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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许乐、通讯员刘传奇
报道：1月25日，随着新疆第二届冬季运
动会各竞赛项目全部结束，本届运动会
在乌鲁木齐市红山体育中心体育馆落
下帷幕。

新疆冬季运动会是全疆水平最高、
规模最大、项目最全的冬季综合性运动
会。本届运动会竞赛分为竞技体育项目
和群众组冰雪比赛。竞技体育项目设滑
冰、花样滑冰、滑雪、冰球、滑雪登山、越
野滑轮和轮滑7个大项、10个分项、180
个小项；昌吉州参与了其中6个大项、7
个分项的比赛。群众组冰雪比赛有速度
滑冰、雪地足球、雪地赛马、古老毛皮滑
雪、冰雪马拉松等 8 个项目和 1 个冬季

体育嘉年华活动，昌吉州参与了雪地足
球、花样滑冰和速度滑冰3个项目，共获
得4银3铜。

本届运动会奖牌榜上，昌吉州代表
团以20金21银22铜，总奖牌数63枚的
成绩位列第三；榜首为东道主乌鲁木齐
市代表团，有“人类滑雪起源地”之称的
阿勒泰地区代表团位列第二。昌吉州代
表团为自治区输送运动员12人，在输送
榜排名第三。此外，昌吉州代表团还获
得了综合实力榜第四名和体育道德风
尚奖。

在第一届新疆冬季运动会上，昌吉
州代表团共派出 68 名运动员，收获了
10金、18银、9铜，综合成绩位列全疆第

三名。相较于上一届，本届运动会昌吉
州代表团共派出了127 名运动员，在单
板滑雪、冰球项目上实现了金牌“零的
突破”。

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党组书记王艳华说：“本届运动会优
秀成绩的取得就是近年来昌吉州大力
发展冰雪运动的成果，这也让冰雪健儿
增添了信心，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展现
昌吉风采，为昌吉州建设中国式现代化
新疆实践的典范地州贡献体育力量。”

昌吉州拥有丰富的冰雪资源，雪质
优良，为冰雪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自然条件。近年来，昌吉州积极响应
国家和自治区关于发展冰雪运动的号

召，大力推进冰雪运动基础设施建设，现
有S级滑雪场7家（5S级1个，4S级1个，
1S级5个）；滑冰场5个，其中常年浇筑的
室外滑冰场4个；室内滑冰馆1处。

同时，昌吉州不断加强冰雪运动人
才培养，通过举办各类冰雪运动培训活
动和赛事，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冰雪运动
员和专业技术人才。昌吉州输送的运动
员阿合娜尔·阿达克（女子速滑项目）、
哈得斯·巴德里汗（男子越野滑雪项目）
均入选国家队并参加了2022年北京冬
奥会。目前，昌吉州有滑雪社会体育指
导员 315 名、裁判员 30 名、青少年冰雪
运动员178 名，冰雪项目体育传统特色
学校13所。

此外，昌吉州还积极开展各类冰雪
赛事、旅游、民俗活动等，吸引了大量游
客和群众参与，营造了浓厚的冰雪运动
氛围。

现场还进行了会旗交接仪式，仪式
上公布2029年新疆第三届冬季运动会
将由昌吉州承办。届时，全疆各地冰雪健
儿将齐聚昌吉州展示冰雪运动的风采。

王艳华介绍，昌吉州将充分发挥独
特的冰雪资源优势，加快发展冰雪旅
游、冰雪产业和冰雪经济，推动体育事
业和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昌吉州将以举办新疆第三届冬运会为
契机，持续巩固和扩大冰雪运动成果，
为建设体育强国作出贡献。

本报讯 记者付小芳报道：为进
一步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欢乐祥
和的节日氛围，2月6日，昌吉州艺术剧
院“元宵节戏曲周”文化惠民演出在该
剧院小剧场精彩上演，吸引众多市民
前去观赏。

首演当天，小剧场内座无虚席。演
出现场，灯光璀璨，舞台布置精美。随
着锣鼓声响起，演员们身着华丽的戏
服，迈着矫健的步伐陆续登台。经典的
唱腔、生动的表演，让台下的戏迷们过
足了戏瘾。

73岁的昌吉市民刘艳英是一名老
戏迷，当天她跟几位姐妹一起观看了演
出。刘艳英说：“今天的戏曲表演非常棒，
作为一名戏曲爱好者，能在家门口看到
如此精彩的演出，我感到非常开心。”

据了解，“元宵节戏曲周”惠民演
出活动是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昌吉州艺术剧院倾力打造的
一张惠民利民乐民的文化名片。自
2013 年以来，昌吉州几乎每年都会在
正月十五前举办“元宵节戏曲周”演出
活动，今年已是昌吉州举办的第十届。

