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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旅融合促产业
蓬勃发展。依托援疆资
源，以“旅游+文化+”为
切入点，发挥文旅融合
的拉动、渗透、催化功
能，深化闽昌文旅跨界
融合发展。通过开发文
创旅游产品，建设具有
当地特色的民俗村落，
将艺术设计融入乡村旅
游，大力扶持玛纳斯县
清水河乡、昌吉市春光
里文化艺术村等具备当
地特色的村落发展壮
大，助力乡村振兴增添
动力。设计北庭插画、
都护 IP 等 9 组“北庭有
礼”文创产品，促进两地
精神文化交流向深发

展。依托援疆资金打造
的木垒县英格堡乡刘亮
程文学馆正式开馆，8月
11日刘亮程著作《本巴》
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
奖 ，产 生 积 极 社 会 反
响。组织宁德、龙岩非
遗院团参加第十一届新
疆乡村艺术节暨曲子文
化节，让传统文化浸润
百姓生活。推动举办昌
吉州第三届“网络文化
节”、“新疆是个好地方”
北庭诗歌节、“相约昌
吉·春韵玛纳斯”摄影文
化旅游节等众多文旅
节，持续拓展节庆深度
和广度，助力昌吉州内
形成“一县一品牌，四季

有活动”的节庆活动体
系。

以智力援疆促文化
人才培训培养。加大
对昌吉州宣传文化系统
的干部培训培养力度，
充分发挥资源和经验优
势，通过组织跟班学习、
定向培训、专题讲座等
方式，帮助昌吉州培训
培养各级各类文化干部
人才。组织闽昌两地艺
术家在昌举办“文化润
疆·庭州翰墨”山水画创
作研修班、昌吉州文联
第三届中青年文艺骨干
培训班等，进一步促进
昌吉州文化事业繁荣发
展。组织昌吉州各族干

部赴闽开展“我从天山
来”宣传文化系统干部
专题培训班，以及全民
健身、全域旅游、文明创
建、网络信息安全、文物
骨干等专题培训班，为
昌吉州高质量发展提供
强大的智力支撑,进一
步加强闽昌两地宣传文
化系统干部交往交流交
融。依托援疆教师搭建
平 台 ，深 入 推 进 文 化
援疆工程“进校园”、
融情夏令营和专题培
训活动，加快推动闽昌
两地教育理念深度融
合，互相学习借鉴，让民
族团结的种子在孩子们
心中生根发芽。

文化润疆谱新篇 跨越山海同心圆
海都报“追着雪花看新疆”采访组走进昌吉，探访福建在文化润疆方面取得的成效

丝路同源，心手相牵。自1999年福建对口支援新
疆昌吉州以来，闽昌两地携手走过整整24个春秋。在
24年的对口支援历程中，两地广泛开展合作交流，缔结
了深厚的友谊，其中的文化润疆工作更是让闽昌两地的
文化相知相融。

今年来，福建援疆前方指挥部（以下简称“福建援
疆”）联同昌吉州党委宣传部及相关单位深入实施“文化
润疆”工程，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多措并举
强化以文化援疆助力文化润疆相关工作，积极构建闽昌
文化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新格局，为
推动昌吉州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近日，随着中宣部组织的“追着雪花看新疆”主题采
访活动，海都报采访组来到昌吉，探访福建在文化润疆
方面取得的成效。

以优秀的文化作品推进文
化浸润、以文化人。大力推动闽
昌主题文艺精品创作，专门筹措
资金、协调多方全力配合主旋律
电影《援疆干部》摄制工作，现该
影片已完成前期拍摄，预计明年
下半年上映，通过该电影讲好中
国故事，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优越性，构建“五个认同”。拍
摄微电影《守望北庭》，通过讲述
援疆考古工作者的坚守，进一步
讲好北庭故事，增进中华民族认
同，该片荣获首届家国情怀主题
微电影最佳公益片奖。

文学作品《永不褪色的军
魂》、音乐剧《天山·誓言》、动画短
片《大话熹游》等文艺作品通过
出版发行、媒体推播、舞台演出
取得良好宣传效应，让广大干部
群众在阅读中感悟红色历史、赓
续红色血脉，在观看节目中进一
步促进闽昌两地民族之间的文
化交流发展，大力弘扬新时代主
旋律。推出“天山画卷·非遗昌
吉”木刻版画，用木刻版画的形
式生动刻画昌吉州历史风貌和

