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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企业献爱心 浓浓情意暖人心
地区融媒讯 （记者 买合木

提） 3月18日，新疆安泰集团公司
携手小魔鱼鞋业新疆总代理在和田
县英艾日克乡巴什阔尕其村开展

“关心下一代爱心包南疆公益行”捐
赠活动，向村幼儿园、小学 100 名
学生赠送了书包、书籍、玩具、文
具、鞋帽等物品，并向妇女赠送了
200双鞋子。

“我今天收到礼物特别开心，非
常感谢爱心企业的慷慨捐赠。以

后，我会努力学习，将来回报社
会、回报祖国。”巴什阔尕其村小学
三年级学生艾米扎·吾布力艾山激
动地说。

村第一书记白岭表示：“此次捐
赠活动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
是精神上的鼓励，我们会一如既往
地关注村民的生活情况，整合更多
的社会资源，为需要帮助的家庭和
儿童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更贴心的关
爱，以实际行动为村民排忧解难。”

舞剧《五星出东方》

舞出民族融合的华美乐章
地区融媒记者 张亚辉 艾克甫江

1995年，中日考古人员从民丰县尼
雅遗址中发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
织锦护臂，它的出土震惊了整个考古界，
被誉为 20 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
现之一。3月12日以来，以这件文物为
题材创作的舞剧《五星出东方》在和田巡
演，从文物到舞剧，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
动人故事？创作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这几天，正在和田巡演的舞剧《五星
出东方》受到了和田各族观众的追捧，每
场演出结束，现场掌声不断，许多人久久
不愿离场。

观众买合里亚·太外库里说：“剧中
讲述爱情、友情故事动人心弦，特别有意
义。”

作为特邀观众，地区博物馆馆长艾
再孜·阿不都热西提告诉记者，这场演
出，他期待已久。特别是“五星出东方”
这几个字，他既熟悉又亲切。

1995年10月，艾再孜作为考古调查
队成员之一，前往尼雅遗址北部进行调
查时，发现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
护臂，大家都激动地欢呼起来，特别是

“五星”“中国”这几个字，对于他们考古
人员来说非常亲切，见证了汉朝中央政
权对西域的有效管理。“舞剧《五星出东
方》是一场高水准的演出，它用讲历史故
事的方式反映了中华儿女始终心手相
连、命运与共，让人非常感动。”艾再孜
说。

从登上央视春晚到新疆的“归乡”巡
演，无论是普通观众还是专业学者，几乎
每一位看过舞剧《五星出东方》演出的人
员，都对舞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这
台舞剧的创作过程和表演都十分精彩。

2020年9月25日至26日，第三次中
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要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工程。以此
为指引，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地委宣
传部将一个思酌已久的计划提上了日
程，围绕尼雅遗址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打造一
部舞台艺术精品，进行“文化润疆”新探
索。

北京演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赵
佳琛表示，他们聚集了京新两地上百位
历史、考古、哲学、民族、音乐、服饰等方
面专家，对这部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反
复研讨，演出之后又不断地请专家打磨、
修改，吸取了方方面面的意见。

收藏于新疆博物馆的“五星出东方
利中国”织锦护臂图案中，祥鸟、瑞兽、白
虎走动于云气、星际之间，纹样独特，五
星出于东方被古人认为是预示国家繁荣
昌盛的天象。但是，仅凭一件文物，没有
充足的文字记载，怎么创作？如何表
现？成了摆在创作团队面前的首要问
题。

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舞剧《五星
出东方》总编导王舸说：“创作过程中可
参考的文献资料很少，2000多年前西域
地区的音乐、舞蹈是什么？有哪些形

象？有哪些可舞的点、动情的故事？这
些都非常非常难找。”

为此，创作团队以织锦护臂为核心，在
新疆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和采风。自治区
也组织了考古、舞蹈、音乐等方面的多名专
家，帮助创作团队，积累创作素材。

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舞剧《五星出
东方》编剧许锐表示：“除了‘五星出东方
利中国’织锦护臂之外，其实还有一件文
物，同样是尼雅遗址出土的，‘奉谨以琅
玕一致问，春君幸毋相忘’木简，那木简
当中的‘奉’和‘春君’是什么样的人，他
们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最初
的故事架构，是从对这些人的关系建构
上开始的。”

