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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海 嬉 雪 ”

和田冰雪产业迸发“新”活力

“以前想都不敢想，我们在塔克拉玛干
沙漠边上建了滑雪场！”洛浦县丝路冰雪游
乐场总经理张原野站在依托沙漠坡度修建
的雪道上对记者说。

和田地区地处南疆，气候相对温暖，冰
雪资源并不如北疆丰富。洛浦县在塔克拉
玛干沙漠南缘，属极度干燥大陆性气候，年
无霜期达 217 天，年均降水量仅有 35.2 毫
米。

为突破自然条件的限制，同时满足当
地群众对冰雪运动及娱乐项目的需求，为
游客提供差异化的冰雪旅游体验，和田地
区在激活冰雪旅游市场、丰富冰雪旅游产
品等方面向“新”而行，一家家滑雪场、冰雪
游乐场应运而生。

“我们是和田第二家滑雪场，洛浦县第
一家，也是唯一一家滑雪场。”张原野告诉
记者，借助全国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有利
契机，看准了和田地区的市场空白，再加上
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洛浦县丝路冰雪游
乐场在2020年正式开门迎客。

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这座滑雪场不仅
利用了沙漠的独特地形，还通过先进的造雪
技术和科学的维护管理，确保了雪质优良，为
滑雪爱好者提供了理想的滑雪场地。

张原野自豪地介绍，滑雪场先后购买
了8台先进的造雪机以及1台压雪车，每天
利用晚上的低气温进行造雪和压雪。

从空中俯瞰，滑雪场犹如镶嵌在浩瀚
沙漠中一颗洁白的珍珠。“我们目前有雪
圈道、初级道、中级道各一条，每条长 360
米，我们还预留了高级道，拥有雪圈、超
级大飞包、雪地转转、网红摇摆桥、雪地
沙滩车等 10 余种冰雪娱乐项目。”张原野
说。

除了洛浦县，在和田县朗如乡，当地同
样通过人工造雪，建成面积达13万平方米
的雪山旅游度假区。雪场设有初级雪道、
雪地摩托、雪地坦克、香蕉船等 10 余个项
目，单日可满足500人同时滑雪，同时也是
和田地区面积最大的一家滑雪场。

滑雪场的建立，为当地各族群众提供
了丰富的冬季游玩体验。“以前冬天在和
田，没有什么冰雪游玩的项目。现在有了

滑雪场，一有时间，我们几个朋友就相约来
滑雪。”和田市民李佳琪穿戴好雪具，开心
地说：“在沙漠中滑雪很新奇，欢迎大家都
来体验。”

张原野介绍，仅上个雪季（2023年冬至
2024年春），洛浦县丝路冰雪游乐场接待游
客1.5万余名，营业额150余万元。这个雪
季（2024年冬至2025年春），自2024年12月
中旬营业以来，共发放2万张免费门票，预

计今年冬天游客会更多。
“沙海嬉雪”让冰雪产业在南疆迸发出

“新”活力。持续火爆的滑雪场，也为当地
群众提供了利用冬闲时间增收的新途径，
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从“冬闲”到“冬忙”
的转变。

在墨玉县舞伊纳克滑雪场，员工麦麦
提托合提·麦提图尔荪正在为顾客办理滑
雪卡。 （下转第3版）

滑雪爱好者体验冰雪运动的快乐。 地区融媒记者 努尔古再丽摄

热雪新疆热雪新疆
看和田看和田

墨玉县推动生态良好可持续发展

2.2 万 亩 沙 漠 治 沙 工 程 加 速 推 进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乃比江 赵
飞）连日来，墨玉县雅瓦乡 2.2 万亩治沙现
场一派繁忙景象，每天有80辆大型机械在
沙地穿梭作业，为生态治理奠定坚实基
础。

墨玉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张合说：
“当前治理的区域是墨玉县五大风口之一的
雅瓦乡阿克切坎勒村Y9517风口，总治理面
积2.2万亩，主要是阻止正西北风对喀尔赛
镇、雅瓦乡的风沙危害。”

截至目前，雅瓦乡已平整沙地 2 万余
亩，整个工程预计在2月底前完成。平整后
的沙地将种植白杨、柽柳、苹果、红枣等树
木。这些树木将有效防风固沙，为群众创造
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

雅瓦乡副乡长阿卜杜力艾海提·艾散
说：“我们通过‘合作社+群众’的模式治理
沙化土地，后期产生的所有效益将由群众享
受，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群众参与生态治理
的积极性。”