为了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有戏可
看，今年，昌吉州艺术剧院还特别邀请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豫剧团、乌鲁木齐市
秦剧团（新疆秦剧团）联合演出，此次演
出在剧目的选择上既兼顾了经典与创
新，同时还融合了现代元素，由多支专
业院团为观众带来秦腔、新疆曲子、豫
剧等传统经典剧目及小戏和折子戏专
场演出，让广大群众通过近距离观看，
充分感受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

乌鲁木齐市秦剧团（新疆秦剧团）
艺术创作中心副主任赵强说：“这次我
们为观众带来了秦腔《双官诰》《铡美
案》，希望通过此次演出，加强兄弟院
团间的戏曲文化交流，丰富群众的文
化生活，同时让更多的人了解秦腔，爱
上中国传统戏曲。”

昌吉州艺术剧院舞美队队长马骞
介绍，此次惠民演出以传承经典、服务
群众为宗旨，覆盖老年人、学生等多个
群体，预计惠及群众超3000人次。希望

通过“元宵节戏曲周”惠民演出让传统
文化与节日氛围深度融合，让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的文化盛宴。

“我们将以这次惠民演出活动为
起点，全年开展戏曲进社区等文化惠
民活动，还将利用新媒体等平台普及

戏曲知识，让戏曲艺术扎根群众生
活，激发群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热
爱。”马骞说。

本报讯 记者许乐报道：“哇，好多
人啊！”2025年新春佳节，昌吉州各大电
影院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在社交平台
上，大家纷纷晒出电影票，和亲朋好友
分享观影感受。

春节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一家
人走进影院共享欢乐时光，已经成为一种
新的过年方式。观众们在电影中感受亲
情、友情和爱情，体验不同的人生故事。

大年初一，不少市民表示“一票难
求”，黄金时间的场次几乎爆满。昌吉市
民程嘉欣说，大年初一准备和家人一起
去看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可当日好
时段的场次要么满座，要么只剩边角的
单个座位，昌吉市内的几家电影院几乎
都是如此，她只能在网络平台购买了次
日下午的票。

2月3日，记者走进位于昌吉市汇嘉
时代昌吉购物中心3楼的103电影公园
看到，中国结、灯笼等摆件营造了浓厚
的节日氛围，等候区人潮涌动。店长张
凤玲告诉记者，春节档上映的新片涵盖
了动画、悬疑、武侠、奇幻、军事等题材，
能够全方位满足不同群体的观影需求，
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影院。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4
日22时，2025年春节档票房突破97亿，
大幅刷新中国影史春节档最高票房纪
录，观影人次超1.8亿，同样也刷新了中
国影史春节档最高人次纪录。其中，票

房榜首《哪吒之魔童闹海》凭借延续经
典又推陈出新的剧情，将神话故事以全
新视角展现，人物性格饱满立体，特效
制作精益求精，每一帧画面都堪称视觉
享受；榜二《唐探1900》在悬疑推理的主
线上融入了丰富的历史元素和黑色幽
默，让观众在烧脑解谜的同时，也能感
受到独特的时代氛围；榜三《封神第二
部：战火西岐》则以其宏大的神话世界
观构建、震撼人心的战争场面和逼真的
特效受到观众喜爱。

在昌吉市民周曦看来，今年春节档
影片多是爆款电影IP的续作或者延伸开

发，这些影片在叙事手法和题材处理上
都很有新意，能让观众有非常好的视听
审美体验。她跟家人、朋友分别看了不同
的影片，周曦说：“春节期间，我带孩子看
了《哪吒之魔童闹海》《熊出没·重启未
来》，和朋友看了《唐探1900》《封神第二
部：战火西岐》，每一部影片都很棒。”

春节假期，昌吉州各影院通过延长
营业时间、推出观影优惠等举措，吸引
观众、拉动消费。张凤玲介绍：“我们与
乌鲁木齐市、库尔勒市、哈密市等全疆
各地20家影院联合制作了新疆粉丝观
影地图，发起了看电影过大年活动。”此
外，天山天池景区还联动电影《封神第
二部：战火西岐》推出景区项目打折活
动，入住天山天池太空舱营地两天以上
的游客可免费领取电影票。

在新疆第二届冬季运动会花样滑
冰女子甲组自由滑赛场上，昌吉州14岁
女孩张紫诚大放异彩。1月25日，她身着
国风白衫，伴着乐曲《人间蜉蝣》于冰面
起舞，跳跃精准、旋转轻盈，整套动作行
云流水，以37.16分拔得头筹。本届运动
会上，她将女子甲组短节目和自由滑两
项冠军收入囊中。

