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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沪疆携手更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新疆到上海，从机场到剧院再到东方明珠，跟随莎车县十二木卡姆歌舞团来沪的6岁女孩
古丽娜孜，身着精美的民族服饰一路欢歌，旅途变舞台，凭借轻盈灵动的舞姿和热情洋溢的笑容
在互联网“火出圈”。

小娜孜的父母和爷爷都是莎车县十二木卡姆歌舞团演员。1岁时，父母就常带她一起去训
练厅；3岁时，她能模仿出不少舞蹈动作，到了6岁，她不仅会跳麦西热甫，还能跳塔吉克族舞蹈、
现代舞、古典舞等。也是因为跳得好，小娜孜早就“获批”和哥哥姐姐们一起登台。

4月8日晚的美琪大戏院，小娜孜和沪喀两地演艺人掀起的“最炫民族风”吹到了《丝路 ·东
方》——轻听十二木卡姆音乐会现场，舞台之上，他们用活泼流畅的身体语言，极富感染力的一颦
一笑，深深打动了每一位现场观众；走下舞台，他们又与上海观众舞成一片，成为不分彼此的欢乐
海洋……

一段跨越万里的山海情背后，是沪疆两地全力推进十二木卡姆抢救、保护、传承和发展，更是
沪疆两地交往交流交融、文化润疆效应不断彰显的缩影。

近年来，上海始终把文化润疆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在全国宣传系统率先出台了文化润疆五年
行动计划，在市委宣传部、市政府合作交流办与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间建立起联席会
议机制，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文艺院团主动作为，全面推动文化润疆走深走实，打造文化润
疆自信自强上海样本。
“上海援疆干部人才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放在’，深刻领悟对口援疆国家战略

的重要意义，不断提高政治站位、不断提升工作能力、不断提振工作激情，努力在对口支援新疆的
广阔舞台上建功立业。”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孟庆源表示，沪疆两地将积
极推动双向互动、全面合作，以实干精神扎扎实实抓好各项援建项目，各项工作务求精准有效、直
抵人心，全力把援疆工作打造成“推动发展的工程、促进团结的工程、凝聚人心的工程”。

上海援疆前指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助力沪疆两地把交往交流交融落实好，更好
发挥文化润疆作用，让两地人民心灵相通、情感交融。文化润疆工作将进一步着眼长远、塑造经
典，广泛发动、深入挖掘，完善机制、形成合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
疆实践中，作出上海文化领域的新贡献。

凝心铸魂
坚持核心价值

增强认同

第十一批上海援疆干部人才入疆

以来，坚持“核心价值”，以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育人铸魂，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与上海相隔万里之遥的巴楚县博

物馆内，能看到中共一大会址石库门的

门头，复刻的红灰色砖墙传递的不仅仅

是一份庄严肃穆，更是上海与喀什之间

的深情厚谊。去年7月，“伟大精神铸就

伟大时代——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

神”专题展首次来到新疆，并以固定馆

的形式在巴楚县博物馆开幕。

这是上海市与喀什地区重点合作

项目“伟大精神耀天山”的一部分。通

过沪喀两地合作办展，进一步推动沪喀

两地共同传承弘扬红色文化走深走实，

进一步打开红色文化宣传领域新局

面。去年9月，“伟大精神铸就伟大时代

——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专题展”

