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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地区的巴楚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
部，地处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和塔克拉玛干沙漠
边缘，是喀什地区的东大门。巴楚是巴尔楚克的减
缩语，为“一切皆有”之意。巴楚素有“胡杨之
都、文化之地、丝路之驿、美食之城”的美誉。

胡杨之都

巴楚县的下河林场、夏马勒林场、曲尔盖 3处
胡杨林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巴楚胡杨林国家森林
公园”，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天然原始野生胡杨林，
总面积约316万亩，巴楚因此被誉为“胡杨之都”。

下河林场是胡杨林核心林区之一。它位于叶尔
羌河下游两岸，是巴楚县乃至喀什绿洲的绿色生态
屏障，林区内有古树葱茏的原始胡杨和连片的次生
林群，林中洋溢着浓郁的远古气息，仿佛还能听到
张骞、班超、玄奘、林则徐坚定的足音，演绎着胡

杨不朽的生命传奇。

文化之地

巴楚县自然人文景观共有48处，其中，国家级
文物保护单位 1个，自治区级 3个，县级 33个。国
家级森林公园 1 处，国家 4A 级景区 1 处，5 星级农
家乐1家，3星级农家乐3家。

巴楚出土文物散落世界各地博物馆，其中，新
疆博物馆4000多件馆藏文物是从巴楚出土的，巴楚
县博物馆现有馆藏国家一级文物 17件，二级文物 2
件，三级文物19件。

位于巴楚县——图木舒克公路交接处西侧、距
离县城约40公里的卡拉姆达尔拜克古墓，14-15世
纪著名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诗人卡拉姆达尔拜
克，他曾到巴基斯坦、印度等地求学，回来后经过
不断地探索，对刀郎部落生活进行了记载。他才华

横溢，精通汉语、巴基斯坦语、哈萨
克语、阿拉伯语等，他的著作翻译成
了汉语和蒙古语。晚年他到北京拜见
了当时的皇帝，著作至今保留下来的
有《爱情故事》、《燕子夫人》等。与卡拉
姆达尔拜克同时代齐名的沙呆提拜
克，他曾求学于巴基斯坦、伊朗等地，
他把自己大部分年华花费在了刀郎文
化的发展传承上，对巴楚文化体育事
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欢快热烈的麦西来甫和具有浓郁
民族特色的赛马、民族式摔跤等项目
已成功获批非物质文化遗产。1名民
间艺人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4名民间艺人列为地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

丝路之驿

巴楚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

和“丝路明珠”，也是南疆三地州的门户。国道314
线、省道 215 线、三莎高速和南疆铁路贯穿县境，
是人流、物流、资金流由喀什辐射世界的重要通
道。

巴楚县三岔口镇是古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驿
站。它东承丝绸之路起点长安，西越喀什及葱岭链
接罗马，南抵和田至印度，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
也是中华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
的交汇处，此地因此而得名“三岔口”。

巴楚县依托丝绸古道驿站特殊的人文地理优
势，按照“建设大市场、发展大旅游、搞活大流通”的
思路，依托红海湾旅游景区、喀什河湿地公园、曲尔
盖金色胡杨岛、丝路古道驿站 4大板块，重点打造巴
楚红海湾景区为国家5A级风景旅游区。目前，景区内
已建成了包括游客服务中心、民俗文化村、丝绸古道
人家、古道驿站、古道文化展示馆、十里长亭、古道烽
燧、胡杨文化馆、烽火史迹馆、葡萄长廊等 80多个子
项目。

美食之城

千百年来，生活在巴楚的人们逐水草而居，日出
乘舟举叉捕鱼，骑马弯弓射鹿，捉兔捡拾巴楚蘑菇，
夕阳西下，在叶尔羌河畔燃起熊熊篝火，品尝美味的
烤鱼、烤肉，用雄浑粗犷的歌喉唱起宛转悠扬的刀郎
木卡姆，豪情奔放地跳起麦西热甫，人们在经年累月
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

