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魅力新疆2016年5月2日 星期一

责编：齐 欣 邮箱：andy-news@163.com

4月4日至5月11日，由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文化交流推广项目
“新疆民族特色乐器展”陆续在乌鲁木齐、西宁、兰州、银川、西安、
郑州等6个丝绸之路沿线省会城市进行巡展和演出，集中展示维吾尔
族、汉族、哈萨克族等民族的传统乐器，并举办歌舞演出和学术活动。

“快看，快看，天鹅！”
顺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河
县查干郭勒乡布尔根河流域
保护区内布尔根河狸自然保
护区管理站护林员阿依木拉
提·乌拉勒汗手指的方向，
一群天鹅欢叫着从保护区的
上空飞过。

管理站站长马尔哈别
克·阿依特肯告诉我们，随
着保护力度的日益加大，保
护区内不仅天鹅成群，还吸
引了黑鹳、蓑羽鹤等国家重
点保护水鸟和金雕、红隼等
多种猛禽聚集，仅鸟类就多
达222种。

布尔根河意为“河狸之
河”。对住在保护区附近的
青河县塔克什肯镇萨尔布拉
克村的牧民达吾坎·斯拉木
来说，每天早晚在河边见到
河狸已是常事。有时碰到小
河狸受伤或冬天河水突然结
冰，河狸进不了洞穴，眼看就要冻死，他会用衣服把河狸裹上，送到管
理站或森林派出所。

达吾坎·斯拉木笑着说：“现在这些野生动物就像自己家的亲戚一
样，胆子越来越大，出没的范围越来越广，牧民家的附近经常有北山
羊、狼、狐狸等去拜访”。

“这跟青河县给野生动物实行的安家政策有关。”青河县副县长范立
祥表示，近年来，青河县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生
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一系列决策部署，着力为野生动物打造“安
乐窝”。同时，为使野生动物免受侵扰，县委、县政府还大力宣传有关法
律法规，加大打击各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活动，并从本地农牧民群众
中选聘野生动物保护员和宣传员，农牧民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大大提高。

（据《新疆日报》）

晚上9时半，天渐渐黑了下来，体验活动正式开始。人们在导游的带
领下，从交河故城的南门出发，沿着交河故城中央大道一路直上。穿过
几处高高的城墙，拐几个弯，就到了目的地——大佛寺。一台早已准备
好的节目正在等待大家欣赏。

夜幕下的交河，除了月色、指示灯，再不见一丝光亮。突然，一阵
悠扬的热瓦普声从城墙的那边飘来，若有若无。大家顿时安静下来，竖
起耳朵努力倾听着琴声。琴声伴着歌声，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晰，弹唱
者从城墙的那头走过来，像是穿越了千年的时空而来。琴声、歌声中淡
淡的忧伤和浓浓的思念，随着月光渲染开来，仿佛把大家的思绪带到了
2000多年前……

据了解，吐鲁番“夜游交河”活动是新疆旅游文化“夜产品”实景
演出的有益尝试。吐鲁番市将在不断总结完善“夜游交河”活动的基础
上，陆续推出更多的“夜产品”活动项目，让沉睡千年的历史文化

“活”起来，最大限度挖掘和发挥旅游资源的优势作用，让游客在参与活
动体验生活中受到启迪，推动吐鲁番一日游向多日游转变，实现吐鲁番
旅游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 （据《新疆日报》）

图为 4月 17日，吐鲁番市市民和游客在交河故城参与吐鲁番市“夜
游交河”体验活动。 图片来源：吐鲁番网

在 33 年的焊接生涯中，谷刚先后获得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模范、中国
石油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谷刚算得上是焊接行业的“状元”，他在焊花
下书写着工匠精神。

装置“守护神”

当被问到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经历时，谷
刚说是在千万吨炼油百万吨乙烯项目首次“过
冬”时。当时气温零下 20 摄氏度，在距离地面 7
米多的管线上，他连续工作了 12个小时。握着焊
枪的手已经完全僵硬，但凭借意志力，他带领着
徒弟们，圆满完成了抢修工作，确保了装置平稳
过冬。

焊接作业又热、又脏、又累，焊条燃烧时所
产生的强烈紫外线、红外线、焊接烟尘等对人体
有害。“冬天就不说了，外面多冷我们就有多冷。
夏天的时候，那感觉就像是在大太阳底下站着，
旁边还放了一盆火烤着你。所以，能把焊工活干

下来的都是很有毅力的人。”他说。
1992 年，独山子 14 万吨乙烯开工建设项目上

有谷刚的身影。那年，他承担了工程核心，负责
难度最大的乙烯裂解炉的焊接工作；2005 年，独
山子千万吨炼油百万吨乙烯工程建设破土动工的
现场有谷刚的身影。在这个国内
迄今为止最大的炼化一体化的工
程现场，谷刚站在了施工建设的
前沿。

