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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史
中，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了悠久历史、灿烂文化。新疆自古
以来就是多民族迁徙聚居生活的地方，也是多种文化交流
交融的舞台。在历史长河中，新疆各民族文化扎根中华文明
沃土，既推动了各民族文化发展，也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新疆各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挖掘、传承与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鼓励各民
族相互学习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各民族宗教
信仰自由，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各民族文化现代
化，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在不同文化交流互鉴中，增强文化自信。

一、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新疆历来是多民族聚居、多种文化并存地区。各民
族文化长期交流交融，在中华文明沃土中枝繁叶茂，是
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古以来，中华
文化因环境多样性而呈现丰富多元形态。各民族文化在中华大
地上交流交融，形成气象恢宏的中华文化。各民族文化都是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财富，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贡献。

早在先秦时期，新疆就与中原地区展开了密切交
流，考古证实，新疆出土的彩陶就受到黄河中游地区仰
韶文化的影响，在河南安阳的商代妇好墓中，陪葬了大
量新疆和田玉制成的器物。西汉统一新疆地区后，汉语
成为西域官府文书中的通用语之一。中原的农业生产技
术、礼仪制度、汉文书籍、音乐舞蹈等在西域广泛传
播。西域的乐器与音乐传入中原，对中原音乐产生重大
影响。中华文化宝库中，就包括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艺
术、哈萨克族阿依特斯艺术、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
蒙古族卫拉特史诗《江格尔》等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作品。

新疆地区历来多种文化并存。中国的历史演进，决定
了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杂居、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
收并蓄的基本特征。新疆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绿洲
农耕与草原游牧文化的相得益彰，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
群交流互补、迁徙汇聚，开创了多种文化并存的生动局面。

新疆地区陆续发现大约 20 种语言文字。时至今日，
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诸语言仍在新疆存
在。生活中各民族语言兼用是新疆文化的传统特征。新
疆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同语言的互借互用成为
普遍现象。新疆克孜尔千佛洞、柏孜克里克石窟、北庭
故城等融合了汉、回鹘、吐蕃以及新疆古代居民的多种
文化元素，是古代中国文化艺术的典范。

历史上新疆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和中介。丝绸
之路的畅通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交融的新篇章。丝绸之
路繁盛时期，中国的造纸术、桑蚕丝织等先进技术通过新
疆西传，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佛教、摩尼教、景教
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新疆，和当时的原始宗教一起在当地流
传。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新疆多种宗教并存的情况从未发生
改变。新疆的文化景观始终是多种文化并存、多元文化交流。

各民族文化长期交流交融。中华文化是凝聚各民族的
精神纽带。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始
终贯穿于中华文化形成、发展的全过程。受中原文化影响，
新疆地区的蚕桑技术与丝绸织造取得了相当成就；最初形
成于漠北时期的回鹘文化，深受我国北方游牧文化、中原
文化以及佛教、摩尼教等影响。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各民
族互学互鉴，涌现出一批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
农学家、翻译家等，助推新疆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怀抱
中进一步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新疆各民族文化进入新的繁荣发展时期，《我们的祖
国是花园》《我们新疆好地方》等经典歌曲传唱大江南北；

《冰山上的来客》《库尔班大叔上北京》等优秀电影在全国
家喻户晓，成为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

新疆各民族成员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在语
言、饮食、服饰、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社会生活
和文化艺术各方面相互影响、吸收融合，“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始终是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特点。

二、各民族语言文字广泛使用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鲜明标志。新疆是多
语言、多文字地区，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繁
荣发展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历史经验。中国政府大力推广
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依法保障各民族使用和
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提倡和鼓励各民族相互学
习语言文字，不断促进各民族语言相通、心灵相通。

依法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发
展进步。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写入《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2001年 1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施行，进一步明确了普通话和规范
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2015 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学