影响力“外溢”，走出对口四县。与此同

时，“伟大精神铸就伟大时代”全国巡回

展车在喀什多地巡回展出，“伟大精神

铸就伟大时代”图片展在喀什多地多场

布展，力求将伟大精神力量传递到喀什

各地。

中华文明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的根

脉所在。今年寒假，在2023年“神笔马

良”杯“中华创世神话”主题书画大赛中

获奖的南疆学子走进上海，开启“神笔

马良”喀什师生书画研学活动。

其实，不少中华神话故事的发生

地就在昆仑山，在南疆地区。如《山海

经 ·大荒西经》中记载，“西北海之外，

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不

周山就是位于昆仑山，共工怒撞不周

山的神话故事发生在喀什，之后才有

了女娲补天。

去年6月，作为“爱我中华文明之

美”系列第一季活动，“神笔马良”杯“中

华创世神话”主题书画大赛启动。活动

覆盖上海援建四县中小学生，以书法、

绘画比赛，朗诵、读书交流会等多种形

式，激励广大学生学习中华传统神话、

展演神话故事、交流学习心得，实现“班

班有作品、人人有展示”。活动共举办

读书交流会500场次，开展朗诵表演

120多场，收集优秀书画作品3000件，

在当地学校形成了“中华创世神话、你

写我画齐参与”的新热潮。

据了解，连续三年，上海市援疆前

指将每年面向喀什中小学生持续开展

“爱我中华文明之美”系列大赛活动，营

造共话中华美、共颂中华情、共铸中华

心的良好氛围。

不久前，“爱我中华文明之美”系列

大赛第二季“爱我中华语言美”之“龙行

国昌”启动，将围绕寓言故事、成语故

事、新疆四史、英雄事迹、经典片段、诗

词知识以及“我和我的祖国”“我家与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故事”等内容，通过讲

故事、朗诵、写作、演讲和诗词竞赛的形

式，展现对口四县青少年学生孜孜以求

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面貌，抒

发家国情怀，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交流互鉴
深度浸润以文

化人

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的一种大

型传统古典音乐，汇集歌、诗、乐、舞、

唱、奏于一身。新中国成立后，在党

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著名音乐家

万桐书夫妇远赴南疆展开对十二木

卡姆的抢救保护，并在历史上第一次

对十二木卡姆音乐实现了完整记

谱。十二木卡姆于2005年被列入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莎车县是“十二木卡姆”的发源

地。在上海帮助下，位于莎车县的十

二木卡姆文化传承中心全力推进抢

救、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

“这些年，党和国家对非遗文化保

护力度不断加大，给予资金、政策的帮

扶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我要让更多的

年轻人了解并喜爱木卡姆。”莎车县十

二木卡姆传承人依力哈木说。

来到上海，对这些传统艺术传承

人而言，无疑提供了更大的展示平台，

也有了更多互鉴的可能。

此次，他们演出的节目，既有十二

木卡姆经典片段《欢度佳节》和《朱

拉》，呈现最原汁原味的新疆艺术文化

瑰宝；也有像《金梭银梭致青春》这样，

把女高音歌唱家朱逢博的成名作《金

梭和银梭》与新疆名曲《青春舞曲》创

造性交织在一起的器乐作品。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

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近

一年来，上海与喀什携手深化文化交

流机制，深入挖掘当地人文题材，并结

合上海文创优势，合作推出更多优秀

文艺作品。

莎车县十二木卡姆歌舞团副团长

余挺认为，“我们要传承发扬十二木卡

姆艺术，与沪上艺术家一同进行融合

改编，就是一条可行路径。”

走出去、请进来。日前，“文化润

疆 · 非遗传情”浦莎两地非遗交流项

目，被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民委评

为2023年“春雨工程”优秀项目。去

年8月，该活动在莎车开展，上海绒

绣、琵琶艺术 ·浦东派、打莲湘、太极拳

等非遗传承人来到莎车，开启了一场

非遗文化传承交流之旅。

莎车县沪新路社区居民热萨来

提 ·吐尔洪说：“以前在电视上看见过

上海绒绣作品，今天第一次近距离接

触上海绒绣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

特魅力。我会好好珍惜这次学习的机

会，争取做出好作品。”

文化惠民
提高各族群众获

得感

《丝路 · 东方》音乐会作品源自

沪疆两地艺术家的智慧结晶，并以合

作创排的面貌呈现。参与创排的上海

轻音乐团团长董德平感慨道：“其实

就是一家人双向奔赴的过程，把我们

的深厚情谊和民族文化交融成果给大

家展示出来。”

演出中的《叶尔羌河的声音》等

作品，都是上海艺术家们在当地民族

文化浸润中创作出的成果。这也把董

德平的思绪再次拉回到万里之外的戈

壁边疆。

去年6月，“百场轻音边疆行”

首轮活动在叶城县和泽普县上演。

“人民战士驱虎豹，舍生忘死保和

平，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

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

命开鲜花……”首秀上，乐团声乐演员

肖蕊与叶城县红军小学学生热依拉合唱

《英雄赞歌》，赢得全场2000多名学生

的热烈掌声。

针对学生的艺术特长，乐团还在演

出间隙开展形体舞蹈、器乐、声乐、语言

艺术和书法等培训课程，在孩子们心中

播撒艺术的种子。演出、授课结束，孩子

们依依不舍地问：“你们什么时候再来？”