有人说，谷刚是名副其实的
装置“守护神”；也有人说，谷刚
的焊枪飞溅的不只是焊花，更有
智慧和心血。对于这些称赞，谷
刚却认为，那只是因为自己经历
得多，总结得多。

让工匠精神绽放光彩

焊接是个技术活儿，会焊容
易，焊好却难，想要焊出精品就

更是难上加难。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以
耐心、严谨、专业、精益求精为内涵的工匠精神
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点，谷刚十分
清楚。他更明白，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
将自己所掌握的技术传授于人，才能让工匠精神
绽放光彩。

2012 年，由 21 名专业人员组成的谷刚劳模创
新工作室正式成立。

几年来，经谷刚培养的焊接技术骨干多达
20 余人。值得注意的是，他培养了 7 名维吾尔
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技术骨干。他们在生
产中独当一面，提高了少数民族技工的技术水
平。

“相比以前，我拿焊枪的次数少了，更多的
是以老师的身份来讲解焊接技术难题，为公司
培养高水平焊接人才。我也想把自己掌握的焊
接技术推广、传授给更多的年轻人。”谷刚说。

（据天山网）

边疆需要这样的工匠精神
庞雪芳

“只要见到有困难的人，我心里就想去帮助他们。不为别的，就觉得应
该这样做。”4月26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赛马场北社
区负责党建工作的马红英，一边忙着手头的工作，一边说着社区里的那些
事。

40多岁的马红英，就像邻家大姐，逢人打招呼总是笑呵呵的。“只要社
区居民找到我们，就是再小的事儿，我也得过问、关心一下。”社区里，67
岁的努汗和73岁的阿米娜汗是马红英结识的两位“亲人”，她与两位大妈分
别相识于20多年前和6年前。

在马红英20多岁的时候，她和从喀什地区疏勒县来乌鲁木齐打工的努
汗一家成了邻居。一来二去，两家一天天熟络起来，关系越来越好。3 年
后，因搬迁原因，两家失去了联系。直到2010年马红英到了社区工作，在
一次走访入户时与努汗一家再次相遇，一直彼此惦念着的两家人，激动地
相聚在一起。

2011年，努汗大妈的丈夫因病离世，儿子家境也着实困难，努汗大妈
的生活开始变得困顿。从那时起，马红英就时常来看望她，照顾努汗大妈
的日常生活。每次见到马红英，努汗大妈都紧紧抓着她的手不放，嘴里不
停地说着“好女儿，好女儿！她就是我的好女儿！”

另一位大妈叫阿米娜汗，是马红英走访入户时相识的，当时老人正卧
病在床。看到老人的状况，马红英说：“这位大妈像努汗大妈一样，需要帮
助，照顾一个大妈是照顾，照顾两个也是照顾。”

自此，两位大妈就成了马红英的“亲人”，买菜、买水果都是双份，买
衣服都是两套，逢年过节轮流在两位老人家里过，也会把她们接到自己家
里过。“她们就是我的亲人，只要工作不忙都会去探望她们。只要她们需
要，我都会随叫随到。”马红英说。

在社区里，还有两个孩子让马红英非常牵挂。2013年，社区居民夏尔
扎提古丽因病去世，两个孩子寄宿在姨妈家里。马红英说：“因为我也有孩
子，所以心里总是惦记着这两个孩子。虽然我家经济条件一般，但买衣
服、买书包给两个孩子还是可以的。”

马红英说：“不管是赡养两位大妈，还是关心这两个孩子，在我看来都
是应该做的事。我也得到了他们的关心和爱，我很知足。” （据天山网）

社区里有个“马大姐”
袁雅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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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外宣办 合办

4 月 26 日 8 时 20 分，在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喀什兵站停车场内，新疆军
区某汽车团简短而激情的“第五年援
塔誓师动员大会”正在举行。“有没
有信心完成这次援建塔什库尔干塔吉
克自治县任务？”“有！”几十名官兵
洪亮的回答响彻天空。随后26台满载
水泥的重型卡车鱼贯而出，向着帕米
尔高原进发。

2012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定
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建立33个
牧民“安居富民、定居兴牧”房生活
点，帮助当地群众脱贫致富。4年来，该团已为塔什库尔干运输水泥、红砖、
石棉瓦等各类建材物资66175吨。

4月26日19时，经过10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当车队到达该县塔合曼乡
时，闻讯而来的百姓站在路边夹道欢迎 （上图）。一位当地老乡说：“解放军
给我们送来了盖房子的物资，又教给我们致富的方法，我们当然欢迎他们。”

（据《新疆日报》）

“昆仑铁骑”开启第五年援塔行动
严小娟 张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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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空中飞天鹅空中飞

