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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玛兵地融合光伏防沙治沙一期项目冲刺收官

兵地实施“光伏+治沙”创新实践
预计年产值达14亿元，带动2000人就业

庭州时评

当草原遇见大海

新疆娃用闽南语串起中华同心圆
□陈秀梅

6 月 26 日至 30 日，2025（中国）亚
欧商品贸易博览会将在乌鲁木齐市举
办。在成功举办四届的基础上，本届商
博会吸引了更多国内外参展商，规模为
历届最大。

会展经济学著名的“1∶9乘数效应”
揭示，若会展业直接收入是 1，其对交
通、旅游、餐饮等相关产业的带动收入
可达9。

作为中国—亚欧博览会姊妹展的
商博会正是这样强大的经济引擎，它不
仅是展示新疆、宣传新疆的重要窗口，
更是驱动各地招商引资、企业开拓市场
的关键平台，正有力牵引着新疆产业升
级，推动着高质量发展迈入新阶段。

以展聚势：
构筑产业升级新高地

商博会以其强大的资源、信息与人
脉聚合能力，释放出不可抗拒的“磁石
效应”，成为新疆各地州市招商引资的
顶级竞技场。

6月22日，乌鲁木齐市各区县正对
宣传资料进行完善。本届商博会上，乌
鲁木齐市将举行“向新而行一齐投资”
推介会，各区县相关负责人将登台演
讲，推介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向全球
投资者发出诚挚邀约。

历届商博会的丰硕成果印证了其平台
价值，前四届累计签约金额突破1万亿元，
仅2023年就签约项目360个，总金额达
5210.37亿元，推动新疆产业提质升级。

哈密市在 2023 年商博会引进的新
疆慧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总投资
85亿元，目前土建基础工程已全面竣工，

即将进入核心设备安装阶段。项目建成
投产后，对延伸哈密富油低阶煤分质分
级利用产业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吐鲁番市在 2023 年商博会上的签
约金额达 517.18 亿元。“签约项目落地
后在延链补链强链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成为吐鲁番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
强大引擎。”吐鲁番市商务局党组副书
记、局长鲍爱华说。

新建黑山矿区新型智能运输系统
建设项目是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化
工有限公司与托克逊县人民政府在
2023年商博会上签约的重点项目。通过
智能化建设，黑山煤矿2024年成功晋级
为自治区中级智能化露天煤矿。

如今，该煤矿已引进 106 辆无人驾
驶矿卡。生产现场，无人驾驶矿卡与有
人驾驶矿卡混编作业，新质生产力正在
赋能传统产业升级。

以展通衢：
链接全球市场新通道

商博会是企业展示实力、发布新
品、洞悉市场、建立合作的黄金平台。对
新疆企业而言，更是撬动国内国际双循
环市场的重要支点。

以创新设计赢得市场。作为商博会
的“铁粉”，新疆西域神游文化艺术有限
公司凭借在商博会上推广获中国旅游商
品大赛金奖的刺绣包，赢得全疆市场。该
公司总经理张国翠透露，本届商博会将
推出融合馕文化的创意新品——“背着
行馕去旅行”时尚包与“妈妈不再担心我
饿肚子了”多功能颈枕和抱枕，让文旅产

品升腾出浓郁的新疆“烟火气”。
商博会带动新疆制造走向世界。新

疆西尔丹食品有限公司通过商博会舞
台，将其拳头产品雪莲辣椒丝酱、炒米
粉辣椒酱销往国内外。“本届展会，我们
将展出新品新疆过油肉拌面辣酱，现场
可免费品尝。”该公司董事长程华表示，
希望新品继续“出圈”。

新疆天山电梯制造有限公司连续
十余年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商博
会，通过展会，其产品销往中亚五国，成
为中亚五国采购清单上的“明星产品”。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共同开辟国际
市场蓝海。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精心策划
了“新疆巴州对外贸易交流推介活动”，将
在本届商博会上组织外贸、化工、农资机
械、棉种加工、特色农产品深加工等领域
40多家企业，与中亚五国采购商开展精准
对接。巴州地产的精对苯二甲酸、优质棉
种、番茄酱、辣椒酱等已远销海外，深受欧
美、中亚及东南亚市场欢迎。巴州将借助
本届商博会，进一步深耕拓展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尤其是中亚国家市场。