据了解，墨玉县已确定防沙治沙面积
189 万亩，发动 9 个乡镇 115 个村 3208 名群
众参与防沙治沙工作，以生物治沙、光伏治
沙为重点，采取外部治理与内部薄弱区巩
固相结合的方法，推动生态良好可持续发
展。

➡ 1月13日，在墨玉县雅瓦乡2.2万亩

治沙现场，大型机械在沙地中穿梭作业。

地区融媒通讯员 乃比江摄

绿“锁”塔克拉玛干

和 田 大 学 生 的 旅 拍 逐 梦 路

在和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怀揣着对
摄影的热爱和对创业的激情，投身旅拍行
业，用镜头捕捉和田独特魅力，传播和田历
史文化，提升和田文旅影响力。

1月14日，记者来到和田团城，走进他
们的创意空间，揭秘他们的工作模式，倾听
他们的创业故事。

“从小就喜欢相机，想把我们的家乡

传播出去，让更多人关注和田、了解和
田。”阿卜杜萨拉木·吉里力是一名大学生
旅拍创业者，是土生土长的和田人，现就
读于天津仁爱学院。热爱摄影的他，在大
学期间系统学习了摄影知识。大二时，他
利用寒假组建了一支由大学生组成的旅
拍团队，其中有摄影师、化妆师，还有造型
设计师，一群年轻人因对和田的热爱而相
聚。

“2023 年，我放寒假回来，发现来和田
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作为一名新时代大学
生，我觉得有义务和责任为和田的文旅产

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谈及成立旅拍工作
室的初衷，阿卜杜萨拉木目光坚定地说。

工作室成立初期，因经营管理经验不
足，没几个人愿意找他们拍摄风景照和艺
术照。“客源是当时最大的难题，大家都在
思考如何破圈。”阿卜杜萨拉木说，大家认
为，要主动走上街头，免费为游客或者居民
拍照，将作品发布到网上，引起更多人的关
注。

为了找到绝美的拍摄地，阿卜杜萨拉
木带着团队成员穿梭于和田团城、约特干
故城、塔克拉玛干沙漠观景区等极具吸引

力的地方取景，将现代时尚元素与和田特
色建筑、自然风光等巧妙融合，在照片风格
上，既保留了传统元素，又加入了一些流行
的设计理念。在拍摄场景选择中，除了热
门景点，还挖掘了一些小众但极具特色的
打卡点。同时，他们还主动当起了导游，接
触到了更多客户，并将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上传至工作室网络平台，持续提升知名
度。通过不断努力，目前他们的旅拍工作
室已小有名气，不少游客都是冲着他们独
特的拍摄视角而来。

慢慢地，旅拍工作室的拍摄风格得到
了很多人的肯定，团队成员用专业技能和
不懈努力追逐梦想，让更多人了解和田的
独特魅力，为和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活力。

地区融媒实习生 杨祝 宋俞霖 郭晨

历时8天完成救援任务

和田蓝天救援队平安归来
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

巴拜科日 惠丰蕾 阿不杜米
吉提）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
生6.8级地震后，和田蓝天救援
队第一时间奔赴震区，与全国
人民共同为受灾群众提供帮
助。和田蓝天救援队在完成任
务后，于1月15日返回和田。

在震区，和田蓝天救援队
队员战胜严寒和高原反应带来
的身体不适，全力搜救被困群
众，救治受伤人员，并协助排查
房屋受损情况、发放救灾物资，
为受灾群众提供温暖和安全的
居住环境，得到了当地政府和
群众的广泛赞誉。

“我是一名退役军医，这次
到西藏抗震救灾，是义不容辞
的责任和义务。治病救人是医
生的天职。在社会各界的共同
努力下，看到震区逐渐恢复正
常生产生活秩序，大家都很高
兴。”和田蓝天救援队队员吕文

贤说。
和田蓝天救援队副队长吾

尔开西·买提尼牙孜说：“这次
去震区救援遇到了很多和田
人，他们从四面八方赶赴震区，
参与救援、奉献爱心。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这就是和田人民
的家国情怀。”

历时 8 天的艰苦努力，和
田蓝天救援队在日喀则市拉孜
县曲玛乡累计完成773户4722
人的评估排查工作，震区情况
逐步稳定，救援工作也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

“在全国人民的帮助下，震
区逐步恢复建设，群众有了热
饭吃，有了暖和的房子住。和
田蓝天救援队本着默默奉献、
完善自我的要求，继续加强自
我锻炼，确保在人民群众有困
难的时候能站得出来，切实为
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和田蓝
天救援队队长舒成明说。

