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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越野滑雪队首获冬运会金牌

新疆日报乌兰察布 2 月 19 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宋海波）19
日，在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内蒙古
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赛区，新疆队选
手巴亚尼·加林与迪妮格尔·衣拉木江在
越野滑雪公开组女子团体短距离（自由
技术）比赛中发挥出色，获得金牌。这是
新疆队“十四冬”开幕后的首枚金牌，也
是新疆越野滑雪队自 2017 年成立以来
在冬运会上的首枚金牌。

此外，在当天的比赛中，四川与新疆
联合培养选手加依那提在单板滑雪公开
组女子障碍追逐项目中摘得铜牌。

截至目前，新疆队在已进行的 9 个
比赛项目中表现出色，共获得6金9银7
铜。

本次越野滑雪女子团体短距离（自
由技术）比赛共有9支队伍出战。每支
队伍派出 2 名运动员轮流在雪道上滑
行，一人滑行3圈，一共滑行6圈，第一个

冲过终点的队伍获胜。巴亚尼和搭档迪
妮格尔以20分27秒66的成绩为新疆队
再添一枚金牌，这一成绩仅仅领先黑龙
江队0.19秒。

新疆越野滑雪队副领队高巍说：“我
们在赛前就精心制定了战术，队员们完
美地按照战术执行，展现出极高的团队
协作和竞技水平，最终获得理想的成
绩。”

巴亚尼赛后说：“这场胜利是对我们

辛勤训练的最好回报。”
巴亚尼出生于吉木乃县，2017年成

为国家体育总局跨界跨项选拔的越野滑
雪运动员。迪妮格尔曾入选 2022 年北
京冬季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越野滑雪
项目运动员名单，并在开幕式上担任最
后一棒火炬手。

21日，巴亚尼与迪妮格尔等新疆队选
手将再度携手，参加公开组女子4×5公里
接力（2传统技术+2自由技术）比赛。

 2月19日，颁奖仪式现场，迪妮格尔·衣拉木江（左）与巴亚尼·加林在
展示金牌。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蔡增乐摄

 2月19日，新疆队选手巴亚尼·加林（右）与队友迪妮格尔·衣拉木江在
比赛中完成接力。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第六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公示

新 疆 23 人 入 选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2月 19

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银璐）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示第
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推荐人选名单，一共
958人，其中新疆有23人入选。

这23名非遗传承人，涉及民
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民
俗、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医
药、传统美术等多个项目门类，包
括传唱《玛纳斯》43 年的自治区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江努日·图
日干巴依、传承《江格尔》45年的
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满都
来、从事传承工作60年的蒙古族
长调民歌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闹尔再、新疆维吾尔木卡姆
（吐鲁番木卡姆）的自治区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玉山·买合木提、俄
罗斯族踢踏舞自治区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阿娜、维吾尔医药（沙
疗）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吾斯曼·牙生、塔吉克族服饰自治
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古丽尼
沙·依斯拉木汗等。

江努日·图日干巴依刚刚参
加了总台春晚演出，在中国少数
民族三大史诗合唱节目《永恒的
诗篇》中表演《玛纳斯》说唱部
分。作为传承人，他一直记得他
的老师、第一批玛纳斯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居素甫·玛玛依
的话，要帮助年轻人登上高处，所
以他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放在培
养年轻一代传承者上，已培养超
过50位徒弟。

满都来多年来坚持记录散落
在民间的《江格尔》，走访百余名
民间艺人，积极学习和传唱《江格
尔》，可说唱 20 多章。2011 年他
整理编写《和静县中小学校本课
程——江格尔》，担任《江格尔》培
训班指导教师，培训过1000余名
学生。

闹尔再能演唱超过 30 首蒙
古族长调民歌及40首祝赞词，坚
持做民歌的收集、整理工作，并组
织会唱长调民歌的民间艺人在政
府专门设立的教学点教授长调民
歌。

吾斯曼·牙生从事医学工作
以来，积极研究和推广吐鲁番沙
疗法，配合各种疾病的治疗与康
复。他曾参与 10 余项国家级及
省市级科研项目，发表 20 余篇
论文，编撰沙疗法相关书籍，同
时还培养了一批掌握沙疗法的徒
弟。