以展兴旅：
点燃消费增长新热点

办好一个会，带活一座城。
商博会本身就是一场汇聚全球客

流的盛会。本届商博会吸引 2000 余家
企业参展参会，海内外客商云集新疆，
将显著拉动文旅消费。

6月22日，记者走访新疆国际会展
中心周边酒店发现，早在半月前酒店就
预订一空。“会展经济虹吸效应显著。国
内外客商齐聚新疆，将直接刺激拉动文

旅消费。”新疆研学旅游促进会秘书长
陈运良预测，商博会后将有大批客商前
往各地州市考察调研。

近水楼台先得月，本届商博会吸引
了几十家文旅企业抢抓展会机遇。“7月
1 日，公司一期项目伊宁、那拉提、库尔
勒三大酒店集群同步开业，专属租车服
务及精品旅游线路也将全面上线。”新
疆华美胜地旅游有限公司联席营销中
心品牌经理于镓睿表示，商博会是华美
胜地充分展示高端文旅矩阵、触达精准
客户的绝佳平台。

透过商博会看消费，不仅能拉动“吃、
住、行、游、娱”，还将有力拉动“买买买”。对
于消费者而言，展会上国际好物琳琅满
目，可以“一站式购全球”。“俄罗斯的巧克
力、吉尔吉斯斯坦的蜂蜜、哈萨克斯坦的
面粉……”乌鲁木齐市民吴淑华说，曾在
商博会上买到过几十种国际好物。

红枣、核桃、葡萄干等，是疆外消费
者常年网购的产品。亲临展会，不少客
商会在展会上直接采购新疆好物，带回
家馈赠亲朋好友。今年，新疆顺丰速运
有限公司、新疆圆通速递有限公司等也
悉数参展，为“展品变商品”提供无缝衔
接的快递保障。

共商亚欧合作，共享丝路繁荣。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锚定新疆在国家全局
中的“五大战略定位”，本届商博会必将
推动新疆在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开展国
际合作，成为撬动产业升级、拓展全球
市场、引爆文旅消费、驱动高质量发展
的战略新引擎。

商博会为新疆播撒下通向繁荣未
来的金色种子。

本报讯 通讯员朱文斌、张伟继
报道：眼下，“乌—昌—石”区域重点
新能源工程石玛兵地融合5GW光伏
防沙治沙一期3GW光伏项目建设进
入最后冲刺阶段。

6月16日，在位于玛纳斯县北五
岔镇的一期3GW光伏项目施工现场，
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安装围墙护栏
和线路标识。目前，项目建设进度已
完成99%。光伏场区打桩、支架安装、
光伏组件安装等主体工程均已全部
完工，剩余的电气设备调试等收尾工
作正在有序推进。自开工建设以来，
项目团队克服极端气候、设备运输等
重重困难，创新采用“分段施工+交叉
作业”模式，严守质量安全底线，确保
项目按期完工。项目副经理李羿锋
说：“电缆铺设、逆变器、箱变等安装
工作已经完成，目前正在安装围挡和
标识桩，6月底具备验收条件。”

作为新疆首个兵地融合光伏防沙
治沙项目，石玛兵地融合5GW光伏防
沙治沙项目总投资189亿元，占地12
万亩。项目建设分两期进行，其中一期
3GW光伏项目建设周期计划为14个
月。立足玛纳斯县丰富的太阳能资源
和广袤的荒漠化土地，将光伏发电与
沙漠治理深度融合，实现资源优势向
发展优势的高效转化，具有显著的经
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作为兵地融合发
展的示范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玛纳斯
县与石河子市通力协作，妥善解决土
地使用、资源调配等问题，为兵地融合
项目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项目总监李雪山说：“项目投产
后预计每年能给地方带来 14 亿元的
产值和 1.6 亿元的税收，同时还能带
动周边乡镇增加 2000 多个就业岗
位，真正把‘光伏板’变成了兵地群众
的‘生态板’‘增收板’。”

抢抓展会机遇 共拓发展空间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于江艳

2025（中国）亚欧商品贸易博览会

“那个海就像我们的草原一样。”
近日，这句源自福建博主@路白来了
视频中的童言，触动了万千网友的心
弦。新疆孩童脱口而出的这句比喻，
在草原的辽阔与大海的浩渺间，架起
一道跨越千里的诗意桥梁。

视频里，孩子们澄澈的眼神与清
脆的话语，流淌着最纯粹的情感：他
们毫不犹豫地说自己是中华民族，认
为生在中国最幸福。这份源自心底的
爱国热忱，天然动人。当得知博主来
自福建厦门，孩子们兴奋地分享起厦
门援建带来的变化——崭新的校舍、
新乐器。远方的善意，早已在他们心
中生根，化为对“厦门”的天然亲近。
更令人动容的是，他们用稚嫩嗓音唱
起闽南语《厦门亲像一首歌》，歌声穿
越 4000 余公里，将新疆与福建紧紧
相连。

