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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春晚里的“昌吉身影”

新疆大剧院为新疆春晚提供“硬核力量”
本报讯 记者许乐报道：“欢乐天山中

华情”2025年新疆与援疆省市春节联欢晚会
在新疆大剧院完成录制，于1月27日与观众
见面。新疆大剧院的优质的硬件设施赢得新
疆春晚演职人员的广泛好评。

“哇，这个舞台太大了吧。新疆不仅地域
面积大，美食分量大，就连舞台都这么大，在
这儿跳舞就一个字，爽！”长沙学院舞蹈学专
业的学生黄颖是代表湖南来参加春晚的演
员之一，一到现场，她就发出了惊叹。

天津音乐学院院长、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王宏伟来到现场后，为这里齐全的硬件设施
和大气的舞台设计频频点赞。“这里在国内
来说算是水平比较高的剧院。大家都知道，
歌剧对舞台要求比较高，这里完全能满足。
我想有一天能够带着天津音乐学院的师生
们来这里为家乡人民演歌剧。”他在现场许
下了心愿。

“麻烦张老师把 4 号台升起来。”“张老
师，准备把软景放下来……”录制现场，对讲
机里传出现场导演的声音，他们口中的“张
老师”就是晚会的舞美总监张伟，他同样对
新疆大剧院赞不绝口：“这里的舞台设计非
常合理，纵深80米的主舞台上有5块可升降
的机械舞台，能够让许多情景得到理想化呈
现。我们还充分利用这里现有的冰川、喷泉、
沙漠等大型道具，也不需要额外布置太多场
景。”

晚会录制完成后，新疆春晚总导演曾健
在现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这是历年
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新疆春晚。也是我们首
次把新疆春晚从演播厅搬出来办。设施功能
齐全的新疆大剧院在全国范围来说都是一
个理想的举办地，它让各类节目的独特创意
得到更加完美的艺术呈现。两侧的耳台上也
布置了带有艾德莱斯绸纹样的亭台，主持人
和嘉宾在那里与演员互动，也让晚会录制更
加流畅。新疆大剧院工作人员的后勤服务也
很到位，为这次春晚的录制提供了良好的保
障。大家都很‘亚克西’！”

2024 年 5 月，大型室内民族歌舞秀《千
回西域》在新疆大剧院复演，当年共演出207
场，累计接待观众23.4万人。此外，这里还举
办了“飞越丝路 驰骋新疆”QQ 飞车全国公
开赛S5 线下赛、庆祝昌吉州成立 70 周年文
艺晚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等各类文
旅赛事和活动，不仅带动周边商户增收，还
推动了新疆大剧院运行效率的提升。

本报讯 记者许乐报道：春节前夕，在新疆大
剧院，天津音乐学院院长、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
携天津音乐学院50余名师生参与了2025年新疆与
援疆省市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制，他们带来了歌曲《心
向未来》《致敬祖国》和民乐演奏《狂野飞骏图》。

王宏伟出生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
2000年，一曲《西部放歌》让他捧回第九届全国青
年电视歌手大奖赛专业组民族唱法金奖奖杯，成
为闻名全国的军旅歌唱演员。“今年新疆首次联
合19个援疆省市举办春节联欢晚会，我不能错过
这个为家乡人民送祝福的机会。”王宏伟说。

虽然这些年一直工作在外，但王宏伟始终心系
家乡，他说：“新疆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音乐宝库，音乐
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也滋养了我的体魄和心
灵，我希望通过音乐，让更多人听见新疆故事。”

王宏伟告诉记者，他对昌吉非常熟悉，在新
疆服兵役期间经常来这里。时隔多年故地重游，
他为昌吉的发展竖起了大拇指。王宏伟说：“这次
回昌吉感觉很亲切，变化也很大。平坦宽阔的道
路和崭新的楼房让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新气
象，设施齐全、舞台大气的新疆大剧院让我感受
到了昌吉州对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视。这里完全能
满足歌剧演出的要求，希望有机会我能带着天津
音乐学院的师生们在新疆大剧院为家乡人民演
一场歌剧。”

