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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山羊舞”艺人正在表演。 地区融媒记者 许晓龙摄

一边弹奏热瓦普，一边演唱山区
民歌，身前的木台上还有几只木山羊
随着节奏跳动。仔细看就会发现，艺
人们拨动琴弦的右手上还挂着一根
细细的丝线，这根线连着一个木质装
置，在它的操控下，随着艺人弹奏，

“木山羊”就会跳动起来，身体还能转
动，这就是和田地区策勒县山区极具
特色的“木山羊舞”。与常见的新疆
舞不同，这种舞蹈的“舞者”是手工制
作的木山羊。

“木山羊舞”是一种民俗艺术，源
于昆仑山下牧民的放牧生活。过去，
放羊时为了解闷，牧民用木块制作成
四肢和头部会动的木山羊，自己唱歌
弹琴，让木山羊跳舞增添乐趣。这种
游戏流传开后，逐渐成为牧区的一种
娱乐方式。

这种跳舞的木质装置其实是一个
微型“戏台”，由木山羊、薄板舞台、承
重木轴、连接木棍、引线、底座构成。
工匠用木料做出山羊造型，戏台用圆
形薄板制成，贴上一层绿布，山羊就像

立在草原上。接着在木山羊的腹部垂
直插入一根木棍，这根木棍穿过绿色
薄板，插入戏台的承重木轴里，木棍另
一头绑一根丝线，再从承重木轴底部
的插孔中穿出，表演时，将线绑到艺人
手指上，就可以连动起来。

“木山羊舞”的舞姿轻快，抬头蹬
脚，转身蹦跳，像山羊一样活泼可爱，
充满活力。“木山羊舞”的配乐采用的
是欢快的民间曲调，音调欢畅，有助
于活跃气氛。“木山羊舞”的动作比较
简单，易于学习，不需要复杂的舞蹈
基本功，跟着节奏舞动即可。“木山羊
舞”既保留了中华文化的传统特色，
又具有节奏活泼、易学易跳等优点，
广受欢迎。

“木山羊舞”主要分布在昆仑山
下的策勒县山区乌鲁克萨依乡、恰哈
乡、奴尔乡和博斯坦乡，和田地区其
他县也有少量的分布。因流传地域
较为偏远，故而保留完整，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和独特性。

地区融媒记者 许晓龙整理

会跳舞的“木山羊”带你领略非遗魅力

民 丰 县 举 办 经 典 诵 读 大 赛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艾姆拉

罕 阿依布拉克）6月12日，民丰县
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在县寄宿制初级
中学阶梯教室举办经典诵读大赛。

大赛分为小学生组、中学生
组、教师组、职业学校学生组，每
组可个人参赛，也可 2 人（含）以
上组成团队参赛。参赛选手以经典
为伴、以诵读为媒，或娓娓道来、
温柔抒情，或激情昂扬、铿锵有
力，伴随着悠扬的音乐，将声音与
文字完美融合，为每一篇作品注入
了鲜活灵动的生命力。

若克雅乡中心幼儿园教师乃孜

热·图尔荪江说：“此次比赛不仅是以
言传身教的方式让学生感受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更是通过诗
歌、散文等，让学生提升语言表达能
力，培养他们对文学的热爱。”

民丰县县城小学学生美合日耶·
亚森说：“此次活动，不仅提升了我的
文学素养，更让我领略到中华文化的
独特魅力。我热爱这样的活动，我为
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自豪。”

此次活动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精髓滋养青少年，有利于引导青少年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
养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策勒县开展高血压糖尿病评估活动

规范管理慢病 守护生命健康线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张珊

珊 古丽热娜）为进一步规范高血
压、糖尿病患者的健康管理，提供优
质的医疗卫生健康服务，连日来，策
勒县医共体总院与各基层医疗机构
家庭医生签约团队专家在各乡镇（街
道）村（社区）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两慢
病评估及健康随访服务。