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育教学语言文字”“民族自治
地方以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从实
际出发，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本民族或者当地民族
通用的语言文字实施双语教育”。2015 年修订的《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规定“大力推广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各民族成员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及交往日渐
频繁的需要，积极主动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工作。响应国家号召，上
世纪50年代开始，新疆在中小学对少数民族学生开设汉语文
课程。1984年，新疆提出在少数民族学校加强汉语教学工作，实
现“民汉兼通”的目标。目前，新疆在学前和中小学全面普及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加授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双语教育，确保
到2020年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以多种形式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工作。2013
年启动“国家通用语言培训项目”，在少数民族人口集中
的县 （市） 面向参加职业培训或创业培训的少数民族青
年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专项培训。2017 年启动实施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

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均明确规定，各民族都
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目前，新疆各民族主
要使用10种语言和文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司法、行政、教
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社会公共事务等领域得到广
泛使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重
要会议，提供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文
稿和同声传译。新疆本级和各自治州、自治县机关执行公务
时，同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语
言文字。各民族成员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选举或诉
讼。以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在课程
设置和各类招生考试中均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
和使用。每年一度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新
疆使用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5种文字试卷。

为保护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中国政府自 2015年起
组织实施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收集记录汉语方言、
少数民族语言和口头语言文化的实态语料。该工程作为
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语言资源保护项目，已实现全国
范围覆盖，其中在新疆开展包括 30多个少数民族语言调
查点、10个汉语方言调查点、6个濒危语言调查点和2个
语言文化调查点的田野调查。截至目前，已完成新疆规
划调查点超过80%的调查任务，并形成一批标志性成果。

多语言、多文种的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是新疆的一大特
色。新疆使用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锡伯6种语
言文字出版报纸、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新疆电视台
有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4种语言电视节目，新疆人民
广播电台有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5种语言广播
节目，《新疆日报》用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4种文字出版。

为使各民族成员共享信息化时代的成果，中国政府制
定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文字编码字符
集、键盘、字模的国家标准，研究开发出多种少数民族文字
排版系统、智能语音翻译系统，支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网
站和新兴传播载体有序发展，不断提升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信息化处理和社会应用能力。新疆设立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和各级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机构，负责各民族语言文字的
科学研究，推动各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

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中国政府鼓励民族自
治地方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既要求少数民族学习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也鼓励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居民学习少
数民族语言文字，尤其重视基层公务员、新录用公职人员、
公共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双语学习，并提供学习条件。新
疆专门开办了汉族干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培训班。上世纪
50年代以来，国家在新疆高校开设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维吾尔语言、哈萨克语言方向）专业，这些专业的学生毕
业后大多从事行政、教育、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工作。多
年来，新疆各民族相互学习语言文字蔚然成风，掌握双
语、多语的人员越来越多，推动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三、宗教文化受到尊重和保护

新疆历来是多种宗教并存地区，宗教文化丰富多
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政府保障公民宗
教信仰自由权利，尊重和保护宗教文化。

多种宗教文化交融共存。新疆历来是多种宗教传播的
重要地区，是宗教文化的汇聚之地。新疆最初流行原始宗
教、萨满教。公元前4世纪起，随着祆教、佛教等相继传入，
逐步形成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后来，道教、摩尼教、景教、
伊斯兰教等先后传入，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不断发展演
变。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是新疆宗教格局的历史特
点。多种宗教文化长期交融共存，互相借鉴，并在适应中国
社会发展过程中调整变化。目前，新疆有伊斯兰教、佛教、基
督教、天主教、道教等。萨满教和祆教的元素遗留至今，并且
以生活习俗的形式表现出来。佛教文化影响深远，在喀什、哈
密、伊犁等地，仍可见到佛龛、莲花图案、莲花宝座等遗存。

宗教典籍文献依法出版发行。国家以多种语言文字翻
译出版发行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典籍文献，
满足各族信教公民的多样化需求。新疆已翻译出版发行
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多种文字的《古兰经》《布
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等宗教经典书籍，编辑发行汉、维吾尔
两种文字的《卧尔兹演讲集》系列。开办汉、维吾尔两种语
言文字的新疆穆斯林网站。整理出版《金光明经卷二》《弥
勒会见记》等宗教古籍文献。在专营宗教书刊的销售点，可
以购买《古兰经》《圣经》《金光明经》等各种宗教典籍。