本报讯 记者许乐报道：“六星街里还传来，
巴扬琴声吗？阿力克桑德的面包房，列巴出炉了
吗……”日前，在新疆大剧院，记者被狼戈沉稳且
富有激情的嗓音吸引，他带着原创歌曲《苹果香》
参与了“欢乐天山中华情”2025年新疆与援疆省
市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制。

狼戈出生于伊犁，《苹果香》的创作灵感源于
他对故乡的深深眷恋。新疆伊犁栽培苹果历史悠
久，是著名的“苹果之乡”。童年在苹果园玩耍的
欢乐时光，母亲柜子里的苹果散发着香甜的味
道，都成为了他创作的源泉。

狼戈用深情且富有感染力的歌声描绘出新
疆各族群众淳朴、团结友爱、安居乐业的美好情
景，勾起了许多人的乡愁。如今在网络平台上，不
少网民翻唱《苹果香》，大量短视频也用其作为背
景音乐，让这首歌曲的热度持续攀升。

狼戈在现场接受采访时说：“《苹果香》是一
首没有写完的歌曲，它是我伊犁三部曲中的第一
首，2025年另外两首也会和大家见面。希望这些
作品能让大家感受到我对新疆的爱。新疆是个好
地方，天山南北都是歌。让我们放开响亮的歌喉，
为美好的生活尽情歌唱。”

狼戈《苹果香》飘进昌吉

狼戈在新疆大剧院参与新疆春晚录制。
□本报记者 许 乐摄

1月27日晚，“欢乐天山中华情”2025年新疆与援疆省市春节联欢晚会在新疆卫视、兵团卫视首播，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1月27日晚，在新疆大剧院，观众观看演出。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1月27日晚，歌舞乐十二木卡姆《春天的喜悦》精彩上演。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本报讯 记者付小芳报道：日前，昌吉
市第十小学的80名学生参与了新疆春晚开
场节目《闹新春》的表演。

在璀璨的灯光下，孩子们身穿喜庆的衣
裳，舞动道具棒棒糖，迈着欢快的步伐陆续
登场，灿烂的笑容、灵动的舞姿，展现了昌吉
州少年儿童的朝气蓬勃，也拉开了新疆春晚
的欢乐序幕。

昌吉市第十小学少先大队辅导员、音乐
教师张相荣介绍，这80个孩子都是来自该校
二、三年级的孩子，其中有 9 个男孩和 71 个
女孩，年龄大多在七八岁。“别看他们年纪
小，排练起来却毫不含糊，家长和孩子都积
极配合，从排练到录制，孩子从未喊过苦、叫
过累，都非常努力。”张相荣说。

学生家长唐凯告诉记者，女儿王宸语从
4 岁开始学舞蹈，已经学了将近 4 年。2024
年，王宸语参与了庆祝昌吉回族自治州成立
70 周年文艺晚会表演，这次能参加新疆春

晚，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和激动。唐凯说：“孩
子从来没有登上过这么大的舞台，这次有机
会能上新疆春晚，对孩子以后的舞蹈学习会
有很大的帮助。孩子十分珍惜这次机会，每
天除了参与集体排练，回到家后，还会跟着
视频抠动作。”

在前期排练过程中，孩子们不仅要在
短时间内记住舞蹈动作，熟悉各自的舞台
站位，表演结束后，还得迅速跑到舞台边，
不停挥动道具。张相荣说：“虽然开场节目
孩子们上场的时间很短，但舞蹈动作十分
考验孩子们的体力和协调性，大家每天都
很用功，一个动作反复练几十遍，一直到满
意为止。”

录制当天，孩子们早早来到现场化妆、
准备，眼中满是兴奋和期待。8岁的杨轶然小
朋友开心地说：“能登上这么大的舞台，和来
自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一起表演，我特别开
心，我一定会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本报讯 记者许乐报道：日前，昌吉州艺
术剧院、昌吉市艺术团和新疆大剧院的10个
节目参演了新疆春晚的录制。其中，昌吉州艺
术剧院原创舞蹈《幸福花儿开》是唯一由地州
报送的群舞节目。

