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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阿依加玛丽·列提甫
报道：新春的脚步越来越近，昌吉州团
委用一场充满爱心与关怀的活动，为穿
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快递小哥、外卖骑
手送上了一份特别的新春礼物。

“每天都是我们给别人送货，今天
我们成了‘收件人’，收到礼物心里暖暖
的！”外卖小哥叶佳手捧“大礼包”开心
地说。

1月16日，由昌吉州团委联合昌吉
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昌吉州邮政管理
局、昌吉州青少年活动中心、昌吉新华
书店庭州书城、昌吉州文化旅游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新疆温暖十里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新疆戎创研学教育共同发起的
昌吉州关爱“城市奔跑者”专项行动，在
昌吉新华书店庭州书城举行，50余名快
递小哥、外卖骑手代表聚在一起，感受
来自社会各方的关爱。

当天，“关爱城市奔跑者阅读角”
“温暖十里爱心补给站”揭牌，它们是由
昌吉州青年联合会、昌吉州青年创业联
合会与昌吉新华书店庭州书城、新疆温
暖十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

“在寒冷的冬天，能有这样一个地
方歇歇脚，喝杯热茶，对我们来说真是
太好了！”活动现场，快递小哥罗翔高兴
地说。

一个个精致的保温杯、一副副火红
的春联、一箱箱沉甸甸的干果，还有面
粉清油、米粉券……快递小哥、外卖骑
手纷纷领取节日的礼物，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

近年来，昌吉州团委把做好对“两
企三新”从业青年的关心关爱纳入重要
议事日程，扎实做好青年工作，联合多
方资源，推出一系列暖“新”服务，不断
加强对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关心关爱。

1月21日，昌吉州“新疆
是个好地方——第十二届天
山南北贺新春非遗年俗展”
在昌吉市华洋广场启动。现
场，市民和小朋友们做花灯、
学剪纸，笑容满面。舞台上，
社火、川剧变脸等非遗表演
精彩纷呈，年味十足。此次活
动以“非遗贺新春”为主题，
设一个主会场和多个分会
场，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丰富群众节日生活，让
非遗文化在欢乐祥和中传承
发展。活动将持续至2月28
日。 □陶维明摄

本报讯 通讯员张军剑报道：1
月18日，云南花间密码进驻呼图壁县
苗木交易市场，为新疆花卉产业发展
注入活力。

云南花间密码作为一家在全国
范围内颇具影响力的花店连锁品牌，
已成功在市场上树立良好的口碑。云
南花间密码花卉有限公司总经理魏
振东介绍，花间密码与欧洲荷兰皇家
花间密码达成合作关系，逐步发展成
为一家集种植、培训、策划、销售服务
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大型花卉连锁企
业。截至目前，花间密码在全国范围
内已经拥有超过1500家合作分店，并
且以每日新增一家店的稳健速度不

断扩张其商业版图。
新疆瀞雅花卉有限公司作为全

疆最大的花卉园艺自然人独资企业，
其业务触角延伸广泛，涵盖花卉园林
工程、鲜切花卉销售、花卉文旅、园艺
沙龙、文旅活动策划、婚庆礼仪服务、
花艺培训以及新疆特色礼物等。此
次，新疆瀞雅花卉有限公司与云南花
间密码花卉有限公司深度合作，成立
呼图壁县花间密码鲜花店，有望成为
新疆最大的花店。

魏振东表示，花间密码计划以呼
图壁县为核心枢纽，将云南的优质花
卉销往全疆各地，让各族群众共享花
卉带来的高品质生活。

本报讯 记者廖冬云、通讯员陈
徽、赵黎声报道：为进一步提振市场
信心，激活消费、拉动需求，1月21日，
昌吉市举办2025年房产销售推介会，
26家房产企业带来30个房产项目齐
聚昌吉迎宾馆，吸引了众多潜在购房
者和业内人士的关注。

推介会上，昌吉特变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昌吉市明盛天成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等房产企业代表对房产项目分
别进行了推介。记者在现场看到，各房
产企业通过精美的展板、详细的宣传资
料以及专业的销售人员讲解，全方位展
示了楼盘的地理位置、周边配套、户型
设计、小区环境等情况。此次推介活动
中，多家房产企业带来了优质房源，从
刚需小户型到豪华大平层等多种类型
的房源，满足了不同购房者的需求。

上午10时，市民沈文文来到了推

介会现场，她有意向换一个大户型的
房子。“‘国宸府’的地理位置比较符
合我的心理预期，我就在附近上班，
通勤方便，117 平方米的现房很适合
一家四口人居住。”沈文文说。

