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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兰七连”，是河北邢台市第七批援疆
干部队伍“自封”的称号。

“楼兰文化举世瞩目，楼兰古国的所在地就
在若羌。‘七’代表第七批援疆干部。‘连’代
表邢台与若羌人民心连心。”邢台市援疆前指指
挥长、若羌县委副书记张学锋说，援疆团队给
自己起的这个名字，虽属偶然，但体现了大家
做好援疆工作的决心。

邢台第七批支援若羌本计划20人，后因
若羌县急需人才又增派了50人，使援疆总人
数达70人，分布在该县22个单位。入疆一年
多来，这个团队在做好本职工作同时，还通
过成立的周末支教队、周末义诊队、周末帮
扶队，展开志愿服务，在若羌各地开展公益
活动，与当地各族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赢
得赞誉。

支教队：走近学困生

2015年12月12日星期六，援疆教师胡正
航正在若羌县中学教室里给学生于米提江·艾
合买提辅导功课。这名学生是他结对帮扶的
对象。胡正航是初三毕业班的物理老师，他
带了五个班的物理课，每天要改 200 多本作
业，工作量非常大。他还主动挑起了班主任
的重担，并要求把一年半的援疆期延长至 3
年。“来援疆就要多做些事。”胡正航的话很
朴实。

援疆教师利用周六日给学困生辅导功
课，因材施教，激发兴趣，让每名学生的进
步最大化。他们通过召开家长座谈会、走访
贫困学生家庭等形式，给予学生学习的动力
和爱的力量。

在若羌县中学，邢台派的14名援疆教师给
若羌教育带来一股新风。一年多来，援疆教师
举办了20余场专题讲座，开办了多科教学示范
课，填补了若羌县中学多项教学科研空白。

周沉茹老师制作教学课件，上多媒体示范
课，帮助当地教师改进教学方式，很快使学生
的学习面貌发生了变化。李国伟老师讲课生动
有趣，学生都很喜欢听，学习兴趣也变得浓厚
了。援疆期限已满，家长们都恳求他留下来，

把孩子们带到毕业。面对家长的热切期望，李
国伟决定在若羌干满3年，陪这届学生到毕业。

2015 年高考，若羌中学取得历年来最好
的升学率，本科上线率达72.52％，比上年提
高了40多个百分点。李国伟、周沉茹等多名
援疆教师被授予“最美援疆老师”等荣誉称
号。

义诊队：送医到家门

援疆医生们利用节假日走进城镇乡村和
社区开展义诊活动，深受各族群众欢迎。义
诊现场群众围拢诊桌旁问长问短。一年多
来，援疆医生开展义诊30余场次，诊治病人
3000余人次。

54岁的内科医生邓文诚是第二次来若羌援
疆了。“以前看过的病人经常打电话咨询我，
希望我再回来。”在若羌县医院院长的极力邀
请和患者们的迫切要求下，他回来了。注意到
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病人较多，邓文诚每看
一个病人，都要叮嘱他们管好嘴、多运动，宣
传健康保健知识。

县医院设备齐全，但人才断档。邓医生
说：“我的任务是做好传帮带，带好徒弟，培
养几名医生，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每周，他带着徒弟大查房、讨论病例。每
月，他开展一次大讲座，狠抓医疗质量。令
他欣慰的是，他援疆时带的徒弟陈园考上了
研究生。

“楼兰七连”的医疗服务队，除了定期为
群众上门义诊，还专门为16名身患疾病的贫
困户进行一对一的结对帮扶。帕塔木汗·巴拉
提是胜利社区低保户，十几年前她收养了一
名脑瘫的汉族男婴。义诊中，她结识了援疆
医生石永斌并结成对子。帕塔木汗说：“援疆
医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太感谢了！”

县医院院长杨振显说，现在县医院所有
科室都有援疆医生，医院就诊率大幅提升，
转诊率明显下降。

帮扶队：坚持送温暖

“楼兰七连”有一条“军规”，就是每个
周末或平日业余时间，都要到敬老院、社区
开展送温暖活动。他们为此成立了帮扶队，
要求每名干部至少帮扶一名孤寡老人或孤贫
儿童。“组织上派我们来，就是把责任和担子
交给了我们。我们要为增进当地群众福祉服
务奋斗。”援疆干部刘振辉说。

在县畜牧兽医局工作的援疆干部张毅听
说了帕塔木汗救助汉族弃婴的事迹后非常感
动，主动要求结对帮扶。他每个双休日都去
看望这名男孩，帮他洗衣服，做康复训练。

一年多来，“楼兰七连”的队员们围绕
“不辱使命、不负众望、不遗余力、不染一
尘”的工作理念，以实际行动打造起一个团
结有力的援疆团队。2015 年 5 月，“楼兰七
连”赢得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单位的荣誉。