进入名单的 23 位非遗传承
人一直积极参与发掘和培养年轻
一代传承者，在各级政府的组织
下，在乡村牧区、校园、培训班、非
遗工坊、非遗传承中心等场所教
授技艺、传授经验，致力于将中华
大家庭中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
扬光大。

新疆网商数量近二十六万家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 2月 19 日

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黑宏伟从
2月18日发布的《新疆电子商务发展
研究报告（2023）》获悉：截至2023年
12月底，新疆网商数量共计25.99万
家。

从网商地域分布情况看，乌鲁木
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克苏地
区网商数在新疆网商总数中分别占
比33.68%、11.77%、6.88%。

从 网 商 结 构 看 ，个 人 网 商 数
11.86万家，占比45.62%，企业网商数
共计14.13万家，在网商总数中占比
54.38%。新疆电商带动就业人数
69.92 万人，其中直接带动 35.38 万
人，间接带动34.53万人。

数据显示，2019—2023 年，新疆
网商数量及电商带动就业人数均实
现正向增长，呈现上升趋势。

新疆网商的增加与电商和直播
平台的快速崛起关系密切。2023

年，新疆直播网络零售额实现 50.60
亿元，同比增长56.02%；直播观看人
次 累 计 7.54 亿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64.03%，累计直播场次达 6.03 万场，
同比增长145.12%。

2023年，抖音发展势头迅猛，成
为新疆直播网络零售最大的平台，实
现直播网络零售额18.15亿元，其次
是淘宝和快手，分别实现直播网络零
售额17.41亿元、11.08亿元。

《新疆电子商务发展研究报告
（2023）》主要撰写人、新疆大学经济
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兵建议，建设有活
力、有竞争力的电商生态体系，提升
电子商务从业人员技能水平，支持开
设电子商务专业的高校和有较大需
求的企业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支持
电子商务培训机构品牌化发展，对培
训效果好的电子商务培训机构提供
资金支持；对电子商务岗位从业人员
的脱产技能培训提供补贴。

新疆自贸试验区设立首个市场采购贸易服务专窗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 2月 19 日

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索蓉
芝）“有出口货物需求的中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只要去新设立的市场
采购贸易服务专窗，就可享受免增值
税等便利政策，节约了企业时间成
本，提高了出口货物的运输效率。”近
日，新疆中亚互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报关员秦潇雨说。

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
经开功能区块2月2日设立了市场采
购贸易服务专窗，这预示着今后没有
进出口资质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可以在这个专窗完成相关前置手
续后，利用市场采购模式从事外贸生
意。这也是新疆自贸试验区成立以
来，设立的首个市场采购贸易服务专
窗。

市场采购贸易服务专窗设立在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
区）维泰大厦2楼政务服务大厅企业
服务专区。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是一种新型
贸易方式，是指由符合条件的经营者
在经国家商务主管等部门认定的市
场集聚区内采购商品的、单票报关单
商品货值15万（含15万）美元以下、

并在采购地办理出口通关手续的贸
易方式。与一般贸易相比，在保证产
品质量源头可溯、责任可究、风险可
控等前提下，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具有
准入门槛更低、通关出口更快、税收
政策更优、外汇管理更灵活等特点，
不仅极大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而
且更加方便迅捷，对外贸出口具有较
大促进作用。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主要面对
‘单小、货杂、品种多’的中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提供对接国际市场的
便利通道。”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
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鞠宁说，
市场采购贸易服务专窗的开设，是新
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经开功
能区块拓展外贸新业态的一项有力
举措，为经营主体搭建了一个低成
本、高效率的出口通道，解决了中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规出口的难
题。

鞠宁说，经开功能区块将继续落
实促进外贸保稳提质各项举措，大力
支持市场采购贸易与跨境电商优势
叠加融合发展，持续推动对外贸易创
新发展，助力外向型经济跑得快又
稳。