在烤、炸、烹、煮、炖等方法烹制而成的食物中，
馕、烤全羊、烤全驼、烤全牛、抓饭、拉面、曲曲（馄
饨）、馓子等，深受海内外美食家的喜爱，而以烤制食
物最具特色。

佳肴中的“极品”——烤全驼，是巴楚著名的维
吾尔族特色美食。

传统风味美食——红海烤鱼，因迎合了野趣野
味、烤制独特而获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在 1973年，
红海烤鱼就做过《人民画报》的封面。

王宝君 田雨梅

气温回升，春光明媚，134团 24
连大棚樱桃基地，挂果的 2000棵樱
桃树已有 90%樱桃果品成熟，园内
工作人员忙着采收成熟樱桃上市销
售，来樱桃园观光采摘的人员络绎
不绝。

樱桃种植被称为“黄金种植产
业”，通过市场调研论证，2014 年
10月，134团从辽宁省引进大樱桃，
这批 12 年树龄共 2000 棵樱桃树栽
种在 24连，新建的高标准设施农业
基地距离省道 201 线沙门子收费
站 500米，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
便利，土地为一般农田。在技术人员
的指导下，经过种植户 4 个多月的
精心管理，樱桃树成活率达到98%，
目前，12年树龄的大棚樱桃树已经
大量挂果并成熟即将上市。

134 团党委书记兼政委何富强
说，团党委把种植反季节大棚樱桃
当成一项调结构重点产业来发展，
通过反季节樱桃种植打造丝绸之路
经济带高标准特色设施基地，在种
植技术上我们已经积累经验，种活樱桃树并挂果。134团樱桃
基地已初具规模。

今年，基地 12年树龄的樱桃树挂果成熟，樱桃大面积种
植获得成功，樱桃基地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
式，促进 134团樱桃产业向专业化、规模化、区域优势化方向
发展。同时，给樱桃产业延长产业链打下基础，逐步形成樱桃
产业的辐射效应，樱桃种植带动134团职工增收，调优团场种
植业结构。利用 134 拥有的“下野地”西瓜品牌，樱桃也借助

“下野地”品牌提升134团特色农产品档次，更好地进入市场。

精河县位于新疆西北角，隶属博尔塔拉蒙古
自治州，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精河人
用勤劳的双手建成一座美丽的小城，而它向世界
展现着多彩的风姿，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声名鹊
起，成为一颗璀璨的“丝路明珠”。

珍贵小红果
做成区域特色大产业

精河，因河而得名，因枸杞而名满西域中
亚。枸杞栽培在精河县已有 50多年。这里的枸杞
果实鲜红、粒大饱满、皮薄肉厚、含糖丰富、药
用价值高。精河有个“枸杞王”很出名。在 2011
年精河县举办的首届“枸杞王”评选中，杞农杨
小龙凭借每 50 克 91 粒枸杞的成绩一举夺魁，3 公
斤“枸杞王”拍出19.9万的历史最高价。

在精河人心中，枸杞像红玛瑙般珍贵，它让
这里的百姓钱袋子鼓起来了。当地政府围绕枸杞
产业，大力发展和培训“红色产业链”，累计投入
扶持资金 6000 万元，提升精河枸杞的品牌效应，
做大做强枸杞产业。加大龙头企业引进力度，在
精河县落户的枸杞深加工园企业，按照“公司+农
户+基地”模式，进入专业性枸杞产业园区。园区
枸杞深加工产品多达几十种，从出售枸杞原果到

枸杞酒、枸杞蜂蜜、枸杞汁……从疆内远
销上海、广东等海内外市场。经过多年打
造，1998 年被国家农业部授予精河县“中
国枸杞之乡”称号；2001 年精河枸杞被认
定为“新疆农业名牌产品”；2002年获得国
家工商局认定的“原产地证明商标”，是新
疆第3家荣获原产地证明商标的农产品。