人文故事，充分发挥文艺风化成
人的作用，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以文化阵地建设和文物保
护利用促精神传承。用好援疆
资金推动昌吉州历史文物传承
保护和基础文化设施打造提升，
着力改善文化民生。在全州建
成 12个“福建援疆·百姓书屋”，
切实满足全州干部群众多元化
阅读需求。加快文化综合展馆
建设，积极争取昌吉州非物质文
化展厅等文化阵地立项建设。
举办“福文化·润疆行”中国白德
化瓷艺术展、唐朝墩古城遗址考
古成果展、闽昌民间文艺精品展
等多个展览，通过展览实证，让
文物发声，让历史说话，充分阐
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
成和发展，丰润各族群众历史文
化滋养。常态化开展闽昌两地
馆际交流合作项目，与厦门博物
馆等多地博物馆开展馆际交流
合作项目十余项，共享文物资
源，充分发掘和有效运用新疆各
民族交往的历史事实、考古实
物、文化遗存。

以文润疆，同心之
花在天山脚下绚丽绽
放。

在昌吉州分布着大
大小小 12 个百姓书屋，
正是福建援疆的项目之
一。在一间 120 平方米
的书屋里，有着1万多册
书籍。书屋里还设置了
学习区与交流区，附近居
民和学生都可以刷身份
证进入自由取阅书籍。

“我平时看散文的书

籍比较多，还有鲁迅的书
等。”昌吉市第二中学学
生邢雅萱告诉记者，“在
百姓书屋有很多关于学
习方面的书籍，我喜欢在
这阅读自习。”

福建援疆前方指挥
部还在昌吉市三十五所
中小学校和公共场所建
设了刺桐朗读亭，供学
生练习朗读配音。而在
昌吉州奇台县博物馆里
精心布置的船政文化主

题展，也将福建船政文
化带到了昌吉，让新疆
群众近距离感受福建的
文化魅力。

“今年以来，我们先
后引进了多场次福建的
展览，截至目前，船政文
化主题展的参观人数已
经达到了 5 万人次。”昌
吉州奇台县博物馆馆长
李远娇介绍，“后续我们
也计划将昌吉州奇台县
石城子遗址作为展览推

进到福建去，也让福建
的群众了解到昌吉的历
史文化，进一步加强两
地的文化交流。”

昌吉州党委宣传部
副部长李静修表示：“接
下来，我们要进一步厘
清闽昌两地的文化供需
关系，有针对性地开展
更丰富的文化交流活动
和文化项目——进一步
提升闽昌两地的文化交
流交往交融水平。”

□特写

巍巍天山舒长卷，最是文化
润人心。福建援疆统筹谋划全州
宣传文化系统以文化援疆助推文
化润疆工作。结合当地实际，制
定“以文化援疆助力文化润疆”相
关行动计划和工作方案，突出精
准管用，增强援疆工作措施的可
持续性。充分利用援疆干部派出
单位资源优势，灵活采用柔性援
疆等方式引进援疆省份的优势资
源力量，做到受援单位同派出单
位优势资源共享、共建、共创。

以文化活动促交往交流交
融。通过广泛开展文化类“三
交”活动、不断拓展闽昌文化交
流与合作，促进文化认同，对外
宣传展示福建和昌吉良好形
象。推出“闽雨润天山”“我从天
山来”“丝路同源·山海交响”文
化援疆活动品牌，铸牢闽昌两地
各族干部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不断提高各族干部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举办“山海和鸣·
榕奇同心”暨“福州听我说”专场
宣讲活动，启动“船政文化进奇
台”系列活动，打造福州援疆特

色项目；实施“小白鹭飞北庭”文
化工程，举办 2023吉木萨尔“天
山马拉松”比赛，使其成为两地
文化交流的特色名片。

此外，“丝路同源·山海交
响”首届闽昌(木垒)文化旅游节
暨第二届胡杨文化艺术节 14场
活动圆满完成，为闽昌两地文
化、旅游资源交流交出了一份满
意答卷。举办“多彩非遗 文化
润疆”闽昌书画民间文艺精品
展、和美新疆 2023 年中国油画
名家采风创作、第二届“美丽乡
村行 践行主题教育”活动暨“美
丽昌吉 金色木垒”采风写生展
览等各类文艺活动，体现闽昌两
地人民的深度融合，以艺术为载
体讴歌昌吉的大美与和美；组织
昌吉州各族干部赴闽开展红色、
历史文化主题交流活动 30 余
项，持续推动构建闽昌两地深度
融合；持续开展引客入疆活动，
加强闽昌两地游客、青少年结对
交流，组织 100名福建“小记者”
赴昌吉州研学采风交流活动，推
动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双向奔赴。

“引进来”“走出去”交流互融增情谊

夯实文化阵地 共筑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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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造血”并举 增强内生动力

闽味文化 走进昌吉

10月24日，奇台群众在船政文化书籍前驻足
（福建援疆福州分指挥部供图）

10月1日，第四期“和美新疆——中国油画
名家采风创作活动”的美术家在木垒县月亮地
村现场创作（图片来源：石榴云）

8月31日，“小白鹭飞北庭”在木垒县公演（图片来源：南平援疆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