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新疆是个好地方 丝路沿线多神奇

《《丝路秀丝路秀》》 出出西域风情西域风情
王宝君 文 汪新红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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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球首部反映西域题材、新疆风情的大型奇幻秀
演——《丝路秀》在乌鲁木齐首次盛大公演。历时15个月的
精心编排、筹备，使得该剧首映就取得了积极反响，好评如
潮。不仅收获了新疆当地老百姓的认可，也为海内外友人了
解新疆打开了一扇窗户。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的大背景下，《丝路秀》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充满活力、向往美
好的新疆形象，也有利于丝路文化的传播。

——丝路文化精髓的展现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积淀，丝路文化就是

共通、共融、共存的标签，一场完美的配合高科技的秀
演把这种丝路文化的精髓完美的传承下去。 “一带一
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对于此次秀演的编导组来说，以
秀为煤，促进与丝路沿线国家的思想交流、文化交融已

经成为共识。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是丝路国家的需
求；阐释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是以陆川为首的导演组
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为中国文化传播提供了难得
的机遇，同时，中国文化的传播也将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提升国家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丝路秀》——
这场宏大的视觉盛宴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犹如一场及时
雨浇灌着海内外友人的心田。

——新疆各族文化的沃土

众所周知，新疆是歌舞之乡、瓜果之乡，少数民族
文化特色浓郁，原本就有着深厚的内涵，新疆人民又是
质朴、善良、勤劳的。在《丝路秀》西域传奇新疆风情
大型演艺新闻发布会上，导演陆川说，新疆少数民族文
化浓郁，是全国乃至全世界观众都值得尊重和喜爱的文
化。《丝路秀》 对他来说是一种尝试，他希望用新的语
言诠释新疆的美和文化。

共融、共通的丝路文化展现了包容、和谐、和平的
新疆社会面貌，秀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而最核心的无外
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无论在古老的过去，还是
高速发展的当下它都是凝聚力量、促进和平发展的关
键。新疆是丝路文化建设的重要节点，展现好新疆的形

象就是促进丝路文化的发展。

——西域神话传说的亮点
陆川认为，多元文化的共存是《丝路秀》的精髓所在。

演出是充分利用了新疆当地的神话传说，民族元素，但是
又不仅仅用民族歌舞的方式去表现，希望用一种比较新
的国际化语汇，把试听、舞台美术、影像、科技还有人的表
演结合在一起，给新疆本地人和来自疆外的国内国外游
客非同一般的视听效果。对于此次指导《丝路秀》的渊
源，陆川谈到，自己小时候在新疆成长过，对这里也有着
特殊的感情，希望用一些不一样的视觉手段、表现手段，
用新的语言去诠释新疆的美，新疆的色彩。

活动现场，中国好声音第三季亚军帕尔哈提演唱了
《丝路秀》 主题歌，他谈到：“第一次看到剧本时就被
《丝路秀》 内容惊呆了，这么棒！这个主题歌必须由我
唱。”《丝路秀》取材新疆当地神话传说，以出奇的创意
亮点、震撼的视听效果和观众的深度体验，综合构成全
功能立体梦幻秀。

——现场视听盛宴的震撼
当晚公演的丝路秀剧院拥有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投

影幕。在导演团队策划下，在相对有限的空间中尽可能
给观众呈现出浩瀚星空、雪山高耸、白云漫卷、河流悬
挂、牧场凸显等震撼效果，与演员的表演交相呼应，营
造了人在天空飞翔起舞、在山谷裂缝中坠落、在倒悬的
水中畅游等奇异画面，还穿插了由帕尔哈提演唱的主题
曲，给观众带来了视觉和听觉的盛宴。