这首歌由中国台湾音乐人杨慕
创作，歌曲原本是对厦门的深情赞
美，如今却在新疆孩子的口中，成为
闽疆情谊的生动注脚。杨慕在采访中
坦言，未曾想新疆的孩子们会如此喜
爱它。早在几年前，杨慕就被新疆孩
子们在雪地里演唱这首歌的视频深
深打动。去年来到昌吉州吉木萨尔县
第五小学，他听到几十个孩子响亮而
熟练的合唱，“小朋友的演唱最触动
我，那种自然、真诚和纯粹，让我感受
到他们对厦门的感谢。这是最让我开
心和感动的。”

从克服闽南语发音困难到熟练演
唱，孩子们在努力中加深了对厦门的
向往。通过歌曲，他们知道了厦门有美
丽的鼓浪屿，有代表着民族气节的郑
成功，了解到一个和新疆地貌风俗截

然不同却同样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
当新疆娃用闽南语唱响这首歌，

独特的语言韵律与纯净的童声交织，
形成了跨越地域的情感共鸣。音乐无
界，它打破了空间限制，让台湾创作
者的作品在新疆土地上生根，让厦门
的城市魅力通过歌声传递到西北边
疆，这本身就是中华文化凝聚力的生
动体现。

“草原就像大海一样”，这句童趣
比喻巧妙联结了两地。草原的辽阔与
大海的浩瀚，虽处不同地域，却都象征
着宽广的胸怀与磅礴的力量。它不仅
展现了孩子们对不同文化的认知，更
折射出援疆工作促进的文化交融——
地域间的差异不再是隔阂，而是成为
了彼此欣赏的风景，让“各美其美，美
美与共”的理念在歌声中得以传递。

援疆工作不仅是物质上的帮扶，
更是精神上的凝聚。它让不同地域、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通过交流互鉴，
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与认同。当孩子
们的歌声在网络上传播，引发各地网
友的共鸣，更印证了民族团结的力量
早已超越地域，成为全体中华儿女共
同的情感追求。

短短的视频定格了中华民族一
家亲的温暖瞬间，奏响了音乐跨越山
海的无形力量，更映照出孩童心灵深
处那份“纯净的感恩与热爱”。这歌声
与童言，是感恩的倾诉，更是文化交
融的见证。它让我们看到，即便相隔
千里，语言、地域的差异也无法阻隔
人心的靠近。它让我们坚信，在祖国
温暖的怀抱中，各民族的团结与友
爱，必将如草原般生生不息，如大海
般浩瀚无垠。

图为石玛兵地融合5GW光伏防沙治沙一期3GW光伏项目四标段施工现场。
□朱文斌摄

本报讯 记者阿尔成·马南报道：6
月 18 日，来自福建的网络博主“@路白
来了”在昌吉州吉木萨尔县经历了一次
难忘的邂逅。他偶遇了几个活泼可爱的
哈萨克族小朋友，并在与他们的交流
中，被他们的知识点输出和深厚的爱国
情怀深深打动。

当博主问及小朋友们的民族时，一
个小男孩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肯定
是中华民族呀！”这句自信而响亮的话
语瞬间击中了博主的心。紧接着，小男
孩还略带疑惑地反问博主：“你不会不
知道吧？”这一幕让博主深刻感受到了
孩子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在聊起“最幸福的事”时，孩子们的
回答更是让博主眼眶发热。他们纷纷表
示：“最幸福的事就是生在中国呀！”“最
幸福的是自己是中国人呀！”这些简单

而真挚的话语，展现了孩子们对祖国的
热爱和珍惜。

更暖心的一幕随后上演。当得知博
主来自福建厦门时，小朋友们眼睛一
亮，兴奋地告诉博主：“厦门帮我们建了
新学校！”“送来新乐器”这一消息让博
主倍感亲切和自豪。随后，孩子们更是
突然集体变身“闽南语歌手”，为博主演
唱了闽南语歌曲《厦门亲像一首歌》。他
们的歌声清脆悦耳，充满了对厦门的感
激和喜爱。

博主“@路白来了”有个温暖的习
惯：他背包里总是装着相机和相框。在
这次邂逅中，他不仅用相机记录下了这
些美好的瞬间，还将照片打印出来，作
为珍贵的礼物送给了孩子们，记录下

