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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司梦扬、通讯员王
亚刚报道：近日，昌吉市绿洲路街道
庭州社区小广场变身温情涌动的“爱
心广场”。昌吉市残联、绿洲路街道联
合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等单位开
展爱心公益捐赠活动。

活动现场，15家爱心单位向昌吉
市东方启智感统训练中心捐赠空调、
学习用品等爱心物资，这些物资将全
部用于帮助孩子们康复训练、教育教
学和生活改善。

据悉，东方启智感统训练中心是
昌吉州首家专门为孤独症、唐氏综合
征、智力缺陷等特殊儿童服务的民营
综合性培训中心，也是昌吉市残疾儿
童康复训练定点机构，为特殊儿童提
供优质的康复服务。

绿洲路街道党工委委员、人大工
委主任王亭懿说：“我们将充分发挥
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中积极的作用，
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能够积极地参
与到志愿活动中，为文明昌吉加油。”

本报讯 通讯员贾兴旺、杨婷报
道：6月9日是第18个国际档案日，为
了传播档案文化，增强社会公众的档
案意识，近日，昌吉市城建档案馆以

“请听档案说”为主题，开展档案知识
系列宣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昌吉市城建档案馆
的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摆放
宣传展板、悬挂宣传标语、设置咨询
台等形式，向市民宣传普及城市建设
档案的职能、作用等知识。昌吉市民

李女士说：“我今天聆听了工作人员
对档案知识的宣传，让我了解了许多
档案知识。”

昌吉市城建档案馆馆长赵东玲
说：“我们在向广大市民宣传档案
知识的同时，还介绍了我们城建档
案馆的馆藏资源与服务成果，目的
就是要让公众更好了解城建档案
在城市规划、建设、发展中发挥的
重要作用，让城建档案馆为昌吉市
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更好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王文霞、张军
剑、梁勋磊报道：盛夏六月，呼图壁县
迎来了紫皮大蒜的丰收季。当地蒜农
通过“田间直播”的新型销售模式，让
新鲜采收的大蒜通过电商平台直达
消费者餐桌，实现产销无缝对接。

在呼图壁县五工台镇十九户村
紫皮大蒜种植基地，起蒜机的轰鸣声
此起彼伏，一颗颗饱满的紫皮蒜头破
土而出。田间地头，工人们正忙着捡

蒜、抖土、剪穗、装袋，一派热火朝天
的丰收景象。蒜农朱黎明一边组织采
收，一边通过抖音平台直播带货。今
年他采用“现采现发”的模式，目前线
上销售已占总销量的60%，其余40%
通过传统批发渠道销售。

朱黎明介绍：“今年的产量要比
去年高很多。线上通过京东或者顺丰
包邮到家，北疆地区一天就可以到
家。”

本报讯 记者米桃乐、通讯员吕振
江报道：当铁水泼向夜空，瞬间化作万
点星辰。6月6日晚，新疆农业博览园非
遗打铁花表演震撼上演，漫天“铁花雨”
引得游客惊呼连连，快门声此起彼伏。

当晚，游客们早早赶到活动现场守
候。随着夜幕降临，打铁花艺人登场。只
见他们舀起熔化的铁水，奋力击向空
中。刹那间，铁水如金蛇狂舞，似天女散
花，万朵金灿灿的铁花在夜空中璀璨绽
放，形成壮观的“流星火雨”，将现场气
氛推向高潮。

据了解，打铁花是起源于北宋、盛
行于明清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
有千年历史。此次在新疆农业博览园的
精彩呈现，让观众近距离感受这一古老
技艺的魅力。

艺人任建士说：“这不仅是一场演
出，更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看到观众
如此热情，所有辛苦都值得。我们将继
续努力，让更多人了解打铁花的魅力。”

新疆农业博览园运营负责人叶祥
哲介绍：“为丰富旅游业态、提升游客体
验，自6月1日起，新疆农业博览园取消
入园门票，游客可在开放时间内免费入
园。今后，我们将持续探索文旅融合模
式，通过‘非遗+旅游’等系列特色活动
吸引游客，助力文旅产业发展。”