日前，《丝路秀》已被国家文化部产业司确定为中国
丝绸之路重点文化产业项目，自治区党委、文化厅也已把
该剧列为中国丝绸之路国际舞蹈节重点演出剧目。

《丝路秀》 的公演，对拉动新疆文化、旅游产业的
发展起到不可代替的强力助推作用，感知新疆从《丝路
秀》开始，新疆从此走进你心里。

在新疆，北有天山，南有昆仑，在
两山之间是一望无边的大沙漠，即世界
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在昆仑山
与塔克拉玛干沙漠间的盖米里克 （意为
荒凉地窝子），生活着新疆兵团四十九
团的职工群众。大学生陈辉沿着父辈的
足迹，驻守祖国边陲，4年时间里，他
从“一连一生”的农业技术员成长为职
工群众心中的“灰枣连长”。2014 年，
他被农业部评为科教兴村杰出带头人，
并获得农业部科教兴村项目资助奖金。

沙包上打造出示范区

2009年，22岁的陈辉从新疆农业职
业技术学院回到四十九团实习，他争取
到一块 100 亩的枣园作为试验田。从
此，他全天十几个小时守在田里侍弄枣
树。到了枣成熟的季节，陈辉精心种植
和管理的 100 亩枣园单产量全团最高，
比其它同龄枣园高出 150 多公斤。2011
年，陈辉被团里正式聘为林果技术员，
负责全团 4 万亩枣树管理技术。这一
年，全团收获红枣 1760 吨，比上年增
产 700吨。2013年，陈辉被提拔为四十
九团十八连连长，成为全团最年轻的连
长。几年间，陈辉积极争取上级农田建
设项目和团场扶持资金，带领职工修水

渠2.8公里、补复渗漏水渠5.5公里、修
基干道路 12 公里、改造低产田 650 亩、
安装滴灌 4.1 万余米，这些解决了连队
农业上的瓶颈问题。他还对枣园采取超
常规管理技术进行模式化管理，主要从
修剪、清园、防病、灌溉和施肥等方面
对职工进行技术培训，对枣园进行严格
管理。在全连干部职工共同努力下，十
八连红枣产量从2012年的451吨上升到
2013年的677吨，增加产值300多万元。

投身兵地团结大熔炉

十八连是四十九团最偏远的连队，
距离团部 30 公里，四周与地方维吾尔
族村落山水相依，只有一条道路与团部
相连，地理环境十分复杂。多年以来，
连队与巴楚县恰瓦克乡四村同走一条
路，同用一条渠、同饮一河水、同耕一
块田、同唱一首歌、同升一面旗，在生
产生活中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每年的古尔邦节、肉孜节，陈辉亲
自带着土特产等礼物到四村与地方的维
吾尔族兄弟一起过节。

四村党支部书记司马义·依明把陈
辉亲切地叫“弟弟”，一见面都要来个
大拥抱。陈辉经常组织连队有种植经验
的汉族职工来到四村开展“支农服务”

活动，并手把手传授红枣栽培技术，使
四村的红枣亩产增加 45 公斤，户均增
收 6500 元，让地方乡村的老百姓也尝
到了现代科技带来的甜头。

做安疆固边的排头兵

农忙季节，陈辉是“灰枣连长”，
在维稳执勤、抗旱救灾等突发事件中，
他又是不顾个人安危的排头兵。

2013年 8月，叶尔羌河暴涨，滚动

的河水似脱缰的野马冲向沿岸兄弟连队
成熟的棉田。陈辉主动请缨，“连队支
部班子里，数我最年轻，我是党员，我
先上！”在泄洪大坝，陈辉与职工一起
露宿坝口，白天烈日暴晒，夜晚蚊虫叮
咬，他一声没吭。抢险中，陈辉总是第
一个扛沙袋，第一个跳进冰冷的河水，
把安全留给了年长的同志，把危险留给
自己。

如今的十八连，路好了，树高了，
果园里的果子更多了，职工群众生活更
好了，干劲也更足了，连队彻底变了
样。大家说陈辉像灰枣一样朴实无华，
他用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兵团添砖加
瓦；为职工群众的幸福生活，无怨无悔
的奔波在希望的田野上。