文艺荟萃

文学座谈为和田文化事业发展添智赋能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古

丽阿亚提 实习生 杨祝）1
月 14 日，由地委宣传部主办，
地 区 文 联 承 办 的 和 田 地 区
2025 年“笔墨寄沙海”第一次
文学座谈会在地区图书馆举
行。来自地区作协的 20 余名
文学爱好者参加座谈，共同探
讨文学创作与发展之路。

座谈中，精心策划了文学
座谈阅读书评、文学座谈交流
等环节。在文学座谈阅读书
评时，多名写作爱好者分享了
各自的文学创作经历和心得，
深情讲述在文学创作道路上
的摸索与坚持，深刻阐述了文
学创作对个人成长和社会进
步的重要意义。和田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壮美的自然风
景、蓬勃发展的各种产业及人
民幸福安康的生活等，在他们
的笔下呈现出一幅幅生动的画
卷，引发与会者的强烈共鸣与
深刻思考。

文学座谈交流中，大家围
绕如何更好推广和田文学作
品展开了深入探讨。大家认
为，要多渠道、多平台、多途径
加强文学作品的宣传和推广
力度，着力讲好和田故事，提
升和田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

力，让和田声音传播得更广、
更响亮。

“和田厚重的历史文化是
我们共同的财富，有责任也有
义务传播出去，让更多人通过
文学作品了解和喜爱和田。”地
区作协理事、和田县作协主席
祝瑞彩说。

此次文学座谈会的成功举
办，不仅为和田地区的文学爱
好者提供了一个宝贵的交流学
习平台，更为推动和田地区文
学创作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大家表示，将立足实际，以
深情的笔触描写大美和田的壮
丽景象和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
风采，真实展现和田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成就，奋力书写新
时代和田发展新篇章。

“参加座谈交流，深受启
发，收获颇多。作为青年文学
爱好者，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
通过文学作品服务社会、传递
正能量。”地区作协会员努尔曼
古丽·艾尔肯说，“今后将扩宽
知识面，积极深入基层采风，撰
写接地气、带露珠、冒热气的高
质量文学作品，展现和田地区
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实
践，为和田文艺事业发展贡献
智慧和力量。”

“中华经典诵读大会”（第二季）全国总决选在北京举行

和 田 3 名 选 手 展 风 采
地区融媒北京讯 （特派

记者 哈妮柯孜）激活经典、熔
古铸今，文化兴国、美美与共。
1月15日，为期两天的“中华经
典诵读大会”（第二季）全国总
决选在北京市首钢园火热开
启。

来自和田的3名选手怀揣
着对经典诵读的赤诚之心，以
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共赴这
场经典之约。

民丰县县城小学四年级学
生热依汗古丽·图尔迪难掩兴
奋之情。她说：“这次来北京参
加总决选很激动，比赛规格高、
平台大，现场高手云集、竞争激
烈，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宝
贵的学习经历。”

“通过这次比赛，我的诵读
水平与文化素养上了一个新台
阶。以后我要勤加练习，享受
经典诵读的文化魅力。”皮山县
第二小学六年级学生努尔艾
力·努尔阿卜拉说。

自参赛以来，于田县加依
乡初级中学八年级学生扎依丹
木·吾布力卡司木每天坚持练

习，从字音、文本理解到感情基
调、诵读台风，每一个环节都精
心雕琢。“‘中华经典诵读大会’
对我的影响很大，让我感受到
了中华诗词的魅力，也收获很
多人生哲理。”扎依丹木说。

作为邀请嘉宾之一的地区
文旅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吐送
古丽·买托胡提深有感触地说：

“‘中华经典诵读大会’作为文
化桥梁，融公益性、民间参与
性、专业权威性于一体，以诵
读形式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让
经典文化传播从声音起始，扎
根人心，得以‘声声’不息，进一
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
网独家策划的大型文化展演活
动“中华经典诵读大会”（第二
季）即将迎来收官。目前，来自
全国各地的200余位展演者及
嘉宾共同开启一场文化盛会，
在沉浸式的诵读盛宴中共同走
近经典、感受国韵之美。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为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进一步把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领会深、把握
准、落到位，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
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
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
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突出全
面从严治党这个主题主线，提出一系
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博大精深、
内涵丰富，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极大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
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构成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党建篇”，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
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概论》由绪论、主体、结语组成，
共12.1万字。全书系统阐释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核心
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
深刻阐明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
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

（下转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