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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新疆

 































“给这边一个机会！”3月 10日上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
疆代表团开放日上，近百家媒体记者提问，几十双手同时出现在记者的
镜头中。由于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和“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建设机遇期，新疆的建设发展和安定团结吸引着近百家媒体的关
注，如何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加快发展以及新疆安全局势等问题成
为了代表团和新闻媒体所关注的焦点。

随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战略决策的提出，新疆凭借其独特的
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文化资源积极寻求发展机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党委书记张春贤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新疆是向西开放的桥头
堡，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一个天然的核心区。新疆将努力建成丝
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流中心、金融服务中心、
文化科技中心、医疗服务中心，以便更好地起到服务作用。”

在谈到新疆暴恐事件频发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
尔在接受凤凰网记者采访时说到：“我们结合新疆实际，用一年时间开展

了‘依法严厉打击暴恐活动’的专项行动，
通过依法打击暴恐分子，使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和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打出社会的正气
和安宁。打击的一手要硬，教育疏导的一手
更要硬。可以说，目前新疆严打已经初见成
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
东大厅举行的开放团活动吸引了众多媒体的
关注，300多名中外记者挤满了采访区。据中
国新闻出版网报道，离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新疆代表团开放团组会时间还有一个多
小时，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记者席就已经找

不到座位了。在答记者问环节，新疆团人大代表多次邀请记者到新疆走
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一下新疆的民族风情和发展变化。原定半小时
的提问环节不知不觉延长到了 75 分钟。

此外，央视新闻将焦点关注在新疆五大中心建设和反恐上，雪克来
提·扎克尔指出，新疆反恐不是单纯靠打压反恐分子，而是注重疏堵结
合，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环球时报也在 11 日发表社论文
章：《向新疆广大干警和群众致敬并致谢》，文章肯定了新疆全体干部群
众为维护新疆的正常面貌做出的贡献，表达了对新疆广大干警及各族人
民的敬意，并表示对新疆反恐充满信心。

截至 3月 10日，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新疆代表团共向大
会提交了6件议案。6件议案分别是：关于制定国家地下水资源保护法的
议案、关于出台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法的议案、关于修改 《刑法》 的
议案、关于制定强制执行法的议案、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促进
法的议案、关于加快建立石油天然气法的议案。 图片来源：大公网

新疆新疆：：向西开放的桥头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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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克斯县齐勒乌泽克
镇齐勒乌泽克村，金针花手工刺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绣娘们正在一间摆放着近 30 台缝纫机的工作室里加
紧赶制订单。

35 岁的居马古丽是这个合作社的一员，去年春
天，她经过一段时间的刺绣技能培训后，加入了刺绣
合作社，每个月不菲的经济效益让她乐得合不拢嘴。

近年来，特克斯县依托民族刺绣合作社，促进刺
绣手工业的发展，将富有民族特色的刺绣品推向市
场，增加了少数民族家庭的收入。

如今，在当地政府和住村工作组的资金、人员培
训、销售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合作社绣娘们的绣品
不仅有了自己的品牌“金针花”和专属的包装设计，
还在霍尔果斯、伊宁市等地建立了销售点。合作社自
去年成立以来，已经接了大大小小总价值高达 60 万
元的订单。

特克斯县以“工作组＋合作社＋刺绣能手”的培
训模式，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把民族刺绣产业做大
做强，带动全县从事刺绣行业的农村妇女发家致富。
目前，共有 1200 余名绣娘、 60 余家妇女刺绣店、9
家规模较大的刺绣专业合作社，在合力打造着“丝绸
之路最美新娘嫁妆采办地”品牌。同时，借助旅游业
的快速发展，刺绣产品年需求量逐年增长，内地游客
对维吾尔民族工艺品，特别是刺绣产品产生了极大的
兴趣，有的刺绣工艺品还出口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等中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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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是中华民族崇拜的图腾，是举
世公认的吉祥鸟，更是中华民族祈福、赞

诵的美好象征。凤羽五彩不仅是丰富的色彩
描述，还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仁、义、礼、

智、信”的形象比喻，是金、木、水、火、土
“五行学说”的形象表达。

大自然神功造化，使新疆玛纳斯县这块南北走
向的狭长之地，从空中鸟瞰，其地形图恰似一只展

翅的凤凰，所以玛纳斯县素有凤凰城的美称，又因其
盛产碧玉而被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命名为“中国碧玉之
都”。

