仅氛围浓厚，还能展现辖区群众
的凝聚力和良好的精神面貌，这就
是我们自己的‘村晚’。”阿同汗社

区舞之韵文艺队队员祝玉兰说。
近年来，呼图壁镇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文化润疆，积
极引导各族群众组建文艺团队，定期举
办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做到月

月有节目、周周有活动，实现社区文化
活动健康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社区
文化氛围，让文化真正融入各族群众生
活中去，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到文化活
动中来。此次迎新春文艺汇演坚持群众

自编、自导、自演原则，不仅是一场
文艺盛宴，更是凝聚人心、树立文
明新风的生动实践，充分展现呼图
壁镇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群众的文
化素养。

本报讯 记者米桃乐、通讯员吕振
江报道：2024 年 12 月 20 日，昌吉州文
化馆“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下基
层展演活动走进昌吉市建国路街道星
光社区，为居民送上了一场家门口的文
化盛宴。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开场舞蹈《天
山放歌》活力四射，演员身着鲜艳服饰，
用灵动舞姿展现别样民俗风情，瞬间点
燃观众热情；随后，女声独唱《灯火里的
中国》传递出满满的正能量，引发观众
情感共鸣；《花儿与少年》《家和万事兴》

等节目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
“能在家门口看到这么精彩的文艺

节目，我非常开心，希望以后这样的活
动经常来我们社区，丰富我们的精神文
化生活。”社区居民马会英说。

昌吉州文化馆干部赵笑阳说：“本
次活动是为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
丰富昌吉州各县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我们后期将持续赴各县市，组织开
展下基层展演活动，把优质的、精彩的
文艺节目送到千家万户。”

“文润庭州 沐光前行”2024年丝路之声青年合唱团专场音乐会举行

声乐爱好者唱响昌吉好声音

2024年12月28日晚，“文润庭州 沐光前行”丝路之声青年合唱团专场音乐会在
昌吉学院音乐厅举行。 □本报实习生 刘 欣摄

本报讯 记者荷苒·马汗、通讯员
郑珍报道：2024年12月23日，由昌吉州
文化馆举办的2024年新疆社火培训班
在昌吉市开班。昌吉州各县（市）文化馆

（站）工作人员、新疆社火非遗传承人、
文化带头人、文艺骨干等70余人参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班为期5天，邀请
昌吉州民俗专家及山西省翼城浑身板、
吉壁腰鼓、晋阳舞狮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授课。其中，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翼城浑
身板和山西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吉壁腰鼓均是首次出现在
昌吉州新疆社火培训活动中。

“来，扎好马步，跟着节拍敲击木
板，左、右、左……”当天下午，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翼城浑身板
代表性传承人段田田为20余名学员教
授动作要领。段田田介绍，翼城浑身板
是山西省翼城县地方传统舞蹈，因舞时
用木板击打浑身上下而得名，起源于农
民干完农活，用木板敲击身体以缓解肌
肉酸痛的行为。

“我带着翼城浑身板这项非遗项目
第一次走进昌吉，希望助力晋昌文化交

流，丰富新疆社火的表演内容。同时，也
希望参加培训的学员能将这项好玩、好
看，还能强身健体的非遗项目传播给昌
吉州各族群众。”段田田说。

培训班上，阜康市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艺术团团长冯翠认真学习吉壁腰鼓
的动作要领，这是她第二次参加昌吉州
文化馆举办的新疆社火培训班。2023
年，她在新疆社火培训班上学习了舞
龙。回到阜康市后，她向当地社火表演
爱好者传授了舞龙技艺，还在昌吉州
2024年“文润庭州 福满元宵”元宵节社
火展演活动阜康市会场上带领团队舞
了9条龙，收获了群众好评。冯翠说：“我
要认真学习，学会吉壁腰鼓，在来年的
元宵节向阜康市的各族群众展示。”

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一级调研员、昌吉州文化馆党支部书
记段伟说：“昌吉州文化馆作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新疆社火
’的保护单位，肩负着保护和传承新疆
社火的重任。我们希望通过开展培训，
邀请山西省非遗传承人授课，进一步丰
富新疆社火的表演内容，为昌吉州各族
群众带来更好的文化体验。”

2024年新疆社火培训班开班

—— 昌吉州文化馆 ——

让艺术融入群众生活
本报讯 记者许乐、通讯员薛莉报

道：激情四溢的舞蹈表演，悠扬动听的
器乐演奏……近日，昌吉州文化馆2024
年秋季公益培训班汇报演出在昌吉州
文化馆一楼举行，培训班学员和市民齐
聚一堂，共赏一场视听盛宴。