宗教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目前，新疆有喀什艾提
尕尔清真寺、昭苏圣佑庙、克孜尔千佛洞等109处宗教文化
古迹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自治区级文物保护
单位。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6处，自治区级文物保
护单位 63处。中央政府拨专款对列入国家和新疆文物保
护单位的克孜尔千佛洞、柏孜克里克石窟、喀什艾提尕
尔清真寺等进行修缮。新疆出资维修吐鲁番苏公塔、昭
苏圣佑庙、乌鲁木齐红庙子道观等 28 处宗教建筑 （场
所）。涉及宗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得到了保护和传承。

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同所在社会相适应是宗教生存
发展的规律。在中华文化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思
想影响下，佛教等外来宗教都经历了中国化、本土化过程。
佛教传入新疆后，主动适应社会发展、融入主流文化，对新
疆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沿着中
国化方向发展，经过长期与当地传统信仰和文化融合，逐渐
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并表现出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天
主教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基督教的自传、自治、自养等，都
为实现宗教中国化作出了积极努力。新疆坚持宗教中国化的

历史传统，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支持宗教
界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发展、健康文
明的内容，对教义教规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符合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引导各种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

四、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取得成就

新疆文化遗产丰富。中央政府和新疆地方政府不断加强
法制建设，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法规对
保护新疆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

文物保护成果丰硕。目前，新疆有各级文物保护机构189
个，文物保护网络基本建成。全面完成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
3次，可移动文物普查1次，文化遗产家底进一步摸清。截至
2017年，新疆文物点9542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6处、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3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558处。文
化文物系统现有博物馆93个（包括自治区博物馆和吐鲁番
地区博物馆2个国家一级博物馆），馆藏文物45万件/套。

新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取得显著成效。
确立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5座、历史文化名镇3个、历史文
化名村 4个、历史文化街区 2个、中国传统村落 17个、中国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22个。多年来，中国政府对高昌故城
遗址、北庭故城遗址、惠远新老古城遗址等一大批文物
古迹进行修缮保护，抢救性保护修复3000余件珍贵文物。

考古发掘成果中外瞩目。截至2017年，新疆民丰尼雅遗
址、尉犁营盘墓地、若羌小河墓地、库车友谊路晋十六国砖室
墓、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吉木乃通天洞遗址等8项考古发掘项目
先后被列入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出土了“五星出东方利
中国”锦护臂、“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被等国宝级文物。

古籍保护力度加大。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籍整
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修复
中心，建立少数民族古籍特藏书库。2011年，新疆古籍保护
中心启动第一次古籍普查工作，对重点、珍贵古籍的基本内
容、破损情况和保存状况登记造册。之后又数次开展普查。截
至2017年，完成古籍整理普查14980种。已收藏的古代典籍
文献包括汉文字（汉文字、西夏文和契丹文等）、阿拉美文字

（佉卢文、帕赫列维文、摩尼文和回鹘文等10多种）和婆罗米
文字（梵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吐蕃文等）三大系统，共
19种语言、28种文字，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天
文、数学、医学、艺术等领域。古籍整理数字化建设日益加强。

中国政府支持新疆以汉文和维吾尔文翻译、整理、出版了
濒于失传的《福乐智慧》和《突厥语大词典》等古籍。组织古籍专
家开展学术研究、提供咨询服务，邀请国内外古籍保护工作者、
研究者和管理者交流研讨。2011年，国家文化部和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
籍保护成果展”，其中孤本古籍超过半数，受到社会各界称赞。

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按照“保护为主、抢救
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原则，加强政策立法。2008
年，新疆出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
例》；201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
例》颁布实施。新疆出台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
为科学、系统地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制度保障。

中国政府1951年、1954年两次抢救性录制维吾尔十二
木卡姆。上世纪60年代开始，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整理出
版了包括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蒙古族史诗《江格尔》
等多种民间口头文学作品。编纂出版《中国民族民间舞蹈
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故
事集成·新疆卷》等涵盖各民族音乐、舞蹈、戏曲等门类的
十大艺术集成志书。“中华文脉——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记录工程”持续实施。截至2017年，新疆完成23位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运用文字、图
片、音像等多种记录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实施
了抢救性保护；创建了维吾尔族乐器、地毯和艾德莱斯
绸织造3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国家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
地；命名91个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柯尔克孜史诗 《玛纳斯》、
维吾尔族麦西热甫分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入选国家级、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名录的项目分别有83项、294项，国家级、自治区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分别有112位、403位。