张紫诚与花样滑冰结缘于 2018 年
底。初次踏上冰面，她就爱上了这种自
由驰骋的感觉。母亲为她办了年卡，自
此开启了她的冰上之旅。

一次，花滑教练黄晨在冰场注意到

滑行速度出众的她，建议她购置花样滑
冰鞋，尝试更专业的训练。2020年，她跟
随刘勇教练正式开始系统训练。

此后，张紫诚的生活被训练填满。每
天放学后，她便奔赴冰场。几个小时的训
练里，她不知疲倦，全身心投入每一个跳
跃与旋转。为掌握萨霍夫两周跳，她无数
次摔倒又站起，仔细琢磨助滑、起跳、空
中姿态、落地缓冲等每个细节。

她也十分注重舞蹈表现力的提升。
训练时，她会反复聆听曲目，理解音乐
情感，在教练指导下编排动作；平时，她
常看优秀运动员的表演视频，学习肢体

语言与表情管理，不断模仿改进。
2023年初的新疆第一届冬运会上，

面对强敌，张紫诚凭借扎实功底和顽强
毅力完成比赛，获得铜牌。赛后，她仔细
复盘了表演视频，发现许多问题，这更
加坚定了她提升自己的决心。

同年，张紫诚升入初一，面对学业
压力与训练时间冲突的难题，经过一学
年摸索，她学会合理分配时间，学习时
专心致志、训练时全情投入，实现学习
与训练两不误。2024年，她在父母的支
持下前往乌鲁木齐，跟随国家队退役运
动员王子健继续精进技术。

谈及未来，张紫诚说，即便学业繁
忙，也不会放弃花样滑冰。她坚信，只要
心怀梦想并努力，就能在舞台上绽放
光芒。

本报讯 记者移志向报道：2 月 2
日，在昌吉小吃街，昌吉有戏盖碗茶皮
影戏剧场正在上演皮影戏《武松打虎》

《仙鹤与乌龟》，引来众多游客前来观
看。皮影戏艺人灵活舞动操纵杆，皮影
人偶在幕布上活灵活现，或腾云驾雾，
或闪转腾挪，引人入胜，让游客沉浸在
古老神奇的艺术世界。为传统佳节增添
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也成为人们感受非
遗魅力的窗口。

“本来是带爷爷来回味一下以前看
的皮影戏，没想到自己也看得津津有
味，这个皮影戏在传承的基础上做了一
些创新，春节里一家人看一场这样的演
出，很有意义。”大学生徐阳说。

春节期间，昌吉有戏盖碗茶皮影戏
剧场以“非遗春节看非遗皮影”为主题，
精心挑选演出节目，将既保留传统技艺，
又融入现代元素，还贴近现代生活的作
品展示给观众。让皮影戏更好地走进大
众生活。每天都有上百人观看皮影戏。

“小朋友很喜欢看，不仅感受到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还激发了孩子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孩子说想
以后过来学做皮影。”乌鲁木齐市民曾
女士说。

皮影戏，又称“影子戏”或“灯影
戏”，是一种以兽皮或纸板做成人物剪
影，在灯光照射下用隔亮布进行表演的
民间戏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昌吉市文化旅游产业协会为了弘扬传
统文化，在 2024 年 11 月开办昌吉有戏
盖碗茶皮影戏剧场，开展皮影戏表演，
打造皮影文创产品。截至目前，已经表
演上千场，观看人数超 5000 人次。同
时，还到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的学校进
行表演，开展皮影戏研学活动，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昌吉有戏盖碗茶皮影戏剧场皮影戏
推介官李玮说：“皮影戏在春节期间的精
彩呈现，不仅丰富了各族群众的节日文
化生活，还让这一古老艺术在新时代绽
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让皮影戏走进大
众生活，走进年轻一代，让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得以代代相传，薪火相继。”

春节假期，昌吉博物馆立足
馆藏资源，以“灵蛇献瑞 文物贺
春”为主题，为观众奉上了丰富多
彩的体验活动，展现了别样的年
味。博物馆里过大年，这座昌盛吉
祥之城的新习俗、新时尚，让各族
群众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
力。据统计，春节期间昌吉博物馆
参观人数超1.2万人。

新场景：
拍摄打卡潮流地

“灵神献瑞 文物贺春”——
博物馆里过大年艺术装置打卡
牌在昌吉博物馆一楼序厅放置，
节日氛围拉满。打卡板上面装饰
有蛇年元素的头像和博物馆自
己开发的文创文物经典元素，彰
显了昌吉历史文物文化内涵，火
爆出圈，吸睛无数，成为参观群
众打卡地，不少游客竞相驻足拍
摄打卡，乐在其中，共同留下美
好的记忆。

