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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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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巍巍天山深处，苍劲挺拔、四
季青翠、攀坡蔓生、绵延不绝，构成一
道沿山而筑的绿色长城的，是极富传奇色
彩的雪岭云杉。据说它的祖先于 4000多万年
前从青藏高原迁徙而来，且生且演变，终于发
展成蔚为大观的“天然生物基因库”，成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奇观的中心就在
新疆巩留县的库尔德宁。

举世罕见的森林王国

库尔德宁在巩留县以东 8000 公里处，这片哈萨克语中的
“横谷”之地，是天山“湿岛”中最大的降水中心，拥有完整的土
壤垂直带谱。从低到高，山地黑棕色野苹果土、黑钙土、灰褐色森
林土、亚高山草甸土、高山草甸土次第排列。亚高山草甸、山地常绿
针叶林、落叶阔叶林、旱生常绿针叶灌丛、草原顺序展开。已知的
1594种野生植物 （其中12种收录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皮书，
10 种收录于 《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物种》） 星罗棋布其间。
库尔德宁还是准噶尔山楂、天山槭、樱桃李等众多第三纪残遗物种的避难
所，是野生欧洲李的唯一发源地，更是雪岭云杉这一第三纪古老树种的美
丽家园。

丰富的植物引来了众多的动物家族，目前已知库尔德宁有野生脊椎动物
223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30余种，包括高山兀鹫、长耳鸮、大杜鹃、粉
红椋鸟、草原旱獭、草原蝰、白肩雕、乌雕、猎隼、香鼬、虎鼬、水獭、雪
豹、盘羊等多种濒危动物，都在这里安家落户，所以这里又被专家们称为亚欧大
陆腹地野生生物物种的“天然基因库”，成为国家生态旅游区和野生物种基因科研
基地，对于世界生物研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库尔德宁

雪岭云杉写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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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然天成的壮丽画卷

都说江南秀，也知北国幽，但我们游览库尔德宁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是人间锦绣。
置身于浩瀚林海，青杉逐浪，果木缤纷，绿茵如盖，野花灿灿。草原与森林巧妙交织，
深峡与旷谷随意错落。清秀妩媚处若江南处子，巍峨险峻处尽显大西北的英豪，其曼妙
玲珑和惊心动魄不可言喻。

库尔德宁景区办主任燕国华说，库尔德宁的美是从县城向景区进发时开始的。一路
上，萋萋芳草、奔流涧水、烂漫山花、断崖沟壑等轮番轰炸眼睛。在雪岭云天、沟谷花
海、无边草原、溪流飞瀑里穿行，既像披览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又似聆听一部婉转迷
离的乐章。进入库尔德宁，从谷底到山顶，横无涯际的雪岭云杉恰如波翻浪滚的怒涛，
汹汹涌涌，碧浪排空。沿栈道攀至峰顶， 走出森森密林，豁然开朗处便是一个巨大的高
山草原，禁不住要大喊一声，我来了！但喊声尚未出口便即沉寂——绿树是草场的篱
笆，松涛是草场的号子，兀立其中不知多少年的石人是草场的主人。云朵在脸边流动，
野兔在脚边乱蹿，绿草与繁花织成的地毯上，蒲公英、荠菜、野香葱、野蒜苗、野蘑菇
触目皆是。眼不打一处看，耳不打一处听。胸不敢吐纳，心乱了方寸……

风情万种的草原部落

喀班巴依峰下的冰川融水是库尔德宁河的主要源头，滋养着库尔德宁这方沃土，滋
养着万顷雪岭云杉。一株雪岭云杉就是一座小水库。

雪岭云杉是库尔德宁的生命之源，库尔德宁是天山深处的一块瑰宝，是风情万种的
草原部落的幸福家园。库尔德宁的每一块岩石，每一眼山泉，每一棵古树以及那些弯弯
曲曲刻着岁月沧桑的牧道，是令人陶醉的梦，也是巩留人的甜蜜期望。“巩留”是 1932
年建县时拟取的名字，因巩乃斯河而得名。据早年《巩留县志》所载，该县当时辖地广
阔，故取“巩吉斯、特克斯塔留”（河流众多之意） 前后二字而名为“巩留”，有“巩固
长留”之意。

巩留是大美之地，是长治久安之地。县委书记张耀华说，库尔德宁是“天山最美的
绿谷，雪岭云杉的故乡”，我们要在展示巩留之美的同时，保护珍惜巩留之美，让库尔德
宁的美浸润更多人的心灵。

数辆贴有“农产品快速通关”
标识的货车快速办完通关手续，从
曾被誉为“准噶尔门户”、“中亚商
贸走廊”的巴克图口岸缓缓驶向哈
萨克斯坦。随着我国与周边国家首
个农产品进出口快速通关通道——
巴克图“绿色通道”的开通，新疆
及全国的果蔬等农副产品实现了快
速直达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市场。