民俗文化得到尊重与传承。新疆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
样、相互欣赏，充分尊重和保护各种民俗文化，实现多元文化
和谐共处，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在春
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以及肉孜节、古尔邦节等传统节
日，各族人民都能享受法定假期。每逢节日，新疆各地民众
用音乐、歌舞、传统体育竞技等文化活动来庆祝。汉族的“元
宵灯会”、维吾尔族的“麦西热甫”、哈萨克族的“阿依特斯”、
柯尔克孜族的“库姆孜弹唱会”、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回
族的“花儿会”等民俗活动广泛开展，受到各族民众的欢迎。
新疆提倡各民族相互尊重风俗习惯，倡导各民族在衣食住
行、婚丧嫁娶、礼仪风俗等方面崇尚科学、文明、健康的风尚。

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发展

文化发展的核心是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国政
府支持新疆努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促进文学艺术
创作和新闻出版繁荣进步，增强文化产业实力，保障公
民文化权利，丰富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为保
障新疆各族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促
进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

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日益提高。1955年，新疆有1个公共图书
馆、各类体育场地425个。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近年来，新疆
实施“县级文化馆、图书馆修缮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乡镇综合文化站工程”等一系列文化基础工程。截至2017年，新
疆有公共图书馆112个、博物馆和纪念馆173个、美术馆57个、文
化馆119个、文化站和文化室12158个，有各级各类广播电视台

（站）302个，广播和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7.1%和97.4%，有
体育场地29600个，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各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新疆积极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文化馆、图
书馆、博物馆、乡镇（街道）文化站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向
社会开放。基本实现户户通广播电视。农村电影放映实现
行政村全覆盖。财政安排资金支持为贫困乡村提供戏曲
等多种形式的文艺演出。广泛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农家
书屋工程覆盖所有行政村。截至2017年，共举办13届自
治区运动会、8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5届老年人
运动会、6 届残疾人运动会。村级“农牧民体育健身工
程”实现全覆盖。新颖多样的健身器材在边远乡村普

及，丰富有趣的体育比赛和健身活动深受各族群众欢迎。
文学艺术创作和新闻出版持续繁荣。新疆文学艺术佳作

纷呈，生动展现了中华文化魅力。小说《天山深处的“大兵”》、
诗集《神山》、散文集《在新疆》、文学评论集《西部：偏远省份的
文学写作》、油画作品《来自高原的祈福——5·19国家记忆》、
摄影作品《风雪人生》、话剧《大巴扎》、舞剧《阳光下的舞步》

《戈壁青春》、歌舞剧《情暖天山》、音乐剧《冰山上的来客》、音
乐杂技剧《你好，阿凡提》、歌曲《屯垦爹娘》、广播剧《马兰谣》
和电影《大河》《鲜花》《真爱》《生死罗布泊》《塔克拉玛干的
鼓声》等一批文学艺术作品获得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鲁迅文学奖、中国电影华表奖等国家级奖项，杂技《生
命之旅》《抖杠——担当》等获得国际杂技节金奖。2006年，
成立新疆广播影视译制中心，相继在11个地、州和伊宁市、
莎车县、库车县、于田县建立电视译制部。目前，少数民族语
言影视剧年译制量达6200集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新疆仅有2种报纸。截至2017年，新疆共有报纸126种，期刊
223种，每年出版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约1万种。

文化、体育和民族医药产业实力逐步增强。目前，新疆
有文化企业 1万余家，已形成门类较为齐全的文化产业发
展体系，涵盖新闻出版发行、广播影视、演艺、文化娱乐、游
戏、文化旅游、工艺美术、艺术品、动漫、文化会展、创意设计、
数字文化服务等领域。截至2017年，有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
基地6家，自治区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109家，获得国家认定
的动漫企业11家，建成各类文化产业园区20家；有国家5A级
景区12家，导游17000人。文化及旅游产业增加值逐年增长。