此次服务活动旨在通过科学评
估与个性化随访，为两慢病患者提供
全面、系统的健康管理。县人民医院
组织专业医疗团队，深入各乡镇，为
群众提供面对面的健康服务。

评估过程中，家庭医生详细询问
两慢病患者既往史、用药、生活习惯
等情况，现场测量血压、血糖。对患

者的健康状况进行全面评估，评估内
容涵盖基本信息、病史、病情、并发症
及用药情况等。评估结果将为后续
的个性化健康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县医共体总院与乡镇卫生院家
庭医生全科、专科医生采取每周上门
随访和门诊随访等多种方式，定期与
患者保持联系，提供健康指导、用药
指导、饮食调整、运动计划等个性化
签约服务，从而降低人群中两慢病的
危害因素，进而提高群众的健康水平
和生命质量。

此外，策勒县医共体总院与各基
层医疗机构家庭医生签约团队专家
还将积极宣传慢性病防控知识，提高
群众对慢性病的认识和了解。

和田新生医院开展眼科学术交流和义诊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古哈尔尼

沙）6月8日，和田新生医院成立眼科
中心，并开展了眼科学术交流与爱心
义诊活动。

在学术交流会上，天津医科大学
眼科医院及本地眼科专家齐聚一堂，
就眼底病、白内障等病症进行深入交
流。专家学者围绕眼科疾病的诊断、
治疗及最新技术进展等议题展开热
烈讨论，共同为眼科医学的发展贡献
智慧。大家表示，此次学术交流不仅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
更增进了津和两地间的友谊与合作。

“此次学术交流，为我们与天津专
家交流新技术、新方法提供了宝贵机

会，为当地眼科疾病的诊疗提供了全
新体验。”医生阿布力孜·白克尔说。

义诊中，医护人员为有需求的市
民提供眼科健康检查服务。医护人
员耐心细致地解答市民提出的疑问，
普及眼科保健知识。在现场，前来检
查咨询的市民络绎不绝。他们表示，
通过此次活动，不仅了解到了自己的
眼健康状况，还学到了许多实用的爱
眼护眼用眼知识。

和田新生医院眼科中心负责人
阿力木江表示，医院将在眼科医学领
域发挥积极作用，继续秉承“以患者
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为广大市民提
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麦 浪 滚 滚 “ 丰 ”景 如 画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努尔古再

丽 阿卜杜拉 阿布都米吉提）仲夏时
节，小麦迎来成熟季，全地区夏收工作
全面展开。

6月12日，记者来到洛浦县恰尔巴
格镇，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繁忙景象。
金色的麦浪随风摆动，一台台联合收割
机开足马力穿梭在田间，将饱满的麦粒
源源不断地收入“囊”中。

田间地头，村民有的跟在收割机后
面，将遗漏的麦穗拾起；有的则在田边

将装满麦粒的袋子扎紧，脸上洋溢着满
足的笑容。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衫，但
脸上却满是丰收的喜悦。

恰尔巴格镇艾让巴格村村民西尔
艾力开心地说：“我今年种了7亩小麦，
用收割机半天就能收完，现在收麦子方
便，还有种粮补贴，我们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

今年以来，地区农业农村局严格落
实粮食生产主体责任，坚守粮食安全底
线红线，做到早谋划、早准备，狠抓粮食

增产措施，有效提升了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为实现粮食种植面积和总产“双增
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紧紧围绕‘三夏’生产重要农
时，提前谋划，协调各方，提前做好小麦
收割机具准备工作，目前已检修农业机
械29053台架，改造‘二合一’复试播种
机248台，全力保障夏收。截至6月11
日，全地区 178 万亩小麦已收割 45.59
万亩、脱粒20.08万亩，预计产量高于去
年。”地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和农药管

理科科长于海洋说。
夏收工作不仅是农业生产的重要

环节，更是关系到民生保障和经济发展
的大事。随着夏收工作的稳步推进，全
地区正朝着又一个丰收年迈进。

“下一步，我们将全力以赴做好‘夏
收’工作，做到成熟一片、抢收一片、仓
储一片，确保农民受益。同时，做好夏
播工作，争取收一块、种一块，环环紧
扣，压茬推进，应种尽种、种足种好。”于
海洋说。