“县上对我们关爱有加。援疆干部的住宿、
食堂、办公环境都很好。端午节、中秋节时，县
领导和我们一起过节。大家都怀着一颗感恩
的心全力做好援疆工作。”张学锋表示。

在新疆伊宁市，您可能对维吾尔族的“顶碗
舞”不陌生，可你见过顶着十几公斤“萨玛瓦尔”

（维吾尔族：大茶壶） 跳舞的吗？日前，在伊宁市达
达木图乡下苏拉宫村文化活动中心，一位跳“萨玛
瓦尔舞”的维吾尔族老人，让人们一睹“萨玛瓦尔
舞”的风姿与惊奇。

在该乡举办的草根艺人大比舞活动中，只见 75
岁的海米提·斯迪克头顶金光四射、插满花的“萨玛
瓦尔”在舞台上或击掌、耸肩，或弹指、跷脚、摇
头，看似简单的舞步，当头顶十几公斤“萨玛瓦
尔”后，难度剧增，每一步都让看的人提着心。舞
蹈中，海米提·斯迪克不仅要全神贯注地用头撑起

“萨玛瓦尔”，舞步还要协调，双臂向水平方向伸
展，身体左右转动，舞鞋踩在砖地上“咚咚”作
响。一场舞下来，舞者已是满头大汗，而观者则是
意犹未尽。

据了解，“萨玛瓦尔”是维吾尔族富贵人家用的
一种水壶，现在民间已不多见。“萨玛瓦尔舞”也正
因为“萨玛瓦尔”在舞蹈中是不可缺少的道具而得
名。“萨玛瓦尔舞”起源于新疆库车县，源自饭馆斟
茶文化。该舞蹈体现了维吾尔族人的热情好客、能

歌善舞。舞者要头顶大茶壶和16个茶碗，整个大盘
重达 8 公斤，技艺精湛者甚至手臂上还能再摆上
碗，这对力量和技术的要求都很高，要求舞者不仅
有高超的舞艺，还得有过硬的顶技，是技与艺的交
融，难度很大，因此只能由男性表演。2007年，库
车的“萨玛瓦尔舞”，被列为自治区首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

海米提·斯迪克说，他从小就喜爱舞蹈，其中维
吾尔族的“顶碗舞”已坚持练习几十年。10 年前，
他偶然在人民公园内见到有人跳“萨玛瓦尔舞”
时，感到特别震惊。那时的他已学习“顶碗舞”
近 20 年，是一名熟练的跳顶碗舞的草根艺人。看
到“萨玛瓦尔舞”后，他就找人专门用铜打制了
这个“萨玛瓦尔”悄悄地开始学。老人对自己的
要求很高，直到 2015 年，感到自己已掌握住窍
门，才开始在公开场合给大家表演。海米提·斯迪
克介绍，“萨玛瓦尔舞”的难度大，与顶碗舞差别
也很大，不仅对技艺的熟练、平衡点的要求不
同，甚至还对学舞者的头骨形状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学跳的人寥寥无几。目前在伊宁市，会跳

“萨玛瓦尔舞”的草根艺人加上他也不过二人。现
在他带的徒弟已学会顶几个碗，但要到学会顶

“萨玛瓦尔”还需要长时间练习。
海米提·斯迪克表示，他还要多学多练，直到能

轻松娴熟地将“萨玛瓦尔舞”完整表现出来，也希
望大家能一起重视、关心“萨玛瓦尔舞”的传承与
发展，让这门古老而有趣的舞蹈能继续跳下去。

周存玉，中
国工艺美术协会
常务理事、江苏
省工艺美术学会
副会长。江苏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

“锻铜技艺”代表
性传承人，2011
年 11 月 被 授 予

“江苏省工艺美术
大师”称号。

其作品构图
生 动 ， 立 体 感
强，线条明快，
起伏跌宕，由内
而外散发出典雅
而脱俗的灵秀之
气。

机场连通“军垦名城”

石河子市地处天山北麓中段、古
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素有“戈壁明
珠，军垦名城”的美誉，是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八师所在地，人口和经济
总量均占新疆兵团的四分之一左右，
周边辐射人口接近600万。

石河子花园机场是自治区、兵团
和师市的重点项目，也是中国民航

“十二五”发展规划项目。2010 年 10
月，石河子花园机场正式立项，2013

年5月动工，项目总投资5.61亿元。
石河子花园机场位于 143 团石南

农场西南侧，距石河子市中心 15 公
里，距石河子火车站14公里，距连霍
高速公路最近入口处 7 公里，东距玛
纳斯县城42公里，西距沙湾县城27公
里。该机场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
八个机场、兵团第一个民用支线机
场，填补了兵团商业航空领域的空白。