新疆石河子市开展“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动员大会
后，石城居民人人参与，争当创卫主人。退伍老兵和青年
志愿者们纷纷带头走上街头捡拾垃圾，为美丽石城贡献一
份力量。 近日，在石河子市第十五居民社区呈现出这样让
人感动场面。一群身着绿军装的老人们右手持铁钳，左手
拎小桶，不时地弯腰，不放过地上任何一个杂物。紧随老
人们的是群正值青春年少的中学生志愿者，他们手拿垃圾
袋尾随老人们身边，不停地用手捡起杂物，完全不顾脏，
不怕累。退伍的老兵们和青年志愿者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助
力卫生城市建设。“创建卫生城市不光是政府行为，我们普通
市民也应该把创卫工作当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自觉承担
起维护城市文明卫生的义务和责任。”志愿者小武说道。

上图为老军垦和青少年共同为石河子市开展“创建全
国卫生城市”出力。

5 月 25 日，看着一行行管理好的葡
萄，家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八十九
团民族九连的维吾尔族困难职工肉孜古
丽感慨地说：“如果不是有咱亲戚在，这
满地的葡萄枝杈和卷须不知道啥时间才
能打完……”肉孜古丽所说的“亲戚”
并不是她真正的亲戚，而是八十九团社
区成立的党员帮扶队成员。

在西北边陲农牧团场，对于一些身
有残疾或家有困难的职工来说，春耕、
田管、秋收时期是最困难的。从去年
起，八十九团对全辖区范围内存在种地
难、收入低等问题的职工进行了梳理，最
终将 454户列为“亲戚户”，采取党政领导
带头包户、机关干部和连队党员干部人人
同困难职工挂钩的办法，每名团、连党员
干部确定一至两户“亲戚”，从技术、资金、
人力等方面帮扶，确保全团“亲戚户”种上
田、种好田、有活干、好挣钱。

社区党员帮扶队帮扶民族九连肉孜古
丽、依力江、别克等8家职工，得知肉孜古丽患病住院，一家人种
地遇到困难，帮扶队先捐款捐物，后走进田间帮助管理葡萄，解
决了一家人的燃眉之急。“平时油盐酱醋等一些琐碎事周围人都
能给些照顾，可赶上春耕、田管、秋收时左邻右舍都忙，我们也不
好意思求人，生活几乎是年年靠团场、连队救济。”肉孜古丽说。

和社区一样，八十九团机关和32个基层单位600多名党
员干部骨干和青年志愿者，组成生产技术服务队，逐组、逐户
深入地块帮助“亲戚户”，通过规划、指导和现场培训、赠送书
籍等方式，强化对“亲戚户”和困难职工群众的技术指导，让
他们进一步转变种植观念。广大党员干部在传播农业科技知
识、开设实用技术田间课堂、大力推广优良品种的基础上，还
将“亲戚户”的家庭成员介绍到工业园区的工厂上班，这样的
帮扶让困难职工挣上了钱，甜在了心。

5 月 27 日，走进新疆若羌县吾塔木乡果勒艾
日克村委会大院，一幅由上百人笑脸组成的“笑
脸墙”映入眼帘，一张张各族村民的笑脸照片汇
集在一起，组成了一幅完整的中国地图。

今年5月份，若羌县吾塔木乡果勒艾日克村收
集了上百张村民的笑脸照片，制作成一面“笑脸

墙”，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示若羌县“幸福乡村”的
建设成果。在百余人中，有 60人结成了民族团结
对子，其余都是果勒艾日克村的村民代表。一张
张热情洋溢的笑脸共同见证着若羌县各族群众的
幸福新生活。“看到大家的笑脸聚集在一起，感觉
很亲切，这面笑脸墙证明了我们各族村民团结一
心、生活幸福和谐。”村民吐逊古丽·克日木说。