舞剧《五星出东方》以织锦护臂为切
入，讲述了汉朝戍边将领“奉”在精绝古
城与北人首领之子“建特”、精绝首领之
女“春君”之间，从剑拔弩张到并肩携手、
从素不相识到深深认同，结下深厚情谊
的动人故事，近2个小时的表演，不同的
舞蹈、音乐元素的融合，呈现出了中华文
化极大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舞剧《五星出东方》舞蹈编导黄佳园
说：“从舞段上来说，这个题材本身讲到
了西域，也讲到了中原，所以在西域这部
分，我们有非常火爆的灯舞，还有狼舞。
在中原大汉的这部分，我们用农乐舞表
现农耕文化，其实在创作中最难的部分
是给观众带来那种熟悉的陌生感。”

舞剧《五星出东方》的演出阵容达到
了 60 多人，而表演融合了不同的元素，
还要完成具体人物的刻画，要想演得出

彩，对于舞蹈演员来说，挑战并不小。
舞剧《五星出东方》“建特”的饰演者

李郦鲸说：“我从小就开始学古典舞，从
来没跳过民族舞，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不太行，但是后来通过一遍一
遍地打磨舞蹈动作，从家国到兄弟到亲情，
自己完全融入了角色当中，我觉得这就是

‘建特’这个角色要呈现的东西。”
灯舞舞段编创源自龟兹乐舞，是由

北京演艺集团与地区新玉歌舞团的演员
共同完成。地区新玉歌舞团演员努尔比
亚·木塔力甫作为这段节目的主演之一，
进入《五星出东方》的编排演出队伍后，
从定角色到定动作，这个过程让努尔比
亚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努尔比亚
说：“我从来没有跳过舞剧，《五星出东
方》舞剧中舞蹈真的非常丰富，后来同行
朋友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给我教，我慢慢
地融入到了舞剧中，从心底对舞剧产生
了一种爱的情愫。”

历时两年的创演之路，从对文物题
材的成功破解，到舞台叙述的创新表达，
再到戏剧样式上的突破呈现，舞剧《五星
出东方》自2021年6月首演以来，荣获了
中宣部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优秀作品奖、第十七届中国文化艺
术政府奖“文华大奖”两项殊荣，今年还
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惊艳亮相。

舞剧《五星出东方》在和田进行巡演
的这几天，北京歌剧舞剧院的演员也在
手把手地带着新玉歌舞团演员排练。

地区新玉歌舞团演员亚库普·如孜
说：“舞剧《五星出东方》新疆演出，将由

我们地区新玉歌舞团负责，我将在舞剧
中饰演‘建特’，我很激动。几千年前我
们各族人民便在和田大地上共同建设、
共同保护、共同生活，现在要把这些演出
来，我觉得责任重大，要向北京来的老师
认真学习，努力完成好演出任务。”

舞剧《五星出东方》在和田巡演结束
之后，地区新玉歌舞团的演员还将继续
精心排练这部舞剧，打磨细节，提升品
质，通过长期驻场演出，凝聚人心，不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继续讲好中
国新疆故事。

地区新玉歌舞团党支部副书记吐逊
江·阿不都拉说：“地区新玉歌舞团会积
极做好该剧的本土化移交排练，展示新
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扎实推进文化润疆工作，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美好新疆贡献和
田文艺力量。”

舞剧《五星出东方》灯舞舞段。 地区融媒记者 许晓龙摄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记者感言
用一部舞剧，读懂

一段历史。舞剧《五星
出东方》不只是对国宝

文物故事的抒怀与畅想，它更是民族精神
的舞蹈书写，舞出了民族融合的华美篇
章。在舞剧的故事里，我们看到自古以来，
在祖国的西域边关，各民族患难与共，织就
了一曲各民族相亲相爱的动人篇章。而在
故事外，放眼天山南北，各族人民亲如一
家，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
着美丽家园。各民族在共同生活的交往交
流交融中建立起的深情厚谊，自古如此，也
将生生不息。

养 出 好 鸽 子 走 向 致 富 路
地区融媒记者 阿卜杜合力力

“2月龄的幼鸽到独立生活，这时
候的幼鸽是很难喂养的，必须加强饲
养管理，注意保温、通风，加强保健砂
和饲料的营养供给。”3月13日，地区
观赏鸽协会会长亚生江·阿不都拉在
和田市肖尔巴格乡光明村村民伊米
提·麦提库尔班家的鸽舍，指导养殖
观赏鸽技术。

伊米提以前靠家里的 2 亩地维
持生活。201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在和田市原鸽子巷逛街时发现，养
殖观赏鸽效益好，养殖成本不高，市
场行情不错，就萌发了依靠养殖观赏
鸽来创业的想法。回家后，他到处收
集有关养殖观赏鸽的书籍、资料。掌握
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后，在自家屋顶上搭
建鸽棚，买了几只观赏种鸽开始试养。