石河子机场的建成通航，不仅促
进了新疆兵团与内地经济文化的交
流，对优化新疆机场布局、构建新疆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也具有重要意义。

活力注入“兵团航空”

机场建设用地 2214亩，建设规模
为飞行区等级指标 4C，跑道长 2.4 公
里，宽 45 米，有 3 个民航停机位、40
个通航停机位，可满足波音 737-700/
800、空客 A319、A320 等机型起降，
首批航线由南航新疆分公司执飞。

石河子花园机场首批计划开通阿克
苏—石河子—北京航线，另外一条航线
为喀什—石河子—郑州。目前机场正在
和周边县市各客运站对接。届时，石河子
及周边居民在家门口便可坐飞机直达南
疆及内地城市，这必将大大改善石河子
的对外交通条件，改进招商引资环境，进
一步拉动当地旅游及物流发展。

据悉，为圆满完成首次通航任务，
南航新疆分公司提供了全方位的技术

支持和保障，派出机务、签派、配载等专
业技术人员先行赶赴石河子机场开展
前期准备工作，并选调经验丰富的技术
骨干执行首次通航飞行任务。

作为新疆航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
分，兵团航空不仅是“丝绸之路经济
带核心区”建设空中交通枢纽的需
要，也是以航空经济为新型载体的创
新发展模式的需要。近年来，南航不
断加大对新疆地区的运力投放，以石
河子花园机场通航为契机，再次与兵
团携手共同推进民用航空事业，以航
空运输为基础不断加强与兵团的合作。

物流中转“东联西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八
师石河子市党委书记、八师政委徐志
新介绍，本着“客货并举、货运为
主、客运为辅”的发展思路，石河子
花园机场将与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实行
错位发展，以高端货物速运为主、以
区域客运为辅，力争“十三五”期
间，将石河子花园机场建设成全疆最
大的航空物流中转站。机场通航后，
将作为民用支线机场兼顾通用航空使
用，满足民用运输需要，并开辟至疆
内各地州、周边省份航线。此外，石
河子花园机场还可作为乌鲁木齐国际
机场的部分补充，为其提供备降服务。

与此同时，还将争取早日开通东
亚、中亚和欧洲市场的货物运输通
道，推进石河子花园机场“东联西
出”物流中转站建设，最终将石河子
机场打造成集货运、通航、客运三位
一体的“空中驿站”。

题图：石河子花园机场通航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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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萨玛瓦尔舞”
的老人

徐 励

周存玉：妙雕锻铜玉女像
王 文

相约大美新疆
共享精彩冬运

王宝君 汪新红

图为跳舞的老人。

第十三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即将
在新疆举办，届时，不仅有来自全
国各地的体育代表队参加，新疆的
伊犁、塔城、阿勒泰、博尔塔拉、
克拉玛依、昌吉、乌鲁木齐、哈
密、石河子等，也将参加。

日前，第十三届全国冬季运动
会组委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接待、宣
传工作会。会议指出，“十三冬”首
次走出东北、走进新疆，是实施国
家“北冰南展西扩”战略的重要体
现，是为 2022 年冬奥会助力添彩的
一次综合性运动会，是推进全民健
身的重要举措。

同时，这次冬运会是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成立以来第一次承办的
全国性综合运动会，是展示新疆
对外形象的一次盛会，是推动新
疆体育产业特别是冰雪产业和冬
季 冰 雪 旅 游 事 业 发 展 的 难 得 机
遇。新疆一定会借“十三冬”，向
全国人民展示出无限魅力，穿越
冰雪，向世界出发。

“十三冬”组委会副主任、自治
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学军
说：“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与周边国家
在文化体育领域的交流合作，尤其
深化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冬季
体育强国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不断
扩大运动员、教练员的相互交流。
整合近年来与中亚国家单项赛事为
综合赛事，突出冬季运动项目比
赛，在新疆打造高水平冬季体育运
动品牌赛事，大幅提升我区冬季运
动项目的竞技水平。”

图为第十三届全国冬运会点燃
运动激情。 王 文摄

2015年12月26日，南方航空波音客机B-1747搭载着
55名旅客，从乌鲁木齐国际机场起飞，于12时9分降落在
石河子花园机场停机坪上。这标志着新疆第18个民用支线
机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首个民用机场正式通航。

援疆干部给贫困家庭送去慰问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