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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邦节期间，昌吉州大地涌动着
民族团结的热潮，各族群众在歌舞交
融、美食飘香、文化互动中，书写着“中
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

在阜康市城关镇丽阳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30米长的“石榴籽红长桌宴”
成为民族团结的缩影。6 月 6 日，全村
200 余名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围坐
长桌共享烤全羊、红柳烤肉、大锅抓饭
等百余道新疆特色美食。麦西来甫的旋
律响起时，舞蹈演员与村民踏歌起舞。

丽阳村党支部书记库得来提·克依
木与辖区群众一起跳起欢快的舞蹈，他
表示，开展节日活动，让大家感受到民
俗文化的魅力，增进各民族间的感情，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6 日，天山天池景区展开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运动庆佳节”活动。第五届

“古尔邦节天山天池环湖健身跑”活动

吸引了50余名运动爱好者参加，他们竞
逐2.4公里的环湖赛道。瑶池湖畔，选手
们在湖光山色间健康快跑。来自四川的
游客吴古一摘得女子组桂冠后感慨：

“在这么美的地方跑步，既感受了节日
氛围，又领略了新疆的壮美。”

在呼图壁县，文化传承与节日氛围
碰撞出新火花。五工台镇幸福村葫芦园
里，来自呼图壁县石梯子乡、雀尔沟镇
小学的400余名小学生开启“探寻非遗
魅力·传承文化根脉”主题研学实践活
动。孩子们围在形态各异的葫芦工艺品
前，跟着匠人学习雕刻、彩绘等技艺，当
一个个亲手制作的葫芦挂件诞生时，童
真的脸上满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石梯
子乡小学四年级学生马琳娜举着香囊
说：“原来传统手艺这么有意思！”

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在古尔邦节
期间则迎来旅游热潮，自驾车辆沿着盘

山公路蜿蜒而上，广袤麦田翻涌绿浪，
如毯草甸延展铺开，皑皑雪峰静立如
屏，构成“青绿白”三色交织的生态画
卷。游客李鑫宇感叹：“用自驾的方式感
受新疆的辽阔，在节日里收获自然的馈
赠，这趟旅程太值了。”

昌吉小吃街作为昌吉州夜间经济
示范街区，在古尔邦节期间，推出多项
促销活动，进一步激活景区假日经济，
丰富和活跃各族群众的假日生活。重庆
游客谭正宇和家人漫步在古色古香的
街巷，被馓子的金黄、粉汤的红亮所吸
引：“在这儿能尝遍新疆味道，更能看见
各民族群众生活的热气腾腾。”

呼图壁县呼图壁镇各社区成为文化
交融的微型舞台。在花城社区，主题文艺
汇演拉开帷幕，《黑走马》与《花儿》同台竞
放，各族居民自编自导的节目引发阵阵掌
声；吉祥社区的小区广场化作温情厨房，

各族群众一起协作，揉面、炸馓子、调拌凉
菜，社区干部、志愿者邀请辖区孤寡老人
与环卫工人共品“百家宴”；南门社区则举
办特色美食文化展，馓子的金黄、抓饭的
油润、椒麻鸡的红亮摆成绚丽餐台，辖区
居民群众身着盛装赴宴。

从民俗盛宴到文化传承，从运动
健康到旅游惠民，昌吉州各族群众在
古尔邦节的系列活动中，既守望了文
化根脉，更深化了团结共识。正如天山
雪松根连根，各族儿女心贴心，这些洋
溢着温情与活力的节日图景，正是昌
吉州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写照。站在
新时代新征程上，昌吉大地的民族团
结之花，正以节日为媒，绽放出更加绚
烂的光彩。

（记者马菲阳，通讯员杨涛、马翠、
刘海越、刘鑫承、张圆圆参与采写）

茶韵千年，香飘万里。当武夷岩茶的
“岩骨花香”浸润天山雪水，当福建大红
袍与新疆石榴籽在茶盏中晕染绯红——
这抹穿越山海的闽地茶香，在丝路驼铃
与援疆足音中酿成新的回甘，于昌吉大
地书写着民族团结的芬芳诗行。