新疆塔城地区，以塔城市为中
心，辖沙湾、托里、额敏、裕民、和布
克赛尔五县和乌苏、塔城二市，位于
祖国雄鸡版图尾翎，处在亚欧大陆
地理中心、与哈萨克斯坦接壤。

小城故事多 充满喜和乐

塔城不姓“塔”，也不因塔而得
名。元朝时因这里的山上多有旱獭
出没，即以旱獭的蒙古语“塔尔巴哈
台”名之，并于 1282 年在此设立驿
站，名塔尔巴哈台驿，至今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

塔城是一个草原城市，又是一个边境城市，还是一个口岸城市，至今已有
250 年的通商史。新疆的第一台发报机在这里诞生，第一张发票在这里印刷。
20世纪30年代，塔城口岸还是中国革命者联系共产国际的一个红色通道，王
稼祥夫妇、毛岸英等革命志士都是通过这条口岸走出国门的。

塔城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如一个由多民族妇女组成的爱心妈妈协会，
已经在塔尔巴哈台山下开展了 12 年的慈善活动，又如塔塔尔族的“撒班
节”（春播后在田头举行的祈祷五谷丰登的歌舞联欢，往往全家齐上阵），
达斡尔族的“沃其贝节”（每年农历六月八日族人齐聚联欢祈福祷祥），哈
萨克族的“阿肯弹唱会”（歌手诗人各展奇才的盛会）、摔跤比赛等，都
从故事里萌生，又在生产着新的故事。

人生真善美 这里已包括

塔城距新疆首府乌鲁木齐600公里。当你走过一座又一座大山，数
过一群又一群牛羊，看过一朵又一朵野花，听过一首又一首民歌，终于
来到塔城时，阿肯们的歌声会将你带到洁白的毡房前，慈眉善目的老
阿妈，会笑眯眯地将奶疙瘩（奶酪一类的奶制品）、糖果和包尔萨克
（一种哈萨克族传统点心）撒向空中。据说这是哈萨克草原盛大的待
客礼仪。吃了老阿妈撒下的糖果，你的一生都会受到草原的祝福。

春夏秋三季，树底
下、果园里、草原上、

小河旁，随处可见长
相不一的各族男女

老少，身着

各种彩色服装，背着各种民族乐器、一边吹拉
弹唱、一边手舞足蹈。城市的广场，更是变成
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风情博物馆”，无论是
哈萨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达斡尔族还
是蒙古族、锡伯族、汉族等，只要音乐响起，
不分男女老幼，“演员”和观众都会跑进舞池自
得其乐。

塔城这个巨大的民族风情园里共有 29个民
族，37%以上的家庭是由两个以上的民族成员构
成的。这里各民族通婚率居全国之首，拥有两
个以上民族的家庭比比皆是。

看似一幅画 听像一首歌

去过塔城的人说塔城美得“一塌糊涂”。说那里鲜花遍地，珍奇满川。以旱
獭命名的塔尔哈台山不是由悬崖峭壁组成，而是被层层叠叠的绿草覆盖，恣意烂
漫的野花把包裹山峦的绿毯染成了五颜六色的锦缎。

在塔城，如果说没有看见水，除非你是蒙着眼睛走路，否则，不经意间，你
就会同一条叮咚作响的小河不期而遇。仅塔城市就有 5条河流在此交汇、相融、
分支，然后再轻轻地穿城而去，这座城市也因此而有了一个“五弦之都”的美
称。如果仔细地看，你会发现草丛里、水底下有很多泉眼汩汩涌起，它们像一支
自发的管弦乐队，吹拉弹奏着大自然的动人乐符，所以这里又被称为“千泉之
乡”。

与热情好客的塔城人攀谈，他们会如数家珍般告诉你，这里有被称为植物界
活化石的世界最大的野生巴旦杏林，杏花盛开时节，不知是人在花的海洋，还是
海洋变成了鲜花的世界。这里有全国最大的白梭梭林自然保护区，有全国第二大
平原草原库鲁斯台草原，这里还是野生阿魏菇之乡、兰花贝母之乡、无刺红花之
乡、野生郁金香之乡、野生芍药之乡等。乾隆皇帝曾经赋诗赞誉：“垒苍翠于层
峦，荫郁葱之嘉禾。”今人又将之称为“亚欧中心百花园”。

你到小城来 收获特别多

塔城蔬菜节上，金黄的彩椒和大红的辣椒盖成了一栋房子，紫色的茄子和洋
葱组成了一把茶壶，白色的菜花和亭亭玉立的大葱构成了一间夏威夷草屋……
庆典上，除了小朋友们蔬菜
造型的炫彩表演和各族群众
的风情展演外，蔬菜生吃、
蔬菜估重、蔬菜垂钓、蔬菜
沙拉制作等比赛项目，不仅
吸引着广大市民的眼球，释
放着塔城人种菜、吃菜的热
情，也诠释着塔城人借助巴
克图这个口岸打通“绿色通
道”，将中国蔬菜送上哈萨
克斯坦、俄罗斯等他国餐桌
的豪情。