线上线下联动
推进多民族文化大融合

自古以来，精河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东西
方的文明在这里碰撞。在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具
体实践中，精河县坚持以人为本，吸引群众参与
文化活动的形式多样化，使文化活动在润物细无
声中发挥作用。自 2012 年以来，精河县把“文化
网格”建设作为工作的重要载体，把一个个文化
能人或文化中心户作为文化节点，一个节点辐射
一群人，全县就构成了一张均匀分布的文化服务
网。

在茫丁乡皇宫北村，多才多艺的玛依努尔有
一个称呼——“文化能人”。4 年前，她代表村里
参加了博尔塔拉电视台古尔邦节晚会，编排的小
品让大家看了拍手称好。2013年6月，精河县精河

镇举行民族服饰展示大赛，玛依努尔
带着村里的姑娘和媳妇梳着小辫子，
戴着小花帽，穿着艾德莱斯裙，展示
维吾尔族女性美，让各村的妇女们十
分羡慕。

在精河县精河镇锦福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的展厅里，布满了各种传统的

“喜”“福”系列、清明上河图系列、
红楼梦系列，也有 56 个民族大团结、
中国梦、杞乡新貌等充满现代内容的
剪纸作品。这些作品来自于该镇剪纸
协会的文化能人创作。剪纸协会目前
已有 24 名成员，他们已经创作了 1000
多幅作品。这些成员中有一个特色：
协会有不少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
古族等少数民族会员，他们让剪纸这
种汉族传统文化艺术，无声无息地流
传于新疆的少数民族中。

文化网格需要每一个格点能影响
带动周边群众，形成大量的自办文化。
目前精河县已成立了一批以共同爱好
为纽带的文化协会。全县通过发挥文化
网格的作用，形成了积极向上的民间文
化氛围，大大增强了各族群众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

在精河县的文化网格中，有“线上”
与“线下”的联动。“线上”即管理与引
导，“线下”即各类实体文化活动。

在“线上”，县里通过对文化能
人、各类协会的精心培育、分类指
导，以及出台 《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文化网格建设工作要
点》、《精河县本土文化创作及文艺精
品扶持奖励实施方案》 等一系列举

措 ， 让 不 同 的 人
群 在 不 同 的 文 化
网 格 中 都 能 找 到
自 己 感 兴 趣 的 活
动 ， 在 不 同 的 层
次都能得到满足，乐在其中。

在“线下”，一个个文化能人、协会，就像互
联网世界的一个个节点，辐射一群人，也聚集一
群人。节点与人群实现着无时不在、动态多维的
实时互动。而这种方式正使得精河县文化网格的
建设充满新意。

古老回归部落
吟唱两个多世纪史诗

凡是有蒙古人的地方就有蒙古长调，它是蒙
古人“心灵牧歌”。

1771 年土尔扈特部落从伏尔加河畔回归祖国
之前就有了演唱长调的歌手，即使流落在异国近
一个半世纪，他们也没有丢失自己民族特有的长
调艺术。今天，精河县蒙古族所吟唱的长调与该
民族的长调同根同源。

精河县作为土尔扈特蒙古族后裔繁衍生息的
地方，留下了有完整词曲记录的532首歌曲。其中
有300首是歌颂马的歌曲。当年他们正是在马背上
一路拼杀，冲出重围、驼负他们一路前行的生
灵，成为他们生命里最忠诚的伴侣。他们在马背
上放牧着悠悠岁月、用马头琴、用长调修补心灵
的伤痛、诉说着悲欢人生。因此，精河蒙古长调
具有舒缓悠长，沉郁庄重的风格特点。

今天精河蒙古长调全都用马为比兴，因而被
冠以“十三种毛色骏马的长调”。如今，精河县

“十三种毛色骏马的长调”已经被列为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

精河的长调、萨吾尔登、手工刺绣都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在精河县蒙古族长调协会会长特·曲
尔顿倡议下，成立了蒙古长调协会。曲尔顿从大
局部署，收集整理民间流失的长调；会员道尔基
负责组织人员、协调内部事务；肯再是长调演唱
功底深，四处参加比赛，为蒙古族长调壮大声
势。2001年9月，肯再代表新疆到内蒙古锡林浩特
市参加了“全国长调歌曲比赛”，取得了第三名的
好成绩。2003年，他出版了《长调》专集光盘。