茶馆里的援疆印记

6月5日，八马茶叶（昌吉市中山南
路店）茶室，温馨而静谧。茶几上的水壶
咕嘟作响，茶室主理人王秋颜动作娴熟
地提起壶，将沸水滴入白瓷盖碗。盖碗
中腾起袅袅茶烟，武夷山大红袍的干茶
瞬间舒展，焦糖香混着岩骨花香霎时四
溢，弥漫在整个茶室。

“早在2017 年，我们就开始经营茶
叶了。”王秋颜身后的展柜里，武夷山大
红袍、肉桂、水仙、安溪铁观音以及福建
白茶等茗茶整齐排列，“这些都是我们
精选出来的原产地好茶，就是想为茶友
带来纯正的闽茶风味。”

援疆干部人才是茶馆的常客，在与
他们的交流中，王秋颜逐渐意识到品牌
化经营和原产地直供的重要性。她多次
赴福建考察，精心筛选合作商，2018
年，这间茶室正式开张。

王秋颜将温醇的老白茶推到记者
面前，茶汤在公道杯里晃出琥珀色的
光，“新疆人爱吃牛羊肉，福建的岩茶或
老白茶最能解腻。”王秋颜笑意盈盈。

茶馆不仅是品茶的地方，更汇聚了
人气。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茶文化，茶室
每周都会举办茶艺雅集，吸引了众多年
轻茶客们前来，认真地研习“凤凰三点
头”的冲泡手法，天山雪菊与紫砂茶器
相映成趣。

“茶香融人心。”王秋颜擦拭着刻花
茶盘，“现在喝茶成了新时尚。有人为学
茶艺从远方而来，福建援疆干部带茶商
谈合作——这一杯茶，早把两地人的情
牵在了一起。”

“三红汤”里的山海情

“看这茶汤，像不像百里丹霞？”昌
吉州茶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荣轻转
玻璃壶，大红袍、枸杞、石榴籽在沸水中
翻涌，绯红如琥珀透亮，煞是好看。

这道茶源于一次灵感迸发。刘荣在
吐鲁番调研时，当地砖茶与石榴汁同煮
的茶汤色泽热烈，让她想起武夷山的碧
水丹山。“何不将大红袍的岩骨与石榴
的炽烈交融？”几经试验，以中火烘焙的
大红袍为底，配上石榴的甜、枸杞的润，
三种赤红食材在壶中完成一场味觉的

“三山对话”。
几年前，在福建省漳州市的茶艺师

考场上，刘荣就曾用这套“三红汤”技惊
四座。当正山小种的蜜韵混着新疆欢快
的乐曲流淌，一位评委湿了眼眶——他
的爱人是援疆干部，茶汤里翻涌的绯红
让他忆起天山脚下火红的石榴林。“茶汤
红似团结纽带，甜如两地百姓生活。”

“新疆人爱调饮，如饭前的三炮台，
融茶叶、干果、冰糖，尽显包容创新。”
刘荣介绍，一杯“三红汤”，不仅是三种
赤红食材的交融，更酿成了民族团结的
永恒回甘。

与茶为伴10年，刘荣的足迹遍布新
疆14个地州市，她不断学习与传播茶文

化，并以茶为媒促交流、带就业，让更多
学生在茶艺中找到职业方向。

2024 年，刘荣再赴福建，向非遗大
师学习制茶技艺，让闽昌合璧的茶韵在
新疆茶席上绽放新彩。

茶香里的蜕变人生

随着福建茶文化在昌吉日益普
及，武夷岩茶的醇厚、福鼎白茶的清
雅、安溪铁观音的甘润，已悄然融入百
姓生活。茶香与欢笑声中，闽昌情谊愈
发浓郁。

作为昌吉人，冶思桥自小在砖茶、
绿茶的香气中长大。10年前的一次闽昌
文化交流活动中，她邂逅了福茶——大
红袍的岩骨花香、铁观音的兰花香韵、
白毫银针的蜜韵悠长，如钥匙打开她对
茶的全新认知。