关 注关 注““ 三 夏三 夏 ””

看着收好的麦子，农民心里乐开了花。 地区融媒记者 阿布都米吉提摄洛浦县恰尔巴格镇农民在收麦子。 地区融媒记者 努尔古再丽摄

高 效 农 机 助 力“ 三 夏 ”生 产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乃比江）

连日来，墨玉县冬小麦迎来了一年一度
的丰收季。6月11日，墨玉县乌尔其乡
阿勒米勒克村喜开麦收“第一镰”，麦田
里，1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
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

村民阿布来提·居麦尼亚孜种了
100 亩冬小麦。他高兴地说，预计今
年小麦亩产比去年高，这得益于科学
管理。以前收割小麦都是靠人工，需
要三四天才能收完，现在有了收割
机，100 亩小麦一天就能收完，省时
又省力。

为全面做好今年的“三夏”工作，确
保小麦颗粒归仓，乌尔其乡采取了一系
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各村积极购买大

型收割机、联合收割播种机、玉米二合
一播种机等现代化农机设备，强化对农
机手和农业技术人员的培训，确保他们
能够熟练地掌握操作技巧，从而进一步
提高收割效率和质量。

在现代化农机设备助力下，小麦收
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与传统的人
工收割相比，现代化农机设备大大提高
了收割效率，缩短了收割周期，同时也
降低了劳动成本。如今，一台收割机一
小时就能完成 10 亩小麦的收割工作，

极大地减轻了村民的劳动强度。
“一台中型联合收割机，1 小时的

作业量是 10 亩地左右，一天的作业量
是 120 亩地以上。”乌尔其乡霍什阿瓦
提村农机手麦麦提艾力·买买提明说。

在有序开展小麦收割工作的同时，
乌尔其乡也早早着手安排套播复播玉
米的种植事宜。针对未成熟的小麦积
极进行套种玉米，对已收割完的小麦地
块做到及时播种玉米，以实现土地资源
的充分利用。同时，还将持续加大田间

管理力度，确保玉米茁壮成长。
乌尔其乡乡长麦麦提阿卜杜拉·艾

合麦提介绍，目前，全乡小麦已进入成
熟收割期，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3.5万
亩，整个收割进程正在有条不紊地持续
推进，争取 10 天左右全部收割完毕。
乌尔其乡将继续加强农业技术指导和
服务工作，为村民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
帮助。同时，也积极推广先进的农业技
术和设备，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
含量和效益。

第五届“中国飞天梦 科普万里行”大课堂走进墨玉县

近距离“追星” 航天梦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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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融媒讯 （记者 张亚
辉 艾克甫江）6月12日，和田市
北京西路热闹非凡，一家名为“九
村抓饭”的餐饮店正式开业，前来
就餐的顾客络绎不绝。

“九村抓饭”是新疆久惠餐饮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旗下的餐饮品
牌。今年初，在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机关驻叶城县河园镇英阿瓦提
村（九村）工作队的帮助下，英阿
瓦提村委会创办村办企业，5 月
初在叶城县大漠幻城开了第一家
总店，第二家分店6月12日在和
田市开业。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驻叶
城县总领队，河园镇英阿瓦提村
第一书记、工作队长顾莹苏介绍，

“九村抓饭”是一个“每一粒米都
有故事”的新疆美食品牌，是新疆
驻村干部十年来与各族群众团结
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
的点滴故事，是新疆各族群众爱
党爱国爱中华民族大家庭、民族
团结之花常开长盛的故事，是各
方援疆力量、驻村力量在基层“零
公里”为民办实事的故事。

抓饭是新疆的特色美食。驻
村期间，工作队员时常与群众同
吃同住同劳动，一起制作、品尝抓
饭。结束驻村工作回到机关后，
大家仍无法忘记九村抓饭的味
道，对他们而言，抓饭已不仅是一
道美食，更寄托着一份特殊情感，
承载着很多感人故事。