成立一批职业体育俱乐部，体育竞赛与表演市场日趋
活跃。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国篮球职
业联赛新疆区比赛保持较高市场化运作水平。以中国国际
露营大会、国际沙漠越野挑战赛、环艾丁湖摩托车赛、
环赛里木湖公路自行车赛等为代表的体育休闲市场日趋
成熟。赛马、冰雪运动、航空体育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新疆已形成中华医药 （含民族药）、医疗机构制剂、
食品 （含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和药用包装材料等门类较
为齐全的医药健康产业体系。其中维吾尔医药、哈萨克
医药、蒙医药等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历史悠久，是中华文
化瑰宝，许多药材被纳入国家标准和国家相关标准化研
究项目。新疆民族医药销售产值占制药行业销售总产值
比重逐年提高；民族医药企业的产品在不断开拓国内市
场的同时，还销往周边国家和地区，进入国际市场。

网络文化蓬勃发展。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不断发展，近年
来，互联网越来越成为新疆各族人民学习、工作、生活的新空
间，获取公共服务的新平台。截至 2017 年，新疆备案网站
11520 家，固定宽带用户达 569.9 万户，移动互联网用户达
1855.8万户。微信公众平台“最后一公里”用户遍及全国所有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几十个国家、地区。先后实施争做中国好
网民、艾德莱斯网络引领、网络融情等工程，开展“网络中国
节”“我是一颗石榴籽”“艾德莱斯出天山”等系列网络文化活
动30余项，示范带动新疆各地开展各类网络文化活动7000余
项。2017年，新疆本地消费者网购零售额达569.1亿元，比上年
增长29.8%。蓬勃发展的网络文化引领了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

六、对外文化交流日趋活跃

新疆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在东西方文
明交流互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央政府支持下，新
疆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格局。

以多种形式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中国新疆国际
民族舞蹈节、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和“出版
博览会”等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交流品牌。2009
年以来，举办了7届“中国·新疆国际青少年艺术节”，邀请中
亚四国及俄罗斯、蒙古、巴基斯坦、印度、马来西亚、泰国、韩
国、阿塞拜疆等12个国家及国内共119个文艺团体的2330余
名青少年来新疆演出交流。2012年至2017年，新疆连续举办7
期“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国家媒体负责人研修班”，邀请了
25个国家的100多家媒体负责人来新疆研修、交流、考察。

近年来，新疆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
设，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人文科技交流。2016年，举办第五届
中国－亚欧博览会科技合作论坛，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的154名嘉宾受邀参加。建成12个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
地，与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 10 个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
开展了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涉及农业、资源环境、农产品
加工、天文、煤化工、生物医药、能源等领域。稳步实施“留
学中国计划”，逐步扩大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优秀留
学生奖学金资助规模。新疆高校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
作，留学生教育规模逐年增加、质量不断提升。从1985年开
始，截至2017年，新疆高校接收外国留学生达5万人次。新疆
积极发挥包括维吾尔医药、哈萨克医药在内的中华医学特色
优势，筹建中外联合中医机构，开展中医民族医药国际医疗服
务体系建设项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患者前来就医。
2015年至2017年，乌鲁木齐市有5家医院开展国际医疗服
务，累计接诊外籍患者1.7万人次。新疆举办一系列高水平体
育赛事，吸引大批国际优秀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积极参与。

积极对外展示新疆各民族文化风采。从上世纪末开始，“中
国新疆古代丝绸之路文物展”“丝路奥秘——新疆文物大展”
等新疆文物精品展览陆续在日本、美国、德国、韩国等国家举
行。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赴联合国总部、英国、日本、法国
及新疆周边国家进行表演展示。近年来，“感知中国——中国西
部文化行·新疆篇”“中国新疆文化交流团”“中国新疆文化周”
分别在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
新西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埃及、土耳其、伊朗、沙
特、巴基斯坦、阿富汗、马来西亚、文莱、老挝等国举办多种文
化交流活动。新疆多次组团代表中国参加国际伊塞克湖运动
会，加强了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体育交流与合作。

结束语

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传承和发展的，是民族
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事实证明，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
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始终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
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也是新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
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当
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
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
进步！”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
华民族已经走进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在文化交流交融的舞台
上，新疆各族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自己新的文化使
命，在文化创造中铸就新繁荣，在文化进步中取得新发展！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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