绿色石头开花

中国的玉文化源远流长，自古就有“玉入其国则
为国之重器，玉入其家则为传世之宝”的说法。玛纳
斯是中国玉石开采较早的地区之一，唐朝宝应年间，
就在天山海拔 3800 米的地方布矿，所产碧玉曾经作
为贡品呈奉朝廷。清朝是玛纳斯碧玉开采的旺盛
期，朝廷的多枚印章即由颜色浓重、色相庄严、厚

重古朴的玛纳斯碧玉雕刻而
成。但自乾隆五十四年

封矿停采之后，玛纳
斯碧玉这一玉中珍
品便默默深潜地底
或者藏身河滩卵石
之 中 ， 直 到 1973
年国家轻工业部会

议上提出，要对新疆碧玉查清矿源开采利用，这一光彩
夺目的“国之重器”和“传世之宝”才重新走入人们的
视野。

但时隔近两个世纪，这种书中描述的质地细腻、色
泽凝碧、晶莹剔透的美玉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当地一
位叫哈力亚斯哈尔·努尔别克阿吉的老人帮助开采队员
走近了它。哈力亚斯哈尔老人对开采队员说，小时候全
家在玛纳斯的草原上放牧，自己曾跟着一位到玛纳斯找
宝的叔叔去过他们开矿的地方，这个地方或许就有你们
要找的石头吧？那些石头和一般的石头不一样，都是绿
色的。

1973 年 8 月，哈力亚斯哈尔老人凭着小时候的记
忆，在时而下雨、时而下雪的恶劣天气下，带领开采队
员沿着崎岖险峻的山路，找到了当年那个有绿色石头的
地方。当哈力亚斯哈尔老人把石头上的青苔轻轻拨开
时，队员们惊呆了，谁能想到这个岩羊和雪鸡出没的地
方，就是大名鼎鼎的玛纳斯碧玉的产地呢？他们紧紧握
住老人的手，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石头，这正是我们要
找的石头！从此，玛纳斯碧玉的开采揭开了崭新的一
页，县里当年建起了玛纳斯玉石厂，出产的数十吨碧
玉，供应上海、扬州、广州等地的十多家玉雕厂。同时
成立了玉雕厂，雕刻仿古炉瓶、花薰、碗、酒杯、手
镯、健身球等玉石产品。

重宝源远流长

历史总是在人们不经意间，撩起它神秘的面纱。随
着中国一号墓西汉楚王墓的出土，玛纳斯碧玉的璀璨光

芒再一次吸引了世人的眼球。此墓出土的“中国第一
棺”的镶漆棺上，共使用了 2095 片美玉，其中的大多
数都是玛纳斯碧玉。这一重大发现，把玛纳斯碧玉的开
采时间又上溯了近千年。

这一重大发现告诉我们，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从中
原到西部草原，已经形成了一条畅通的碧玉之路。2004
年玛纳斯县黑梁湾一座古墓中，出土了一件战国时非常
流行的“四山铜镜”，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这片草原
已经和内地进行贸易往来。历史典籍的多处记载，更充
分反映出人们持续不断地开采使用珍藏玛纳斯碧玉的热
情。在2014年8月在故宫举行的“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碧
玉器与玛纳斯”展览中，共展出院藏清代碧玉器 110 件

（套），涵盖了陈设器、日用器、文玩佩饰、仿古器四个方
面，包括山子、插屏、花插、碗、盘、杯、盒、笔筒、水丞、笔
洗、扳指、香囊、尊、觥、觚、壶等各种器型。

玛纳斯河是新疆天山以北最大的一条内陆河，也是
玛纳斯县名的由来。玛纳斯河不仅是玛纳斯各族人民的
母亲河，还是玛纳斯碧玉的孕育地，流域有一段地方就
叫“金版玉底”。“金版”是说河床及两岸盛产金子，清
代遗留的一些淘金洞至今还在默默诉说着黄金梦的故
事。“玉底”则是说玛纳斯河床蕴藏了大量碧玉。1986
年第六届全国工艺品百花奖展览期间，碧玉山《石刻聚
珍图》一枝独秀，喜拔头筹。这块重达千斤的美玉就来
自遥远的玛纳斯河。