当天，参展企业还推出了砸金
蛋、送车位等优惠活动，为购房者提
供了更多选择和实惠。新疆曦隆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房产销售公司推出了
特价房源和买房送车位的活动。该公
司经理马莉说：“感谢政府为我们搭
建平台，此次活动的举办，能够拉动
消费，提振房地产市场信心。”

昌吉市住房保障中心业务科科
长李祥表示，此次房产销售推介会，
不仅是展示城市房地产发展成果的
平台，更是政企携手、共促城市繁荣
的新契机，后期还会推出发放房券、
家电补贴、送装修等优惠政策。

8家单位送春节大礼包，外卖快递骑手开心“签收”

1月16日，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纷纷领取春节大礼包。
□本报记者 阿依加玛丽·列提甫摄

昌吉州“新疆是个好地方——第十二届天山南北贺新春非遗年俗展”启动

图①：社火表演吸引众
多群众观看。

图②：小朋友正在学习
剪纸技艺。

图③：演员正在表演回
族舞蹈《花儿与少年》。

图④：川剧变脸表演吸
引许多小朋友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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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型花卉连锁企业入驻呼图壁县

昌吉市举办2025年房产销售推介会

落实安全责任 推动安全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刘臣、木沙报
道：1 月 18 日至 19 日，昌吉州消防救
援支队开展极寒条件下 24 小时地震
灾害事故救援拉动演练。

此次演练模拟在昌吉州辖区发
生6.5级地震，震中公路、桥梁、电力、
通信中断，支队先后调派阜康市、玛
纳斯县消防救援队伍开展地震救援
行动。玛纳斯县乌伊路消防救援站出
动5车20人开展24小时拉动演练。拉
动过程中，全员徒步5公里，携带救援
装备和个人保障物资赶赴现场，并先
后开展了营地搭建、侦察救援、横向
破拆、木制支撑、顶撑救援等科目实
操训练。夜间温度降至-22℃，现场指
挥员指挥参与人员采取防冻措施、检

查救援装备，并组织参与人员在户外
帐篷内休息。

在阜康市，消防救援队伍联合辖
区医疗、社会大型救援车辆开展了联
合地震演练，并按照模块化携行要求
完成人员装备物资清点，搭建前方指
挥部。生命搜救过程中，人工搜索、雷
达生命探测仪搜索、社会大型救援车
辆、120救护车协同作业。

此次极寒条件下全要素、全流程
的地震灾害实战实练，检验了全州地
震救援队伍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联
勤保障等环节的实战应对能力，提升
了救援队伍快速响应和协同作战能
力，确保在冬季地震救援工作中能够
迅速、高效地开展救援行动。

昌吉州消防救援支队

开展极寒条件下地震救援演练

新春佳节来临

群众可免费观看这些公益电影

本报讯 记者阿依加玛丽·列提
甫报道：新春佳节将至，为进一步丰
富广大群众文化生活，营造欢乐、祥
和的节日氛围，1月22日—26日、1月
30 日—2 月 3 日，由昌吉州党委宣传
部、昌吉州总工会主办的昌吉州庭州
强国影院第二季“文润庭州 光影迎
春”公益电影放映活动拉开帷幕，10
部优质惠民公益电影陪伴全州各族
群众喜迎新春。

此次观影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1月22日—26日）将邀请奋战在
一线的公安干警、志愿者、村（社区）干
部和中小学生、返乡大学生等群体观
影；第二阶段（1月30日—2月3日）面

向全社会发放观影票。这期间，群众可
免费观看《中国蓝盔》《横空出世》《流浪
地球2》《狼群》《我和我的父辈》《裂战》

《破冰》《末路狂花钱》等10部经典红色
电影和喜剧大片，享受春节文化大餐。

记者了解到，观影活动每天展映
一场次。每场次观影前，现场还将播
放《向新而进》等精美的昌吉州形象
宣传片，宣讲员紧扣电影主题，通过
生动鲜活的事例，宣讲自治州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及身边变化。

此外，为充分发挥“学习强国”线
下体验空间功能，观影活动现场还开
展答题竞赛活动，为“学习达人”赠送
小礼品，营造“沉浸式”学习氛围。

1月21日，市民在昌吉市2025年房产销售推介会现场挑选房源。
□本报记者 廖冬云摄

“走，到窦永福家排练去，过几天还
得到陈家渠村演出呢。”