“刚开始，老婆孩子都反对我养
殖观赏鸽，他们认为养殖观赏鸽挣不
了几个钱，还不如好好种地。家人不
支持，自己又不太懂养殖技术，正准
备放弃的时候，和田成立了观赏鸽协
会，给我们养殖爱好者提供养殖技术
服务和销路，我才有了信心继续走下
去。”伊米提说。

近年来，在地区观赏鸽协会的支
持和帮助下，伊米提的鸽舍面积从最
初的 20 平方米发展到现在的 300 平
方米，观赏鸽也有175对。2022年伊
米提养殖观赏鸽的纯收入达到50万
元。

近年来，地区观赏鸽协会创新工

作思路，规范发展，引导养殖爱好者保
护传承原有老品种，研发引进新品种，
加强与各地区观赏鸽协会的交流，如
今，地区观赏鸽品种多样、市场活跃。

“我以前在家里种地，收入不
高。去年来这里上班，主要负责鸽子
喂养和卫生清理工作，期间也学会了
观赏鸽养殖技术，我打算在家里养殖
观赏鸽增加收入。”和田民生农业科
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吾鸽观赏鸽托
养基地员工吐迪尼沙·买买提明说。

基地于 2021 年 5 月在和田市吐
沙拉镇约斯坦村成立，主要从事观赏
鸽养殖、托养及饲料加工，目前，有鸽
舍310间，其中繁殖区152间、托养区
158间。还解决附近村13人就业，每
人月工资2000元至3000元。

“我养殖观赏鸽已有 3、4 年了。

去年我搬进了楼房，观赏鸽协会得知
我没有养殖场地后，主动协调托养基
地给我免费提供了10间鸽舍，现在
我的观赏鸽已达到 3 个品种 50 多
对。”和田市古江巴格街道乐居社区
居民麦尔哈吧·艾力说。

“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提出了很
多支持民营企业方面的惠民政策。
我要坚定发展信心，踏踏实实办好企
业，为和田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吾鸽
观赏鸽托养基地负责人米尔佧米力
江·玉山江说。

“地区观赏鸽协会将继续挖掘、
整合观赏鸽资源，注重品种培育和品
牌建设，将观赏鸽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效益。同时，推广地区观赏鸽文
化，促进观赏鸽养殖行业发展，为地
区乡村振兴作贡献。”亚生江说。

乡村振兴进行乡村振兴进行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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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融媒讯 （通讯
员 张丽红 艾姆拉罕
胡尔西代）在第63个世界
气象日来临之际，为使各
族群众了解气象、关注气
象，提升防范气象灾害的
意识，3月19日，民丰县气
象局开展“天气气候水·代
代向未来”世界气象日主
题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丰县气象
局工作人员以专题展板、
发放气象宣传材料、科普
气象知识等方式开展科普
宣传，积极向当地群众讲
解今年气象日主题的含
义，并针对“天气气候水·
代代向未来”这一主题，向
群众讲解天气、气候、水在
我们生活中的作用。

活动结束后，民丰县
气象局工作人员前往光明
社区蔬菜大棚，向种植户
讲解春季易发的大风、沙
尘等灾害性天气防范知
识，引起了种植户对气象
科学的兴趣。

据了解，此次宣传活
动发放气象科普宣传册
1000 余本，受益群众 1200
余人，通过宣传活动使群
众进一步了解如何防范气
象灾害以及掌握防灾避险
的基本常识。

“今天我们到农贸市
场进行科普宣传活动，通
过通俗易懂的语言给社会
公众宣传气象灾害是什
么、怎么防范等方面知识，
进一步提高各族群众的防
灾减灾意识及技能。”民丰
县气象局副局长李昌明
说。

地 区 开 展 林 果 业
提质增效技术培训

培训果农 4.31 万人次
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卜力

克木） 眼下正值春季核桃管理的关
键期，为持续推进核桃产业提质增
效，巩固产业发展成果，和田各地
组织广大林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
间地头开展核桃产业提质增效技术
培训，为今年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我们在精细化修剪时，要把枯
枝、病虫枝、徒长枝、弱枝去掉。”
3月9日，在墨玉县扎瓦镇托格拉亚
村的一片核桃地里，县林业和草原
局林果办主任、林业工程师喀哈
尔·巴柯尔在为乡镇林管站技术
员、村级核桃管理技术人员、核桃种
植户 80 余人培训核桃修剪等技术。
培训现场，技术人员详细讲解了核桃
树清园整地、整形修剪、病虫害防治、
施肥等林果抚育管理知识，并现场示
范操作，对大家在核桃栽培和管理中
存在的问题答疑解惑。