将情感化作行动，需要勇气
和担当。工作队与知名餐饮企业
新疆贝古村食品科技公司紧密合
作，将村民培训成合格的抓饭师
傅，旨在打造兼具地道食材与独
特口味的叶城本土餐饮品牌。

阿斯耶姆·图鲁洪是和田一
家企业员工，在叶城出差期间，
品尝了“九村抓饭”后，被其独
特的味道所吸引，发现了市场潜

力，便想着加盟。在和田地区供销社牵线搭桥下，
“九村抓饭”正式落户和田，阿斯耶姆实现了创业
梦，当上了“九村抓饭”和田店店长。“目前，店里
有5名员工，厨师是从总店选派过来的。我有信心把
这个店经营好。”他说。

顾莹苏表示，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新疆美
食是产业发展很好的着力点。目前，“九村抓饭”已
有两家店，准备在湖北、江西、上海等地开设分店，
正在洽谈中。通过打造特色美食品牌，带动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将新疆美食推向全国，让更多人了解大
美新疆。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日
孜完古丽） 6 月 11 日，由中国科
协宣传文化部、教育部基础教育
司联合指导，中国教育发展基金
会、中国飞天梦科技志愿团主
办，墨玉县科学技术协会协办的
第五届“中国飞天梦 科普万里
行”大课堂走进墨玉县南航明珠
小学，开展一场丰富多彩的航空
航天科普活动。

活动开始，全场师生一同观看
历届“中国飞天梦 科普万里行”总
结视频，进一步了解中国飞天梦科
技志愿服务精神。随后，中国飞天
梦科技志愿团向墨玉县科学技术
协会授旗，正式组建中国飞天梦科
技志愿团新疆墨玉支队。学生代
表与各志愿队的科技志愿者共同
宣誓加入中国飞天梦科技志愿
团。最后，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援疆
和田指挥部、中国飞天梦科技志愿
团、真美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向和田市教育局、和田县教育局、
墨玉县教育局及所在地的幼儿园
捐赠新苗公益《科学真美》课程套
装。

活动现场，科技志愿团的讲师
与志愿者为学生带来一场别开生
面的航空航天科学知识讲座。讲
座通过《最强飞行指挥员》《飞行员
体能测试》等航空趣味游戏，以及
航空航天国防与安全内容互动式
科普、模拟飞行任务等多种形式开
展，让学生化身“最强机长”，科普
航空航天知识。

讲师与志愿者引人入胜的内
容、生动有趣的互动，深受学生的
喜爱。此次活动还邀请了我国航
天火箭专家王金山向学生讲解航
空航天发展史和航天精神，开展

《从东方红走向星辰大海》等互动
式专题科普，提高学生对航空航天
文化的兴趣。

活动结束后，全场一起放飞写
有梦想的纸飞机，表达自己的飞天

梦想，学生围着科技志愿团的老
师，让他们签名、与他们留影。大
家纷纷表示，自己长大以后也要成
为像他们一样优秀的人，为实现

“中国飞天梦”出一份力。
“通过这次活动，我学到了许

多航空航天知识，玩了许多有趣的
飞行模拟游戏。我现在对航空航
天特别感兴趣，长大了想当航天机
长。”墨玉县南航明珠小学学生艾
斯玛·如则艾提说。

此次活动，用丰富有趣的授课
方式，激发了学生对航空航天的兴
趣，在学生心中种下了“航天梦”的
种子。

中国飞天梦科技志愿团副团
长张海说：“我们的航天科普万里
行活动，希望能在青少年的心中种
下一颗飞天梦的种子，让学生从小
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激励学生
长大立志做飞行员、航天员和科学
家，积极投身到祖国的航空航天事
业中。”

学生正在进行有趣的互动游戏《最强飞行指挥员》。 地区融媒通讯员 日孜完古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