声乐演员李再耀承诺：“一定会再来的。”

时隔两个多月后，上海轻音乐团再

次走来，演出曲目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又有代表红色文化、江南文

化、海派文化的内容。此外，还特别加

入新疆地区脍炙人口广为传唱的歌曲，

和民族文化充分融合。他们用音乐作为

文化沟通的桥梁，走到南疆群众身边，

带来音乐的喜悦，带来友谊的拥抱，更

带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

在泽普县的一场轻音乐团演出

中，沙尘暴突然袭来，整个村庄被沙

尘笼罩，舞台上的地毯都刮起来，人

仿佛在沙漠中行走，能见度只有几十

米，空气中弥漫着土腥味。有的演员

刚一开口唱就被沙子卡住，担心会破

音。但台下村民们并未离去，他们的

笑容和热情，给了演员们继续坚持的

力量。“观众不走，我们也不走”是整

个舞台共同的心声。

文化进学校、进工厂、进社区、入

民心，满足基层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

求，让百姓更有获得感。

去年10月，上海民族乐团携手喀

什地区歌舞剧团昆仑乐团开展《国乐咏

中华》喀什行，在高台民居以海纳百川

之声咏叹中国精彩。观众们都被重回丝

路古城的国乐所深深触动，连续两晚的

演出座无虚席，掌声雷动，不少当地的

居民也对能欣赏这样一台两地融合的民

族音乐表示惊喜与赞叹。

而演出之余，上海民族乐团和喀什

地区歌舞剧团昆仑乐团组成的联合演奏

家小组还深入对口四县开展公益惠民的

文化交流演出，驱车辗转近千公里，用

音乐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增进沪喀两地

文化交流。活动现场也通过新媒体网络

直播，与线上线下的观众共同分享民族

乐器的魅力。

守正创新
助力喀什文化高质

量发展

近年来，上海演艺进一步拓展视野，

利用上海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创新能力，为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新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展现了不断创新、追求卓越的精神

品格。作为文化润疆的重点项目，杂技剧

《天山雪》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杂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现场更震

撼吧”“等二刷”……去年11月，杂技剧《天

山雪》圆满完成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首

演后，剧组马不停蹄奔赴新疆又完成喀什

首演，舞台上的“天山雄鹰”在乡亲们的热

烈掌声中荣归故里，网络直播则收获广泛

好评。

《天山雪》历时三年打磨，全剧以“逆

风飞翔”的雄鹰精神作为几代人的共同引

领，杂技人用故事串联起新疆各族人民共

同建设新疆、发展新疆的壮美历程，用杂

技艺术语汇立体讲述各族人民携手奋进

的伟大征程。为了真实描绘沪疆两地的

唯美画卷，主创将技艺表演、舞蹈和人物

塑造充分融合，体现戏剧与杂技的相辅相

成。过去以技巧见长的杂技艺术表演和

抒情达意、表情达意结合，完成了从杂技

到杂技剧的提升和突破。

目前，《天山雪》的创新仍没有停止。

今年2月，经过二轮打磨后的《天山雪》首

度亮相，此轮修改在舞台呈现上做了非常

大的改动，少数民族风情更加浓郁，从音

乐、舞美、多媒体视频、服装、杂技技术难

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作为守正创新的另一代表，在帮助喀

什建成全国最后一家地级广播电台的基

础上再接再厉、接续帮扶的全新探索，去

年6月，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

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由上海人民

广播电台与喀什电台同步联播。《援建之

声》未来有望搭建上海与对口地区同频共

振、携手共进的桥梁，成为宣传对口地区、

展示上海援建成果的主流舆论阵地，促进

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当前，喀什电台及《援建之声》正与上

海有关方面携手，合力制作更多当地群众

喜闻乐见的节目，以文化人、凝心铸魂，在

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新疆故事中持续提升

传播力、影响力。

《丝路 ·东方》——轻听十二木卡姆音乐会走进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 （均资料照片）

“伟大精神铸就伟大时代——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专题展首次来到新疆。

“神笔马良”杯“中华创世神话”主题书画大赛上海研学活动举行。

《国乐咏中华》在喀什高台民居精彩上演。

“棋心计划”

《天山雪》用杂技艺术语汇立体讲述各族人民携手奋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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