河狸水中游河狸水中游

青青河成为河成为
动物动物天堂天堂

杨英春杨英春 王永飞王永飞 董董 亮亮

53岁的谷刚戴着安全帽，工装上满是灰尘、油渍。他半蹲在
地上，一手拿着焊枪，一手扶着防护眼镜。随着电源的开启，焊
花像炸开了的烟花一样四处飞溅，喷撒在谷刚的衣服上，留下一
个个小小的破洞。谷刚却稳稳地抓住焊枪，直到手中的工作全部
完成，才慢慢放下焊条，拍了拍被焊花灼破的衣服……

谷刚 （中） 在乙烯裂解炉检修现场向青工传授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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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 弹拨尔

弹拨尔是维吾尔族、乌孜别克
族弹弦乐器。历史悠久，形制古
朴，音色优美，富有独特的地方风
格，常用于独奏。琴身木
制，音箱较小，成瓢形。
琴身修长，以丝弦缠成16
至20余品位。

维吾尔族 热瓦普

又称热瓦甫、拉瓦波、
喇巴卜。维吾尔族、乌孜别
克族弹弦乐器。流行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
传创制于十四世纪。民
间流传的喀什
热瓦普，全长
130厘米。

哈萨克族 冬不拉

哈萨克族民间流行的弹拨
乐 器 。 音 箱 用 松 木 或 桦 木 制
成，或扁平或瓢形，琴杆
细长，上面有 8—10 个
品位，两根丝
弦或钢丝弦，
可奏出三至八
度的和音。

汉族 阮

汉族传统乐器，阮
咸的简称。相传西晋阮
咸善弹此乐器，因而得名。四弦
有柱，形似月琴。始于唐代，元
代广泛流传，成为人们喜爱的弹
拨乐器，拥有广阔的音域和丰富
的表现力。

在吐鲁番“夜游交河”
覃超祥

交河故城是世界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
中的重要遗址。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夜游
交河”体验活动在这里举行。

座无虚席
共同感受民族文化

4月19日到4月22日，每天早上活动场馆外都
挤满了前来观看展览的群众。青海师范大学的范
老师听说在西宁市城西区文化艺术中心有新疆乐
器展，急忙缩短出差时间，千里迢迢赶回西宁观
看展览。

在兰州城市学院，“新疆民族特色乐器展”文
艺演出走到了师生中，千人大礼堂座无虚席。文
艺演出进行过程中，礼堂内喝彩声、掌声不断。

“真的可以看到‘木卡姆’‘麦西热甫’的演出
吗？”来自内地的同学一遍又一遍地问着工作人
员。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演出在平常很难看
到，近距离观看的机会更是难得。

100年以上的传统形制的古旧乐器、50年以上
的传统形制乐器、现代改良并广泛使用的乐器，3
个时间维度的乐器，将新疆各民族乐器发展、演
变的历史清晰地呈现，诉说着新疆民族文化的内
涵与价值。新疆民族文化、民族艺术的多元和丰
富，向世人展现了一个传承精髓又充满活力的新
疆。

观众不仅享受了民族文化乐餐，更感受到新
疆各地区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民族历史的厚重
和各族人民的智慧。

情有独钟
听听新疆乐器美声

新疆民族乐器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系统
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性符号，而文化又是地域
之间交流的最好媒介。新疆的民族文化内容多
元，地域特色非常明显，众多新疆特色乐器的展
出，让观众更直观地了解到新疆民族乐器文化的
特性和丰富性。

乐器展上新疆地区各民族代表性的乐器有
160 种之多。其中，2005 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的
伴奏乐器沙塔尔、 弹拨尔、手鼓、热瓦甫、独
他尔等也在乐器展上出现。这些乐器都各有其
历史传承、详细的制作工艺，以及通过它们演
奏的流传百世、脍炙人口的歌曲、舞曲等等。
这不仅仅是歌舞演奏出来的表面上的形式，更
显示了新疆民族音乐的地域性和民族艺术的独
特性。

乐器多情
搭起文化交流之桥

新疆民族乐器作为一个特殊的媒介，为一脉相
承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交融，搭起了交流之桥。

新疆艺术研究所所长李庆明介绍，“展览征集
的乐器涵盖传统的古旧乐器、传统的依旧沿用的
乐器、改良的传统乐器，可以清晰地看到新疆音乐
文化的发展脉络，突破了民族性。”在历史上，新疆
与内地文化一脉相承。通过新疆，中亚乐器传播到
了内地，加强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在当下，新疆
乐器文化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文化资源，
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交融美好的新疆。

古有丝绸之路贯通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今有“一
带一路”战略重振拥有发展潜力和区位优势的丝绸之
路沿线城市。而“新疆民族特色乐器展”也通过一件件
乐器，展示出新疆民族文化的传播历程以及它和各民
族文化的交融过程，奏响民族文化乐章。

上图为喀什地区莎车县阿曼尼沙汗公园内，
民众观看木卡姆艺人演唱。

图片来源：中国旅游报

独特而美妙的新疆民族乐器

图为马红英 （左一） 资助的两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