新 疆 是 个 好 地 方新 疆 是 个 好 地 方

8 天 迎 客 43 万 人 次
春节全疆博物馆接待量创新高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2月 19
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银
璐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获悉：
今年春节假期，全疆各级各类博
物馆（纪念馆）共接待游客 43 万
人次，同比增长 60%，创历史新
高。

春节期间，全疆博物馆（纪念
馆）除常设展览外，还开展了包含
新春主题、年俗体验等内容的主
题展览、研学、社教、讲座、比赛、
手工制作等展览及活动 180 余
场，通过线下场馆活动、云展览、
云直播、流动博物馆等方式，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享中华文

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成果。
新疆博物馆在春节期间推出

发放新年文物送福卡片、新春限
定印章等新春送暖活动，吸引数
万参观者入馆；乌鲁木齐市博物
馆推出《“龙起中华”——中国龙
文化百馆联展（图片展）》等展览，
同时开展传统服饰体验、非遗手
工制作体验等活动；哈密市博物
馆开展了“龙行龘龘迎新春·博物
馆奇妙夜”“吉祥如意过大年——
刺绣 DIY 品国风文化年”等活
动；吐鲁番博物馆除了历史文化
展览外，举办的中华传统礼仪、习
俗、手工艺的体验课也吸引了青

少年群体参加，春节期间入馆参
观约 5 万人次；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博物馆举办“博物馆里过大年
新春游园会”系列活动，做灯笼、
学拓片、投壶，让游客体验到满满
的年味。

“博物馆里过大年，体现着人
们消费层次和精神需求的提升。”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博物馆与革
命文物工作处副处长王金文说，

“主题展览与体验活动不仅展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提供了一
个平台，让各族群众通过亲身实
践去连接过往与当下，让我们宝
贵的文化遗产走入现实生活。”

春节期间全疆交通车流客流同比增长均超4成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 2 月 19 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逯风暴）春节
假期，新疆公路交通量，铁路、民航旅客
发送量与去年春节相比均增加 4 成以
上，一个活力满满的新疆扑面而来。

节日期间，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探亲
流、旅游流、学生流、务工流高度叠加，选
择各种交通工具进出疆以及在疆内流动
的旅客较多。

新疆国省干线公路通行总量1721.4
万辆次，日均流量191.27万辆次，较2023
年春节日均同比增长55%。其中客车通
行总量1094.4万辆次，日均流量121.6万
辆次，同比增长 58%；货车通行总量
607.25 万辆次，日均流量 67.47 万辆次，
同比增长50.5%。

就收费站通行量而言，2月9日至2
月 17 日，新疆收费站总交易量 678.1 万
辆次，其中 605.1 万辆小型客车免费通
行，减免金额2.1亿元，较2023年分别上
涨54.8%、58.1%、59.2%。

快捷的航空是出行旅客的重要选
择。春节假期，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共运送旅客91万人次，完成货邮
吞吐量 1392 吨，保障航班起降 7597 架
次，较2023年春节期间分别增长44.7%、
54.2%、30.2%。

在各机场中，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
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55万人次，完成货
邮吞吐量 879.4 吨，保障航班起降 3747
架次。2月14日以来，乌鲁木齐地窝堡
国际机场迎来假期返程高峰，单日旅客
吞吐量连续3日突破7万人次，2月16日
单日旅客吞吐量达7.6万人次，创往年春
运期间单日旅客吞吐量新高。

铁路运输旅客数量也有较大幅度提
升，春节假日运输期间，新疆铁路共发送
旅客 137.98 万人次、日均达 12.54 万人

次，较 2023 年同期增长 42.9%。2 月 16
日为单日旅客发送量最高，达15.66万人
次，较2023年假日运输期单日最高增长
39.7%。

为应对假期客流高峰，新疆铁路部
门以乌鲁木齐为中心，持续加大北京、上
海、成都、重庆、西安等热门方向临客开
行密度，采取列车加挂、动车组重联运行
等方式，累计加开旅客列车138列、日均
加开12.5列，为旅客春节出行提供充足
运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