录制现场，一阵吟唱声响起，舞台灯光随
之渐渐亮起，演员们跟随音乐节奏昂首挺胸，
仿若在迎接“阳光”的照耀。随着音乐节奏欢
快地变换，演员们的步调越来越活泼轻快。女
演员身着渐变的橙黄色衣服，恰似成熟饱满
的麦穗；男演员身着黄褂子、浅褐色裤子，犹
如坚实的麦秆。他们以板凳为道具，动作奔放
且充满力量，仿佛金色麦浪随风舞动。

《幸福花儿开》由昌吉州艺术剧院独立
创作，灵感来源于主创团队在奇台县半截沟
镇腰站子村采风时看到的小麦丰收场景。作

品具有浓郁的昌吉特色，同时还吸收借鉴了
现代舞等舞种元素，是庆祝昌吉回族自治州
成立70周年的献礼作品。2024年5月，《幸福
花儿开》首次亮相便斩获了第二届新疆文化
艺术节舞蹈（群舞）展演金奖。为了能在新疆
春晚上呈现出更好的视觉效果，舞蹈在原有
的24名演员的基础上又增加了4人，舞蹈队
形、动作也有调整。

《幸福花儿开》舞蹈编导赛晓丽介绍，舞
蹈主要体现乡村振兴的新面貌，反映当代群
众沐浴在党的温暖阳光下，通过科技种田、
勤劳致富，人人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她说：

“新疆春晚在家门口举办，我们的舞蹈能跳
给全疆甚至全国人民看，让我们十分自豪。
主创团队所有人都鼓足劲儿想把最完美的
一面呈现给观众。”

80名昌吉萌娃开场“闹新春”

昌吉市第十小学的学生在新疆大剧院参与新疆春晚的录制。
□本报记者 付小芳摄

昌吉州原创舞蹈《幸福花儿开》上演

福建木偶戏演绎闽昌情
本报讯 记者付小芳报道：福建省作为

对口支援昌吉州的省份，带来的提线木偶戏
和布袋木偶戏表演成为新疆春晚的一大亮
点。

在录制现场，憨态可掬的狮子、弹奏乐
器的维吾尔族老爷爷、会翻跟头的新疆姑娘
等木偶让人眼前一亮，只见演员熟练地操控
着木偶身上的丝线，不时让木偶做出各种复
杂的动作。

“这次我们为大家带来木偶戏《偶遇福
疆》，这个节目是结合福建和新疆两地的特
色文化编排而成，我们希望以这种艺术表演
形式，充分展现福建和新疆多年来结下的深
厚情谊和两地独特的文化魅力。”福建省龙
岩市上杭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艺术社文股
股长王颖华说。

在新疆春晚录制现场，伴随着一阵有节奏
的音乐响起，一场比艺招婿布袋木偶戏表演正
式开始。随着音乐节奏的变换，吹唢呐、举重、摔
跤等十八般武艺轮番上阵，可谓看点十足。

“布袋木偶戏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指掌直
接操纵木偶，布袋木偶戏里的角色和中国戏
曲里的角色一样，也分为生、旦、净、末、丑。”
漳州布袋木偶戏省级非遗传承人陈黎晖说，

“这次很高兴能将布袋木偶戏《招亲》带到新
疆春晚的舞台，希望通过我们的表演，能让
更多的人了解并且喜欢布袋木偶戏。”

此次福建省带来的布袋木偶戏和提线
木偶戏表演，将福建独特的文化搬上新疆春
晚的舞台。演员们凭借精湛的技艺，让小巧
的木偶在舞台上活灵活现，或灵动跳跃，或
挥舞兵器，一招一式令人惊叹不已。木偶精
致的妆容、华美的服饰，也充分展现了福建
传统木偶制作工艺的高超水平。

此次福建木偶戏的加入，不仅丰富了新
疆春晚的节目内容，也为新疆乃至全国各地
观众打开一扇了解福建文化的窗口。与此同
时，也让福建的木偶戏艺术得以在新疆这片
广袤的土地上展示风采，增进两地人民之间
的文化认同和情感交流。

王宏伟在新疆大剧院参与新疆春晚的录制。
□本报记者 许 乐摄

歌唱家王宏伟为昌吉发展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