“石榴籽大家庭”的温情时刻。这一举动
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被关注和珍视，

也为他们送去了瞬间即永恒的回忆。互
动尾声，孩子们还用随身乐器演奏《歌
唱祖国》。

视频发布于抖音平台后，迅速走
红，累计观看量超6000万。网友纷纷留
言称赞孩子们“纯净的笑脸是草原最亮
的微光”，传递出新疆大地的团结脉动。
博主评论区涌现大量暖心回复，如“这
就是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真实写照”和

“孩子们的眼睛里装着国家的未来”。
这次偶遇让博主深刻感受到了祖

国大家庭的温暖和团结。小朋友们的
爱国情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他
备受鼓舞和感动。他希望通过自己的
网络平台，将这些美好的瞬间和故事
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感受到祖
国的繁荣和强大，以及各族人民之间
的深厚情谊。

“我们是中华民族，最幸福的事就是生在中国！”

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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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然是中华民族呀！”这句奶
声奶气却掷地有声的回答，配上孩子们
用闽南语演唱《厦门亲像一首歌》的可
爱模样，让吉木萨尔县第五小学的萌娃
们一夜之间火遍全网。网络博主路白镜
头下的这条短视频，不仅定格了孩子们
如阳光般灿烂的笑脸，更娓娓道来一段
跨越千山万水的暖心故事。

6月19日，记者找到了这几个孩子。
“厦门帮我们建了学校！”当被记者问及
为何能唱出韵味十足的闽南语歌曲时，
小朋友们骄傲地向记者说。在这所由13
个民族师生组成的学校里，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教育早已融入日常。“我们通
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潜移默
化中增进认同。”吉木萨尔县第五小学
党总支书记李忠茂介绍。

视频中，身着黑白上衣的10岁哈萨
克族小姑娘阿克玛尔·哈纳哈赤，回忆起
学唱闽南语歌的经历：“刚开始可难了，我
连发音都搞不定，只能把歌词全标上拼音
回家偷偷练！现在我不但能唱整首歌还会

唱《爱拼才会赢》！”说起突然成为“小网
红”的感受，阿克玛尔·哈纳哈赤羞涩地
说：“太自豪了，同学们都说我超酷的！”

这段奇妙的音乐缘分，要从吉木萨
尔县第五小学厦门援疆教师武素云的
暖心创意说起。武素云的女儿是中央民
族大学音乐学院的学生，当她得知学校
有个音乐社团后，武素云便萌生了一个
想法：“何不让女儿利用暑期实习的机
会，把家乡的音乐带到吉木萨尔呢？”

2023年暑假，武素云和女儿利用暑
假的时间为音乐社团的孩子们教唱了
这首厦门最有特色的歌曲《厦门亲像一
首歌》。“这首歌的歌词里藏着鹭岛风
情，旋律中流淌着闽南的韵味，简直是
移动的文化名片！”武素云告诉记者。

“看到孩子们从最初的陌生好奇，
到后来能完整演唱，那种成就感是难以
形容的。”暑假过后，由本校的音乐老师
葛金钰接过了教唱闽南歌曲的接力棒，
她独创了“拼音注音法”，把闽南语歌词
变成拼音“趣味密码”，还穿插讲解厦门

的风土人情。“同学们学得上瘾，每次上
课眼睛都亮晶晶的！更让人惊喜的是，
这首歌很快从社团传唱到了全校，课间
经常能听到孩子们哼唱。”说起孩子们
的表现葛金钰满脸欣慰。

其实，文化交融的故事远不止一首
歌。在福建援疆厦门分指挥部的支持
下，吉木萨尔县第五小学与厦门学校建
立了全方位合作机制。“近邻青蓝”工
程、“石榴籽一家亲”研学活动等创新举
措，让两地师生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
化情谊。同样出现在视频里的哈萨克族
男孩哈尼·叶不拉依迫不及待地跟记者
分享：“我们还去过福建！今年寒假学校
组织我们去厦门研学！鼓浪屿美得像童
话，厦门大学也超气派！”

从课堂互动到文化交流，援疆工作为
孩子们打开认识世界的窗口，架起民族团
结的桥梁。正如孩子们脱口而出的回答“我
们当然是中华民族呀！”，正如孩子们淳朴
的心声“最幸福的事，就是生在中国！”

这就是孩子们对祖国最清澈的爱。

脱口而出的“中华民族”背后故事很暖心
□本报记者 常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