从此，她与福建茶结缘，并踏上了
探索福建茶的旅程。从识茶、品茶到系
统学习茶艺，一步一个脚印，终于成为
一名茶艺师。

在与福建援疆干部人才的交流中，
冶思桥不仅品尝着福茶的多样风味，更
被福建人对茶的深厚情感所触动。“他
们谈起武夷山的茶田、制茶工序，每一
个细节都饱含敬畏。”

带着这份感动，冶思桥踏上福建茶
乡之旅。亲眼见到了武夷山丹霞岩壁间
蓬勃生长的茶树，福鼎云雾缭绕中宛如
仙境的茶园。

“手工制茶的烟火气与现代化生产
线的精密，共同构成了福建茶文化的厚
重底蕴，原来一片茶叶的背后，藏着千年
传承的智慧。”这份感悟让冶思桥更坚定
了推广茶文化的决心——以茶为媒，让
茶香成为联结两地的情感纽带。

从最初的惊艳到如今的传承，冶
思桥的故事正是闽昌茶文化交融的缩
影。当福建的茶香飘过大漠戈壁，落在
天山脚下的万户千家，落在每一个热
爱生活的人心中，茶文化的千年脉络，
正在这片土地上续写着文化交流互鉴
的新篇章。

茶，是中华文明的千年信使，是山河远阔的温情纽带。新疆与福建，
一西一东，虽相隔万里，却因一片茶叶血脉相连——新疆“宁可三日无
粮，不可一日无茶”的民谚，与福建“茶和天下”的胸怀遥相呼应。即将开
启的“丝路同源 山海交响”——2025年“文化润疆·福茶天山行”系列活
动，正是一场以茶为媒，续写丝路传奇的盛宴。

本次活动是一场跨越万里的文明对话——福建茶乡的千年匠艺与

新疆各民族茶俗交相辉映，茶马古道的历史回响与“一带一路”的时代强音同频
共振。从昌吉主会场的福茶品鉴到木垒“天空之境”的茶艺雅集，从玛纳斯茶酒
交融的创意工坊到泉昌文化中心的赠茶仪式，本次“福茶天山行”活动将以茶为
媒，既溯源中华茶文化的深厚底蕴，更展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今日起，本报开设《福茶天山行》专栏，全程记录展示这场山海共鸣的旅程，带
您品味茶香里的家国故事，见证闽昌协作的累累硕果。

本报讯 记者付小芳报道：今年
6 月 5 日是第 54 个世界环境日，主题
为“美丽中国我先行”。当天，昌吉州
2025年六五环境日暨自治区第12个
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
在昌吉市亚心广场举行。

启动仪式上，昌吉市环保志愿者
代表张岩宣读了倡议书，号召社会公
众共同参与环境保护行动，争做绿色
生活方式的倡导者、践行者、监督者；
企业代表现场作表态发言，表达了企
业履行环保主体责任、推动绿色发展
的决心。随后，昌吉市绿洲路街道庭州
社区代表被授予“绿水青山”社区志愿
服务队队旗。启动仪式结束后，现场人
员一起欣赏了精彩的文艺表演。

活动现场，主办方通过摆放宣传
展板、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品等形
式，全面呈现昌吉州在生态环境保护
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果。此外，还通过游
戏互动等方式，向群众普及生态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政策及水资源保护、垃
圾分类等相关知识，切实提升大家对
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度和参与率。昌
吉市民张蕊说：“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我们要从身边点滴小事做起，同时积
极倡导绿色低碳出行和垃圾分类。”

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昌吉分
公司安全环保部副主任刘潇说：“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关系到生态、社会
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事。今后，我
们将按照相关工作要求，抓紧、抓实、
抓细各项防控工作，为建设天更蓝、
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昌吉贡献央企
力量。”