当晨雾在三明市大田县的美人茶
山间漫卷成纱，玛纳斯县北五岔镇的枸
杞林正舒展腰肢，任由晨光在叶片上洒
落斑驳。

草木本无心，因人而生情。枸杞叶红
茶首泡成功，校园茶室里茶香氤氲，乡村
茶馆木桌上茶盏相碰，电商平台上“援疆
茶”订单纷飞，茶枝藤蔓般深耕两地土
壤，在闽玛交融的年轮里绽放新绿。

当福建三明的茶香跨越千山万水，
飘至天山脚下，化作浸润时光的温情，
一场关于文化与发展的故事悄然上演。

茶香万里系深情

福建三明，青山与碧水缠绵交织，云
雾缭绕的山峦间，茶树舒展新芽，将千年
茶韵融入每一缕清风。这里不仅是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与生动实践
场，更是一方被茶香浸润的沃土。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
经 11 次到三明市调研，2000 年 8 月 9
日，在三明市大田县元沙村调研时，特
别嘱咐茶产业要向生态、绿色、有机方
向发展。这份嘱托，如同一颗种子，深植
于三明的土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精耕细
作，三明市统筹推进“茶文化、茶产业、
茶科技”融合发展，从春日茶山的新芽
萌发，到制茶工坊的匠心传承，大田美
人茶、泰宁岩茶等 7 个县域茶叶公用
品牌应运而生，让三明生态茶焕发出
勃勃生机，在八闽大地上奏响绿色发

展的乐章。
自福建省第九批援疆工作开展以

来，三明援疆干部人才怀揣使命奔赴玛
纳斯县，将茶文化传播、茶产业发展列
为对口支援的重要使命。“这不仅是茶
的传递，更是生态理念的传播，是文明
的交融。”玛纳斯县委副书记、福建援疆
三明分指挥部指挥长苏建章说。

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三明市，与陆
上丝绸之路重镇玛纳斯县，因茶结缘，
以茶为桥，搭建起交流合作的坚实纽
带。茶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茶经济在
此蓬勃发展，两地人民以茶会友，携手
并肩，共绘发展蓝图，书写着新时代山
海协作新篇章。

茶韵千年连闽昌

提壶高冲、投茶旋盏、分茶入杯……
6月4日午后，玛纳斯县第一中学闽玛茶
文化社团茶香弥漫。

40平方米的空间里，三明援疆教师
生动讲述着三明以及福建茶文化的发
展历程，将高考知识点与茶文化、茶艺
工序巧妙结合，架起了两地文化沟通的
桥梁。

时光回溯至2023年9月，三明援疆
教师孔国友与谢辅俊积极协调福建援
疆三明分指挥部的资金支持，闽玛茶文
化社团迎来了首次开课，从此开启了茶
文化在校园的传播之旅。

“我们将福茶文化融入校园，构建
起独具特色的茶文化课程，让千年茶香

在新时代校园焕发新生。”孔国友说出
了推广茶文化教育的初衷。

从最初20人的试探性报名，到如今
97人挤满教室，茶桌上的故事比茶汤更
耐人寻味。这一变化见证着茶文化在学
生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不止于校园，在兰州湾镇八家户
村，“三明茶馆”拔地而起。这里被打造
成集“茶文化+农特产品+乡村旅游研
学”于一体的网红打卡地，每年吸引大
量游客慕名而来。

三明援疆干部人才持续在玛纳斯
县、昌吉市、石河子市等地传授茶知识、
开展茶艺培训、进行茶经济合作交流等
系列活动，以茶为媒，推动明玛、明昌、
兵地之间茶文化、茶产业的交往交流
交融。

如今，玛纳斯县处处茶香飘逸，一
股泡“工夫茶”的流行风悄然兴起，展现
出福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蓬
勃发展的景象。