新展览：
彰显文化厚底蕴

从一二楼《丝绸之路天山廊
道—昌吉历史文物陈列展》《情
系中华爱满天山—新疆历史名
人展》到三楼引进的山西博物院
的《精神的力量—山西博物院藏
革命文物展》以及昌吉州策划展
出的《东方风来满眼春—昌吉州
庆祝 70 周年成就展》四大展览，
热门势头依旧不减，参观群众络
绎不绝。参观游客在展览中感受
昌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激发
大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
爱，倡导“清风正气、向上向善”
的精神力量。

新活动：
民俗非遗焕光彩

昌吉博物馆围绕“蛇”年生
肖主题，举办各类手作体验活
动，邀请专业老师进行宣传、演
示与指导，结合博物馆文物元素
亲手彩绘的文物徽章、蛇年福禄
寿的年画拓印、元宵节灯笼制
作，让公众品味厚重历史，体验
指尖上的文化魅力，在特色文化
中得到智慧启迪，过上一个新意
满满、创意足足的新春佳节。过
大年，一定少不了红彤彤寓意吉
祥的春联和福字，一撇一捺，点
亮闹新春、过大年的喜庆吉祥氛
围。象征团圆美满的饺子、元宵
轮流出镜，为这个春节营造了祥
和的氛围。

昌吉博物馆还推出自助语
音导览设备，观众可以沉浸式云
游展览，更详细地了解文物背后
的故事。同时讲解员全程直播社
教活动内容，将文物背后的故事
讲给观众听，观众还可在直播间
参与抽奖，赢取精美文创礼品。
通过多元传播，让传统节日“潮”
起来，激活新时代背景下文化遗
产蕴含的创新创造基因，让更多
观众生动直观地感受博物馆文
化的魅力。

统筹多方资源，展览、教育、
文创多向发力，带给群众更独特
的文化体验。满足不同观众文化
需求，精心设计的带有文物元素
的蛇年盲盒、9 枚昌吉博物馆的
专属印章，参与观众可根据文创
产品找对应文物，获得抽盲盒的
机会，还可以亲手制作昌吉博物
馆专属的 9 宫格拼图明信片，吸
引观众走进博物馆庆新年、过大
年，实现“把博物馆带回家”愿
望，探寻历史，感知文明。

新疆第二届冬季运动会圆满闭幕

20金21银22铜 昌吉州列奖牌榜第三
2029年新疆第三届冬季运动会将由昌吉州承办

昌吉州艺术剧院“元宵节戏曲周”文化惠民演出精彩上演

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的文化盛宴

2月6日，昌吉州艺术剧院“元宵节戏曲周”文化惠民演出在该剧院小剧场上演。 □本报记者 付小芳摄

2 月 6 日，昌吉州艺术剧院小剧场，观众正在欣赏戏曲表
演。 □本报记者 陶维明摄

2月6日，昌吉州艺术剧院小剧场，演员正在表演秦腔《双
官诰》。 □本报记者 陶维明摄

看电影成春节“新年俗”

昌吉女孩张紫诚：冰上绽放的梦想之花
□本报记者 许乐 文/图

1月25日，张紫诚在本届运动会花样
滑冰比赛女子甲组自由滑项目的赛场上。

博物馆里体验

别样年味
□本报通讯员 马佳

昌吉市

非遗春节里看非遗

2月2日，工作人员向小朋友讲解皮
影戏如何操作。□本报记者 移志向摄

本报讯 通讯员张楼、张圆圆报
道：1月24日至3月1日，全疆各地同步
开展以“非遗贺新春”为主题的“新疆是
个好地方——第十二届天山南北贺新
春非物质文化遗产年俗展”活动。昌吉
市文化馆和图书馆的活动，吸引了不少
市民前来参加。

此次活动分为指尖上的非遗和舌尖
上的非遗两部分。在指尖上的非遗环节，
邀请昌吉州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张莉卿为大家现场剪窗花，并教
授剪纸技艺。现场还展出了昌吉州、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和剪纸培训
班学员创作的剪纸作品，惟妙惟肖的花
鸟、喜庆的福字，不仅营造了浓浓的节日
氛围，也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舌尖上的非遗环节，展出了近年
来昌吉市入选区、州、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的九碗三行子、酸奶、糕
点等美食，吸引市民前来品尝和购买。
昌吉市九碗三行子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传承人马学员说：“希望通过
这个活动，把九碗三行子推广和宣传出
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它。”

昌吉市

文化馆里过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