2011 年，精河县出资 30 万元，资助精河县蒙
古族长调协会出版了精河蒙古族长调民歌集 《十
三种毛色骏马》和蒙古长调歌碟，并在全县6个乡
镇场设立16个培训点，学习者达400多人，传唱人
数达700多人，有效地传承保护了蒙古长调，意味
着更多的人能知道蒙古族长调和蒙古族的历史。

巴尔楚克：丝路古驿交汇文明
王宝君 韩楚柏

巴尔楚克：丝路古驿交汇文明
王宝君 韩楚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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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
新疆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
迎来了对外开放和自身发展
的良好机遇。如今，新疆作
为向西开放的窗口，交通建
设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它发
挥着连同我国和欧亚大陆的
枢纽作用。新疆正在加快交
通基础设施，以促进商贸物
流和文化科教的建设，成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
通枢纽的同时，不断开拓自
身的发展空间。

交通建设是新疆经济发
展的基础，也是发挥新疆能
源大通道、向西开放桥头堡
作用的条件。今年2月，当新
疆还处于严寒之时，位于乌
鲁木齐市高铁片区北广场西
侧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集
散中心正式开工建设，继续
开始了新疆交通基础设施的
完善。

近年来，新疆一直不断
建设并完善铁路设施。2014
年，哈密至额济纳以及库尔
勒至格尔木的铁路进行开工
建设。2014 年 11 月，兰州至
乌 鲁 木 齐 高 铁 正 式 开 通 运
行。据了解，乌鲁木齐高铁
车站，国际公铁联运长途客
运站都将于今年年底建成并
投入使用。这意味着新疆将
进一步强化在区位上的独特
优势。不仅对铁路的重视，
新疆也继续建设航空和公路
两大重要交通设施。目前，
阿勒泰、喀什、乌鲁木齐以
及和田的机场改扩建工程正
在开展。莎车、若羌、图木
舒克的新机场也即将启动建
设 。 除 此 之 外 ， 明 水 至 哈
密、精河至阿拉山口的高速
公路也正在规划建设中。足
以看到，连同整个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铁路、公路、航空
综 合 交 通 运 输 体 系 正 在 构
建。

如今，新疆推进覆盖全疆的北中南三大通道建设，将连接
中亚、西亚、南亚，形成中国至波罗的海、至印度洋、至波斯
湾的重要通道。随着新疆交通建设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商品出
口至中西南亚及欧洲市场搭建了重要平台。同时，由于新疆得
天独厚的优势，资源丰富、潜力巨大，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也发
挥着重要作用。在深化交通基础建设的基础上，商贸物流中
心、文化科教中心的建设也紧随其后。 拓展新疆发展空间的进
程中，新疆陆路港项目已纳入新疆 《关于推进新疆丝绸之路经
济带核心区建设的行动计划 （2014—2020 年）》 重点支持项
目，形成高层推进的态势。

新疆建设陆路港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线上打造多语种和
物流电子信息平台，吸引周边国家聚商引资。汇总跨境贸易撮
合及交易、进出口货物关务申报审查、网上电子支付和全方位
大数据，在新疆主要城市、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重点城市、重
点物流园区布局设点，形成全程全网。线下则是在大数据技术
支撑下，构建完善铁路、公路和空中交通配套基地，搭建互通
互联的平台，促进商贸往来。 交通、能源、信息三大通道，吸
引了不少邻国的目光，日益方便的交通，快捷的信息平台，对
于文化的交流和经济的往来是利好的显现。良好的交通设施方
便了贸易过程中的物资集散，也让物资分配到国家任何一个地
方的愿望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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