1 月 21 日下午，玛纳斯县六户地
镇闯田地村的村民杜新玲通过微信
约伙伴排练新疆曲子。17 日，她们在
镇上的“村晚”演了两个节目很受欢
迎。这几天，各村的“村晚”都邀请她
们去唱新疆曲子，她打算和伙伴们再
展身手。

48岁的杜新玲联系的是同村60岁
的许尔秀和土炮营村55岁的藏红丽。

晚上 8 点，三人先后赶到六户地镇
的窦永福家。

52 岁的窦永福是六户地镇杨家道
村的村民，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新疆曲子昌吉州级代表性
传承人，也是六户地镇桃花源新疆曲子
艺术团负责人。

桃花源新疆曲子艺术团成员夏天
在六户地镇（窦永福）文化大院排练，冬
天在窦永福家排练。窦永福家的二层小
楼，一楼是客厅，有60多平方米，可以容
纳十几个人排练。

杜新玲刚坐稳，教她们唱新疆曲
子的师傅田泽章背着大约一米多长

的三弦琴盒也进了门。还没落座，田
泽章就开始取琴：“先把我的宝贝疙
瘩拿出来。”

75 岁的田泽章在这群唱新疆曲子
的庄户人心目中地位很高，这天晚上来
窦永福家唱新疆曲子的十来个人，都是
他带出来的徒弟。这些人，有个共同特
点，从小就听新疆曲子。

田泽章 6 岁开始唱新疆曲子，一唱
就是 60 多年。新疆曲子 170 多个调，他
基本都会。他用的三弦已经换了好几个
了。唱了这么多年，对他来说，除了忙农
事，唱新疆曲子就是他的生活。

“我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不识
谱，所有的新疆曲子都是靠田师傅口口
相传学会的。”试唱了一段新疆曲子《小
放牛》后，窦永福得意地说。

“小曲子好唱口难开。新疆曲子的
音高，学习难度也大，但我学会后觉得
成就感更大。”杜新玲说。

窦永福打趣说：“新玲她们以前都
是村里唱卡拉ok的名人，经常和我们一
块儿演出灌耳音，现在成了我们艺术团
唱新疆曲子的主角儿啦！”

“噔咯棱噔噔……”说话间，一阵鼓

点儿声响起，原来是杨家道村村民骆旭
开摆好自己的干鼓正在试敲。

62岁的骆旭开热爱新疆曲子50多
年，8岁就经常翻墙头到邻居家听，一辈
子就喜欢敲干鼓、打牙子。现在每次演
出，他必须到场。“这鼓是给大家的唱腔
定节奏的，敲起来可有技巧了。别看敲
着简单，我们艺术团里，能全场配合敲
下来的人也就只有我和田师傅。”骆旭
开自豪地说。

不到半小时，艺术团参加演出的人
都聚齐了。

“大家注意一下，26 号要到陈家渠
村演出，上一场在镇上‘村晚’演出的唱
词得改一下，现在大伙儿商量一下唱词
吧。”窦永福说。

“我看就把唱词里的‘杨家道村’改
成‘全体党员’吧，我们几个村经济发展
差不多，唱‘全体党员’更合适！”田泽章
拍板定了新唱词。

“这次我们搞个创新好不好？以前
我们都是传统演唱和伴奏一起演，这次
我们把新疆曲子最经典的《采花》用女
声清唱吧，更能吸引年轻人！”

“这个主意好！我看我家丫头也特

别爱哼这一段。这样，不会唱新疆曲子
的人比较容易听得懂、学得会。”

“那这个节目就耍你们三个女的了。”
“就是，你们得好好唱！”
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确定了《采

花》的新演出形式。又经过商量，大伙儿
决定选《幸福路上》《花亭相会》《两亲家
打架》等5个曲目，参加陈家渠村“村晚”
的演出。

“爷爷，你们让我和姐姐表演个课
桌舞《布谷鸟》吧，我给你们唱《移风易
俗唱新风》。”一个清脆稚嫩的声音突然
从讨论声中冒出来。原来是窦永福的外
孙女婉儿。只有4 岁的婉儿平时跟着外
爷爷窦永福唱新疆曲子有板有眼。在窦
永福新创作的曲子《移风易俗唱新风》
中，外孙女和他你一句我一句地对唱、
合唱，格外诙谐生动。对窦永福来说，外
孙女能跟他学唱新疆曲子，让他很欣
慰，他觉得钟爱了一辈子的新疆曲子后
继有人了。

刚刚过了大寒节气，夜晚的天气
格外寒冷，窦永福家门前的小道上，
不时传来的新疆曲子，打破了乡村的
寂静……

庄户人家的冬夜曲声
□本报记者 马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