福茶乘风正当时

盛夏时节，玛纳斯县兰州湾镇八家
户村的“三明茶馆”，63岁的吴逸华正用
紫砂壶冲泡刚研制的枸杞叶红茶。茶汤
在公道杯中流转，琥珀色的光泽映着他
两鬓的白发。

这位来自三明市的自治区科技特
派员，在新疆扎根25年，用一杯杯“援疆
茶”续写着闽疆产业协作佳话。

2020年，福建援疆三明分指挥部以

茶为媒推进产业援疆，吴逸华在玛纳斯
县创办新疆玛禾生态农庄有限责任公
司，联合三明市果茶专家廖劲萍团队，
在戈壁滩上展开了一场“叶片革命”。

他们走遍天山南北采集原料，在制
茶车间反复试验发酵程度，终于让枸杞
叶红茶带着大漠阳光的甘甜、沙棘叶白
茶裹着天山雪水的清冽、沙枣叶红茶含
着绿洲果香的醇厚，相继从试验台走向
市场。

“第一次喝到新疆的茶，没想到这
么醇厚！”石河子游客顾凯薇捧着茶杯
的惊叹是吴逸华最欣慰的回响。

在三明茶馆展柜前，三明援疆农技
专家丛艳静指着陈列的枸杞叶红茶、沙
枣叶红茶、沙棘叶红茶等 10 个系列的

“援疆茶”说：“这些茶既是生态产品，更
是产业纽带。”

近年来，闽茶“西北行”、疆茶“东南
飞”，两地茶叶在天山与闽江间绘就“你
中有我”的融合图景，2024年“援疆茶”
在新疆创业创新大赛中获昌吉州二等
奖、自治区优秀奖。

“茶产业是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
山的桥梁，更是连接两地民心的纽带。”
苏建章说，“未来，我们不仅要让‘援疆
茶’飘香全国各地，更要沿着‘一带一路’
飞向世界，让每一片带着闽疆印记的茶
叶，都成为产业协作的生动注脚。”

当枸杞叶红茶再次斟入茶杯，荡漾
的不只是醇厚的茶汤，更是两地以茶兴
产的深情与希望。

社区直通车

在昌吉州这片充满活力与希望的
土地上，少年先锋队作为培养新时代接
班人的重要阵地，正以蓬勃的姿态书写
着属于他们的辉煌篇章。近年来，中国
少年先锋队昌吉州工作委员会（以下简
称：昌吉州少工委）紧跟时代步伐，带领
全州各级少先队组织通过一系列富有
成效的活动和举措，不断深化思想政治
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
少先队事业高质量发展。

近日，昌吉市榆树沟镇中心学校的
少先队员们以老照片回望奋斗初心，用
快板说唱展现今朝辉煌，借歌舞演绎勾
勒未来图景，让红色基因在代际传承中
焕发蓬勃力量。昌吉市榆树沟镇中心学
校一年级（1）班新入队的学生任展博
说：“我今天戴上红领巾很开心，我要
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为建设祖国贡献
力量。”

“习爷爷教导记心间！”这已成为
昌吉少年最熟悉的誓言。在“红领巾心
向党”主题队日里，孩子们用稚嫩的画
笔描绘新时代蓝图；“红色旗帜代代

传”活动中，老战士胸前的勋章照亮了
少先队员清澈的眼眸。5 年来，“争做新
时代好队员”“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等
上千场主题实践活动中，昌吉州 10 万
余名少先队员通过主题队课、故事宣
讲、文艺展演等形式，将爱党爱国情怀
化作了具体行动，增强了作为少先队
员的光荣感和使命感，更坚定了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学习的决心。

2023年4月25日，呼图壁县石梯子
乡小学与呼图壁县团委联合开展了“小
小石榴籽 建功新时代”民族团结一家
亲融情实践营活动。活动中，学生们深
入了解了“阿同汗”精神，纷纷立志做维
护民族团结的好少年。据了解，昌吉州
各级少先队组织在春节、古尔邦节、端
午节和中秋节等节点广泛开展“你来我
家吃馓子，我到你家吃月饼”“我在城里