村干部王维和村民玛依拉·艾克木今年 5月份
结成了民族团结对子，当看到两人的笑脸被印到笑
脸墙上，王维感到很惊喜。他说：“笑脸墙是我们若
羌县民族团结、和谐稳定的见证，希望我们的笑脸
能够感染更多人，让大家用微笑拉近彼此的距离。”

若羌县吾塔木乡党委副书记张明涛说：“笑脸
墙是村民们传递和分享幸福的集中展示，大家用
笑脸传递正能量，我们希望通过这面笑脸墙凝聚
起更多力量，让笑脸墙成为若羌县各族群众团结
奋进历程的展示墙。”

昆仑山脚下的“灰枣连长”
陈超松 何志江

昆仑山脚下的“灰枣连长”
陈超松 何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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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依江：阿依江阿依江：：
踏上赛里木湖踏上赛里木湖

分享生态旅游分享生态旅游

阿依江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果子
沟牧场一位普通牧民。2008年，他注意到，由于游客和马匹过
多，导致赛里木湖边的草地严重退化，这让他萌发了从邻居那
里承包经营的念头。既可以保护草地，还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于是阿依江签了承包合同，花钱在四周建起标准化围栏，防止
人畜破坏。

一到夏秋，草地绿意盎然，围栏旁边立着赛里木湖的地理
坐标，“赛里木湖”4个大字镌刻在 3米多高的天然石上，凡是
到赛里木湖旅游观光、欣赏古称“净海”美景的客人，都要在
这里留下影像。渐渐地，这里发展成了中外游客来赛里木湖旅
游的目的地。

游人越来越多，按照政府关于“保护开发和牧民生活收入
不影响”的精神，阿依江在草地边上搭起了毡房，将爱人和假
期中的孩子接了过来。一个毡房供一家人居住，另一个毡房供
游客参观、体验哈萨克生活，里面有手工刺绣饰品和赛里木湖
旅游文化纪念品。如有要求，可现场按哈萨克习俗宰牛宰羊，
大锅煮起手抓羊肉，还可以亲自动手全过程烤羊肉。

在阿依江这里，生活区和草地分离。游客通往草地专用栈
道，离草地面50厘米，两边有栏杆，不影响牧草生长，游客观

光更方便。“小草也有生命，敬请呵护，不要践踏”的温馨提示
牌立在草地边。阿依江和村里 50 名发小通过有关部门的培训，
组建旅游马队，戴上马匹导游的专用标志，为游客乘骑马匹观
光游玩提供便利。

阿依江会不时掏出手机和朋友圈的好友们交流信息。“去年
8月份来过的台湾张阿姨对赛里木湖印象极好。今年7月份她孙
子放假后，准备组织一个自发游赛里木湖的团队，希望我能接
待。”阿依江说：“接待没有问题。去年，县里拿出财政资金和
援疆资金 70多万，把湖畔 8万亩草场分区围栏，来多少游客都
不会影响草原的生态。”

近年来，霍城县政府，坚持探索环境保护和旅游开发经济
发展双赢的有效途径。援疆领导在积极引进项目资金建设霍城
的同时，更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为客商服务的社会环境建设。

2015 年是霍城县旅游重点项目的推进年，以“古城、花
草、山水、沙漠”为重点，着力推进果子沟赛里木湖景区基础
设施完善提升。借助江苏旅游援疆政策和项目资金3000万元投
入基础设施建设，引进内地先进的旅游开发经营和环境保护理
念和方法，利用“引进来，送出去”分期、分级、分类培训行
政、企业管理和导游人才，提升服务水平，为游客提供更加人
性化旅游服务。

帮“亲戚”修理葡萄园的党员干
部帮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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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秀丝路秀》》 西域西域

传奇新疆风情大型演
传奇新疆风情大型演

艺新闻发布会艺新闻发布会

《丝路秀》主创人员

《丝路秀》演出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