如则麦麦提·斯热吉艾合麦提
是扎瓦镇托格拉亚村核桃种植户，
家里种植10亩核桃。通过此次技术
人员手把手技术培训，他受益匪
浅。如今，他学会了核桃修剪、病
虫害防治、抚育管理等方面的知
识，对今年核桃的增产增收充满了
信心。

“去年，通过科学管理，我家核桃
收入 21000 多元，收入一年比一年
高，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今年我会继
续加强管理，核桃肯定又是一个大丰
收。”如则麦麦提说。

墨玉县把核桃春季管理作为林
果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环节来抓，通
过技术指导、病虫害综合防治、高标
准果园建设等措施，使核桃树成为群

众致富的“摇钱树”。目前，墨玉县
44.56万亩核桃树的修剪施肥及管护
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近年来，地区把发展特色林果业
作为振兴地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
来抓，深入实施林果业提质增效工程
建设，在提高林果产业综合生产能
力、经营效益和市场开拓上取得了突
破，林果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目
前，地区林果总面积达324.25万亩，
2022 年果品产量达 109.78 万吨，林
果总产值达88.41亿元。其中：核桃
173.07 万亩，产量 29.78 万吨，产值
34.59 亿元；红枣 89.04 万亩，产量
26.13万吨，产值31.12亿元。

今年，地区通过推动林果基地
标准化和示范园建设、开展低产低
效果园疏密改造、重点抓林果春季
修剪、春季施肥、推进林果政策保
险、抓好林果技术服务社会化工作
等措施持续推进林果产业提质增效
工程。按照地、县、乡、村四级干
部林果示范园建设要求，在技术服
务方面狠抓落实，严格按照标准管
理，发挥好自治区、地县林果技术
专家的作用。截至目前，全地区各
类林果疏密、修剪、有害生物防控
现场培训果农4.31万人次。

地区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中心
副主任许鹏程说：“地区大力开展林
果业提质增效工程建设和林果技术
培训，开展了室外‘林果田间学
校’和室内专业培训，助力乡村振
兴，增加果农收入。下一步，地区
将通过实施林果业提质增效工程，
持续发挥好特色林果产业作为农民
增收支柱产业的作用。”

布阿斯：

用凉皮“拌”出美味生活
地区融媒记者 唐海东 通讯员 韩丽

“这凉皮真好吃，再来一碗。”
“好的，请稍等。”
3月17日，和田县色格孜库勒乡

乌孜古凉皮店生意红火，店主布阿
斯·艾合麦提尼亚孜正忙着招呼顾
客。

今年34岁的托万罕艾日克村村
民布阿斯，过去靠种地生活，由于家
里耕地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2021
年夏天，她在色格孜库勒乡巴扎一家
凉皮店看到吃凉皮的人很多，生意火
爆，一天能赚不少钱，就想自己学习
这门手艺，也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凉皮
店，增加经济收入。但这门制作凉皮
的手艺从哪里去学呢？她想到了“访
惠聚”驻村工作队。工作队员听了她
的想法后，为她联系了库车市乌孜古
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培训机构，并进行
了为期3个月的学习培训。

培训期间，布阿斯刻苦学习，不
懂就问，很快掌握了凉皮制作技术。
2022年3月，在村委会和工作队的帮
助下，她申请了 3 万元无息贷款，在
乡里开起了乌孜古凉皮店。制作凉
皮是个辛苦的活，布阿斯每天起早贪
黑，她把所有的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了
制作凉皮上，只要吃过她做的凉皮，
人人都会赞不绝口。

“这家凉皮店，味道独特，干净卫
生，每次到乡里来，都要到这里吃上
一碗凉皮，再带几份回去给家里老人
和孩子吃。”顾客如孜古丽·吉力力
说。

布阿斯的凉皮一碗5元钱，平时
一天能卖 50 碗左右。天热时，一天
能卖100多碗。每月收入8000 元左
右。

“现在，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
善，我会更加努力，把凉皮做精做细，
用一碗碗凉皮‘拌’出更美味的生
活。”布阿斯说。

和 田 好 故 事和 田 好 故 事

凉皮店店主布阿斯·艾合麦提尼亚孜为顾客调拌凉皮。
地区融媒通讯员 韩丽摄

和田市肖尔巴格乡光明村村民伊米提·麦提库尔班正在给自家的观赏鸽
喂食。 地区融媒记者 阿卜杜合力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