近年来，昌吉州始终坚持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将生态环保攻坚
纳入全州“十大典范行动”，并将大气环
境改善作为2024年、2025年“十件惠
民实事”之一，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全州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稳步
提升，2024年七县（市）平均优良天数
322天，同比增加14天。全州有5个县

（玛纳斯县、呼图壁县、木垒县、奇台
县、吉木萨尔县）PM2.5年均浓度达到
国家二级标准，实现历史性突破，“昌
吉蓝”成为常态。碧水清流守护有力，
全州9条河流17个断面、13个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及2个湖库水质优良率
保持 100%，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
率提升至98%。土壤环境持续保持稳
定，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98%以上。
启动“无废城市”创建，全州城镇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工业危险废物处
置率均达 100%，为粮食安全和生态
安全筑牢了屏障。

昌吉州生态环境局党组副书记、
局长李刚说：“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
契机，不断加强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工
作，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能力
和治理水平，持续加大对违法排污企
业的监管力度。同时，也呼吁广大群
众踊跃参与‘美丽中国我先行’系列
活动，争做生态环境保护的倡导者、
行动者和示范者。”

此次活动由昌吉州生态环境局
主办，昌吉市委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暨
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承办，活动
旨在唤起全社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
重视，激发公众参与热情，营造共建
共享美好生态家园的浓厚氛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畅叙团结情 共绘同心圆
——昌吉州各族干部群众欢度古尔邦节

□本报记者 杨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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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茶天山行

茶香越山海
——记天山脚下的闽茶时光
□本报记者 王薇 刘辉 陈小清 实习记者 保娜

6月5日，昌吉州茶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荣在昌吉市一处茶馆展示茶艺。 □本报记者 刘 辉摄

5 月 23 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
彰大会在北京召开。昌吉州精神文明
创建工作喜获丰收，13个先进典型榜
上有名。

在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中，
昌吉州将文明理念融入高质量发展血
脉，通过系统性建设、创新性实践，不仅
改善了农村和城市的物质条件，还在城
乡思想道德、文化生活和社会风气等方
面实现了质的飞跃，奏响了一曲精神文
明建设的奋进之歌，展现了“文明让生
活更美好”的生动画卷。

文明是改善生活环境的“金钥
匙”。党的十八大以来，昌吉州注重提
升农村地区的生活质量和精神风貌。
通过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成
功打造了一批美丽乡村。玛纳斯县旱
卡子滩乡闽玛生态村，是全疆建成的
第一个高标准牧民定居新村，也是昌
吉州“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新
时代美丽新农村。

文明是丰富精神世界的“滋养
剂”。昌吉州注重加强基层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为群众提供多样多彩的
文化活动，丰富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
活，增强社区凝聚力。昌吉市自2017年
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以来，持续

深化巩固这一成果，不但在硬件设施
上加大投入，新建公园绿地、改造市政
管网，还在软件服务上下功夫，开展志
愿者服务、举办红色电影放映等，不断
提升市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文明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助推
器”。昌吉州以人民为中心，每年推进

“十件惠民实事”涵盖教育、医疗、就
业等各领域，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地惠及全体人民。文明还是凝聚社会
力量的“黏合剂”。在昌吉州，新时代
文明实践网络体系覆盖城乡，形式多
样的志愿服务活动蓬勃开展，极大地
激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用行动传递
爱心，用奉献诠释担当，形成了良好
的社会风尚。

文明之路，向远无止境；美好生
活，需接续开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昌吉州要继续秉持积极进取的态度，
进一步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精神文明
建设路径，不断优化工作机制，强化宣
传教育，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
人心。同时，注重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拓宽文明创建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
力，形成向上向善社会风尚，通过推动
高质量的精神文明建设，为新时代的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今日评点

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彭江燕

昌吉州2025年六五环境日暨自治区

第12个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月活动启动

6月5日，昌吉市亚心广场，工作人员向群众宣传环保知识。
□本报记者 付小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