（农村）有个家”等融情活动，5年来累计
参与少先队员100万余人次；持续开展
与对口支援省市少先队员“书信手拉
手”结对交流活动，昌吉州少先队员与

福建省、山西省少先队员往来书信累计
55万余封；举办融情实践营、周末营、夏
令营160余期，累计覆盖少先队员8000
余人，各族少年儿童广泛交往、全面交
流、深度交融，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近年来，昌吉州全面落实“全童入
队、分批入队”要求，着力构建青少年阶
梯式成长激励体系，激励青少年全面发
展。2023年4月17日，昌吉市团委在昌
吉市第五小学举行“共筑泉昌情逐梦新
时代”鼓号发放暨“红领巾奖章”二星章
颁章仪式。活动中，昌吉市25所学校的
少先队员代表获颁“红领巾奖章”二星
章。据了解，“红领巾奖章”争章活动是
中国少先队组织为少先队员设立的一
项成长激励体系，目前，全州已有440名
少先队员、33 个集体争得“四星章”，
2448 名少先队员、258 个集体争得“三
星章”。

昌吉州少先队建设取得亮眼成就的
背后是专业化辅导员队伍和完善的基层
组织建设给予的坚实支撑。过去五年，昌

吉州累计开展辅导员培训700余场，培
训辅导员及少先队工作者2400余人；定
期举办专业技能大赛培育行业骨干；建
成自治区级名师工作室2个、州级名师工
作室4个；全州少先队组织先后有12名
个人、5个集体获得国家级荣誉，292名个
人、30个集体获得自治区级荣誉。

在组织建设方面，昌吉州已实现学
校少工委全覆盖，建立乡镇（街道）、村

（社区）少工委 95 个；配备鼓号队器材
165 套，建立新疆少先队实践教育基地
23 个，昌吉州少先队实践教育基地 10
个；利用寒（暑）假在村（社区）开展“红
领巾小课堂”活动，累计覆盖中小学生4
万余人。

昌吉州团委书记、少工委主任刘国
伟说：“我们将充分发挥少先队组织的
政治启蒙作用，切实履行好全团带队的
职责，发挥团教协作的合力，教育引导
广大少年儿童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
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为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的典范地州当
好预备队。”

一片茶叶连山海 闽玛交融茶香满园
□本报记者 王薇

福茶天山行

新疆农业博览园再次绽放“铁花雨”
提个醒：农博园6月1日起取消入园门票

6月6日，在新疆农业博览园，游客观看打铁花表演。 □本报记者 米桃乐摄

星星火炬心向党 童心筑梦新时代
——昌吉州少先队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荷苒·马汗

昌吉市庭州社区

携手企业爱心捐赠 助力特殊儿童康复

昌吉市城建档案馆

开展“请听档案说”系列宣传活动

民生快讯

五工台镇蒜农朱黎明

田间直播：鲜蒜直达餐桌

本报讯 通讯员王博雅报道：6月
7日至8日，中国人寿昌吉州分公司在
全州各县市设立9个爱心助考站，组织
40名志愿者开展爱心助考服务。

在昌吉市区考点，公司搭建遮阳
伞、设置休息区，配备高考备用文具
和防暑降温药品，同时为执勤公安干
警、社区工作人员、环卫工人发放防
暑物资。据悉，该公司已连续六年开
展爱心助考活动，高考前夕，公司各

营业单位还慰问了当地教育局和学
校教职工。

中国人寿昌吉州分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马岚说：“在考生们奔赴下
一阶段人生旅程的关键时刻，我们要
将这份力量传递下去。作为保险企
业，中国人寿一直主动承担社会责
任、履行社会义务。我们将坚守行业
使命，持续推出普惠保险产品，为学
生群体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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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蒜农朱黎明在自家的蒜地里进行直播带货。 □王文霞摄

近日，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工会杯“村BA”篮球赛激情开赛，6支队伍共60名
运动员上演了一场乡村版的“速度与激情”。图为篮球比赛现场。 □刘 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