中华碧玉家园

玉是中国先民从各种石头中筛选出来的“石之美

者”，具有温润莹泽、缜密坚韧的观赏和
实用功能。玛纳斯碧玉的声名远扬，不仅
在于其盛产优质碧玉，还在于这里是玉石雕
琢销售集散地。在这里，人们可以走进宽阔的
玛纳斯河道，在累累卵石中寻宝，可以到鳞次
栉比的藏宝阁淘宝，还可以近距离观摩工艺美术
大师们的天工之巧，品味一块经过千万年自然演
化，凝聚千万年日月大地精华的石头，如何变成一
件精美的艺术品，感受玉的风骨、玉的韵味和玉的
美丽。

为了弘扬碧玉文化，从2009年起，玛纳斯已经接
连举办了六届“碧玉文化节”。节会上，碧玉产业论
坛、碧玉摄影展、碧玉精品拍卖会、旅游商品大赛等活
动异彩纷呈。县委书记苏建国说，玛纳斯县委、县政府正
和全县各族人民一道，以福建莆田市援疆建设为契机，
以玛纳斯碧玉为载体，不断引进玉雕名师，打造集玉
石销售、精品鉴赏、旅游观光、创意设计及拍卖、评估、鉴
定等功能为一体的高端玉石平台——中华碧玉园。届
时这里将成为新疆乃至西北最大的碧玉加工销售中
心和最具特色的创业培训基地。

碧 玉 是 玛 纳 斯 的 精 神 气
质，“中华碧玉园”是玛
纳斯的靓丽名片。伴随
着新疆经济社会的大
发展，历史悠久、底
蕴 深 厚 、 储 量 丰 富
的 玛 纳 斯 碧 玉 必 将
更加璀璨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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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吉沙县惠英吉沙县惠民举民举措措显特显特色色
马玉良马玉良文文//图图

图为英吉沙县文化馆的美术干部吾加西木 （中） 正在为观
众讲解农民画的文化内涵。

2 月 28 日，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
彰暨学雷锋志愿服务大会上，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八师136团不负众望，荣获第四届全国
文明村镇荣誉称号，受到中央文明办隆重表
彰。喜讯传来，团场万名职工奔走相告。

团党委书记、政委王东升高兴地说：“荣
获‘全国文明城镇’荣誉称号，是 136 团建
团 58年来最大的喜事，是全团万名干部职工
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决心要围绕城
镇化建设总体规划，进一步加快城镇化建设
发展步伐，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让全国
的人民群众了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了解
136团。

为加强城市的经营管理，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英吉沙县逐步摸索建立了
一套科学、合理、高效的城市管理和
经营机制，在盘活城市资产上下工
夫。近年来，逐年实现突破。他们的
目标是，把英吉沙打造成文化教育之
城、美食休闲之都、宜居园林之城。

美化城市的“亮化”工程，使县
城新市花园路、新城区和谐路、光明
路等多条道路的路灯、轮廓灯、彩
灯、射灯安装完毕。如今的英吉沙县
城，夜幕降临后，在五光十色的彩灯
美化映衬下，在婀娜多姿的夜景中，
绿地休闲广场、城文化路小区聚集起
来此休闲的市民，他们在彩灯的辉映
下，伴随着优美的乐曲，跳起欢快的
健身操、广场舞。

“亮化”工程不仅给市民带来了
光明，也给到英吉沙投资兴业的商

家、观光游览的游客带来便利。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丰富群众文

化生活，英吉沙县整合文化人才资
源，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发展民间文
化艺术、发掘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
培养民间文化能人，增强文化事业发
展后劲，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
繁荣现代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成立了书法
摄影协会，书法、绘画、刺绣、摄
影、土陶制作等大赛搞得红红火火，

农民绘画、雕刻技艺、木模印花布技
艺等展览，充分展示了民族民间文化
的精髓。其中，由英吉沙县 24 名农
民画爱好者创作的 55 幅农民画作
品，获得了绘画专业人士的肯定。

为推广普及农民画艺术，确保民
间绘画后继有人，县文化馆专门制作
了 280 套绘画架发放到乡镇文化站，
还开展了乡村民间绘画艺人培训，开
办青少年绘画基础培训班等。
压题照片：英吉沙新城区北湖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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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八师136团

荣获“全国文明城镇”
任新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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