演出现场，公益培训班学员们依次走
上舞台，展示了他们在音乐、舞蹈等艺术
领域的学习成果。现场还有72名学员获得
了“优秀学员”称号，这些学员将有机会参
加自治区、昌吉州的各类群众文艺大赛。

据悉，昌吉州文化馆2024年秋季公
益培训班开设了成人舞蹈、少儿舞蹈、
绘画、书法、小提琴、二胡等17个班，吸
引了全州各个年龄层、不同行业的500
余名群众参与。培训自9 月起每周末授
课，于年底结束。

成人舞蹈班学员朱惠玲说：“我以
前都是跟着视频自学，这是第一次系统
学习舞蹈。授课老师很细心，给我们教
民族舞的基本步伐、手势和理论知识，
以后我可以自信地去跳广场舞了，我在
这里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近年来，昌吉州文化馆充分发挥公
共文化服务主阵地作用，不断组织开展
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
并将公益艺术普及作为重要活动内容。
自2014年起，昌吉州文化馆每年向市民
推出无门槛、零基础的艺术课程，涵盖
书画、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开设春
季、暑期、秋季和寒假4期培训班，邀请
各个领域专业水平突出的优秀老师授
课，每年服务文艺爱好者超过 1500 人
次，进一步让艺术融入群众生活。

把文艺节目送到千家万户

咱老百姓自己的村晚真精彩

呼图壁县呼图壁镇

2024年12月28日，在呼图壁县第一中学，融合舞蹈《鼓
舞中华》精彩纷呈。 □刘海越摄

2024年12月28日，在呼图壁县第一中学，歌伴舞《我的家乡五彩缤纷》欢乐上演。 □刘海越摄

2024年12月28日，在呼图壁县第一中学，舞蹈《歌声在
那时》活力满满。 □刘海越摄

本报讯 通讯员胡伟杰、谷雅
萍报道：为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
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辖区
文艺爱好者们积极参与玛纳斯县

“村晚”排练，充分展现各族群众昂
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连日来，玛纳
斯县各社区的活动室里热闹非凡，
不时传出音乐声、欢笑声。

在玛纳斯县东关社区网格点，
金绥来戏曲艺术团的团员们身着

戏服，精神饱满地进行着“村晚”的排
练。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动作，彰显了传
统戏曲艺术在新时代的无限可能，也展
现出各族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积极
追求。《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放光芒》

《乡村振兴路上把歌唱》等戏曲节目接
连上演，以传统戏曲的旋律和唱腔为基
调，将一年来玛纳斯县改革发展成果融
入其中。“离‘村晚’演出越来越近了，剩
下这段时间我们要加紧排练，呈现最好

的节目，最好的状态，把优秀的节目献
给各族群众。”金绥来戏曲艺术团团长
吕兆庆说。

在玛纳斯县玉缘社区，葡园民间艺
术团成员们跟随着悠扬的节奏翩翩起
舞，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走位都经过反
复揣摩与练习，大家要在“村晚”舞台上
绽放最美的光芒。“姐妹们聚在一起跳
舞特别开心、特别幸福，我们排练了一
个扇子舞《花开幸福》，我们对自己的节

目非常有信心。”葡园民间艺术团
团长杨玉花说。

据了解，此次‘村晚’演员都是
辖区的居民，是真正属于群众自己
的‘村晚’。玛纳斯县将通过开展‘群
众村晚’‘春晚’文体系列活动，让各
族群众唱起来、跳起来、动起来，冬
闲变冬忙，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精神
文化需求，营造欢乐和谐、团结向上
的良好社会氛围。”

玛纳斯县

近日，吉木萨尔县“冬游天山别样暖”2024-2025年冰雪嘉年华暨“文润庭州 大地流彩”“群众村晚”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舞蹈《驰骋在远方的海骝马》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 □周静静摄

本报讯 通讯员周静静报道：
近日，吉木萨尔县“冬游天山别样
暖”2024-2025年冰雪嘉年华暨“文
润庭州 大地流彩”“群众村晚”系列
活动正式启动。

据了解，活动将持续至2025年
4月，通过“群众村晚”文艺晚会、非
遗作品展示、全民健康活动等形式
多样的文体活动，为群众搭建展示
自我的舞台，推动各族群众交往交
流交融，让“村晚”真正成为老百姓
自己的舞台。

“‘群众村晚’系列文体活动就
是要将优质文化资源融入乡村和
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引导各族群众
开展各类文化体育活动。希望有更
多的群众积极参与，共同推进吉木
萨尔县的文化建设，进一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吉木萨尔县
委宣传部宣传工作服务中心主任
王碧莹说。

吉木萨尔县

2024年12月23日，昌吉州文化馆举办的2024年新疆社火培训班上，学员们正在
学习吉壁腰鼓。 □本报记者 荷苒·马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