塔城是全国人均占有绿
地面积最多的城市，是全国
惟一有五条河流穿城而过的
城市，是全国空气质量最好
的城市之一。在我们因快节
奏生活而不堪重负、心灵无
处安放的今天，在这里慢慢
散步，慢慢吃饭，慢慢思考，
慢慢享受人生旅途，每个人
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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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成立60周年庆典系
列活动中，昭苏县喀尔坎特大草原上举办的
2014年中国新疆伊犁天马国际旅游节活动格
外引人注目，来自昭苏马场、伊犁种马场等地
的万匹骏马，在欢快激扬的嘶鸣声中，风驰电
掣般奔腾驰骋，草原上尘土飞扬、热浪滚滚，
如沸腾的大海掀起汹涌波涛，会场上人头攒
动，欢呼赞美声此起彼伏，鲜花彩球、音乐舞
蹈，草原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万马奔腾是历届“天马节”上最具震撼力
的一项表演，阿哈尔捷金马（汗血宝马）、俄罗
斯速步马、美国速步马、奥尔洛夫马、英国纯
血马、中国矮马、库斯塔奈马、阿尔登马、伊犁
马等10多种骏马亮相，令人目瞪口呆、大开眼
界。

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昭苏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的伊
犁哈萨克自治州西南部，西与哈萨克斯坦国
接壤（边境线长200多公里），西南与吉尔吉斯
斯坦国毗邻，是全疆唯一一个没有荒原的农
牧县，美丽的昭苏草原上生活着哈萨克、汉、
蒙古、维吾尔、回、柯尔克孜、塔塔尔、乌孜别
克、锡伯、俄罗斯、塔吉克等21个民族。

昭苏是古代乌孙故里，自西汉起，就属汉
朝在西域设置的西域都护府，迄今两千多年，
一直是中国西北边陲重地、古丝绸之路上扼
守东西陆路交通的要冲和连接东西方文明的
桥梁。

昭苏，汉语叫“喇嘛昭”，蒙古语叫“蒙古
勒库热”，是“蒙古庙宇”的意思。远古时期的
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西汉时
期是塞种人、大月氏、乌孙人的牧游区，清朝
初期隶属准噶尔部，光绪十一年（1885 年）新

疆建省，昭苏县属宁远县，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建圣佑庙，形成聚落。1938年，在六
苏门喇嘛昭建昭苏设治局，1942 年建立昭苏
县。

美不胜收的自然风光

昭苏境内的木扎尔特冰川、夏塔鹿苑、夏
塔温泉、库尔库勒德克水帘洞、昭苏大草原等
自然景观，向人们展示了大自然的奇异壮观。

汉室细君公主墓园、夏塔古墓群、格登山
记功牌、新疆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圣佑
庙等文物古迹，在静静地诉说着昭苏历史人
文的变迁演绎，其中的草原石人、草原土墩墓
和岩画，则是昭苏草原的三大奇观。

天马的故乡

昭苏自西汉时期养马迄今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号称“天马的故
乡”。西汉时期昭苏属乌孙国，养
马业特别繁盛，出产良马。张骞第
二次出使西域回程时，乌孙国王猎
骄糜曾派遣使者携带礼品
马数十匹前往中原。汉武
帝得到乌孙马，赐名“天
马”、“乌孙马”，后来又有
人进贡了西域大宛的汗血
马，于是乌孙马更名为“西
极马”，而称汗血马为“天
马”。昭苏因出产“腾昆仑、
历西极”的天马，2003 年
被国家农业部命名为

“中国天马之乡”。

近年来，随着国内马术比赛、休闲骑乘的
兴起，各地马术俱乐部对品种优良的伊犁马
需求量快速增加，促进了昭苏县“育马、养
马、马文化、马运动、马产品加工”等产业的快
速发展，加快马产业“五大基地”（全国最大的
良种马繁育与种源供应基地和专用马匹调教
训练基地，全国知名的马休闲旅游体验基地
全国标准化马赛事基地，疆内最大的马产业
人才培训基地）和西域赛马场的建设，积极举
办全国赛事，打造国家级赛事品牌。

2014 年 7 月 13 日，国家马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在昭苏县成立，这是目前国内 70个
国家级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第一个由新疆
企业牵头组建的国家级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该联盟将通过探索产学研合作新机制和新模
式，提升我国马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
争力。昭苏马产业将向精细化、标准化、高效
益现代产业迈进。

伊犁昭苏县：

冲刺 胡江杰摄冲刺冲刺 胡江杰胡江杰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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