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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相信吗？这里的村民不仅是房东还是股东，
真正过上了有钱人的生活！你能相信吗？旺季时一位负
责收骆驼奶的村民单日收入可达9000元！”这一连串的
惊叹，来自于奥地利海内外杂志社总编王菁野，从事新
闻工作多年的她，曾走访过多个国家和地区，可谓见多
识广。但此次来新疆采访，太多“不敢相信”的现实出
现在她眼前。

而这种“不敢相信”，往往突破了常规采访线路和
问题，是被王菁野捕捉到的。

在布尔津县禾木哈纳斯蒙古族乡禾木村采访间隙，
王菁野走到村落的深处，“偶遇”了一位正在牧马的哈
萨克村民，没想到，聊天间，这位村民的10年生活变
迁深深打动了王菁野。

“他叫吾尔曼，他说，10多年前，这个村庄还很闭
塞、贫穷。那时候，马是他们主要的交通工具，骑着马
去县城，要几个小时才能到。冬天大雪封山后，人是出
不去的，有病也无法外出就医。”说这些话时，王菁野
语气中带有不忍，“那时候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容易。”

而现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吾尔曼大
哥说，他和乡亲们已经把村子里的房子统一租给旅游公
司发展民宿产业，仅房租一项，每年纯收入就有20万
元。村民们不仅是房东，更是股东，每年可以分红！如
今的马，不再是交通工具，早已成为招揽游客的旅游工
具，为他增加着收入。他的新‘座驾’停在院子的一边
——是一辆很不错的小轿车！”王菁野说，吾尔曼的分
享充满了自信和自豪，幸福感十足的笑容特别有感
染力。

吾尔曼告诉王菁野，前几年，他已经在县城买了大
房子，13岁的女儿在县城读书，汉语和哈萨克语都精
通。他本人平时开着私家汽车往返于县城和村庄，运送
一些旅游商品，“路好车好，眨眼就到”。

“之前在福海县新疆旺源生物科技集团采访时，就
听说一位送奶工日薪可以达到9000元人民币，说实
话，有些不可思议。而在禾木村，这位哈萨克族牧民的
幸福生活，生动鲜活地展示在面前，不得不信服呀！”
王菁野说，“这就是我最想讲给世界听的新疆故事。”

哈萨克族大哥
吾尔曼的幸福生活

本报讯（记者 徐金玉 刘圆圆）近日，由香
港侨界社团联会、四川省经济合作局和四川省侨联
共同举办的川港侨界青年深化合作交流会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形式举办。活动旨在以侨为桥把握川港
发展新机遇，共谱合作新篇章。来自川港70余名
侨界青年参加座谈会并深入交流。

主办方介绍，自川港合作会议机制建立以来，
在两地共同努力下，双方产业、科技、教育、人
才、民生等领域合作日益密切、结出累累硕果。四
川省侨联与香港侨界社团在2019年签订的《友好
合作协议》，更是为助力川港合作作出了侨界新
贡献。

出席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侨联主席刘
以勤表示，期待各方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川港两地
侨界的交流与合作，继续增进两地侨界青年间的互
动，并帮助他们在川港经贸文化合作中实现自身事
业更大发展。香港中联办协调部副部长徐小林表
示，希望川港在深化交流合作方面，要善于提炼以
往交流合作的宝贵经验，以共赢为目标，促进新阶
段更大空间、更高层次、更多领域的交流合作。全
国政协委员、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会长黄楚基表示，
希望与四川侨联加强合作，共同推动香港青年工作
的开展。

座谈会上，多位香港侨青代表和四川侨青代
表紧密围绕爱国爱港、青年就业、川港经贸合
作、文化交流等主题发表观点。大家纷纷表示对
未来香港发展充满信心，对深化川港交流合作充
满期待。

川港侨界青年深化
合作交流会举办

近日，由福建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
香港朱子文化交流协会等9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八
闽文化之旅·第五届港澳台大学生走朱子之路研习
营”以线上线下的形式，分别在福建、香港、澳门
和台湾四地举行，来自闽港澳台20多所高校的近
300名师生参加。

该研习营自2018年开始已连续举办5届，旨
在通过体验式研习活动，帮助港澳台青年学生在追
寻朱子足迹中研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今年研习营
活动被列入香港特区政府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
年系列活动，港澳台青少年参与热情高涨，参加人
数和覆盖面再创新高。

研习期间，四地青年学子们相聚“云”端，走
进朱子出生地尤溪、朱子故里武夷山等地，一同观
赏《朱子礼乐·儒风雅颂》歌舞表演等，感受朱子
文化的宝贵价值和丰厚内涵，并通过现场视频连
线、观看直播课程、线上研学旅行、微信交流等形
式参与文化研习交流活动。

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杜源生在开营式上指出，要
发挥福建与港澳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优势，发
挥朱子文化在促进港澳台文化交流方面的桥梁纽带
作用，做好凝心聚力、文化铸魂的工作。同时，希
望更多青年学子在研习交流中实现心灵沟通与契
合，努力做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勤奋学
习者、坚定传承者、热情传播者。

担任研习营团长的福建省政协常委、香港朱子
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朱向表示，朱熹作为南宋著名
理学家，对中华文化有重要影响，福建是朱熹的
出生地、成长地，留下许多宝贵的朱子文化遗
迹，期盼青年们以研习朱子文化交心、交流，感
悟中华文明史。

“如今，研习营已是向港澳台学生传播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递中华文明正能量，促进青年交流
融合的重要平台。”福建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
员会主任王玲表示，将让更多港澳台闽青年通过研
习营进一步增进沟通理解、加深相互情谊，增强文
化认同、国家认同。

“朱子的办学实践和教学理念对现今社会制定
教育政策具有指导意义”“旅游研学能促进朱子文
化的推广，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四地高校大
学生也纷纷进行“云”交流。

追寻朱子足迹
研习中华文化

——第五届港澳台大学生走朱子之路研习营开营
本报记者 王惠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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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依不舍地与相处7天的维吾尔族讲解员姑
娘告别；

紧紧握别陪同一路的哈萨克族兄弟；
手机播放着禾木村蒙古族图瓦人小伙子的

呼麦；
电脑里还在不断向外发出陆续完成的新闻稿

件……
近日，10余位海外华文媒体人从四面八方赶

赴新疆，参加由中国侨联主办，新疆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新疆侨联承办的“追梦中华·大美新疆”
2022海外华文媒体新疆采访行活动。7天的时间，
采访团行走在天山南北，脚步深入城市、乡村；无
数的新疆人，多彩的新疆事儿，给每一位成员带来
深深的触动。

“不来新疆，不知道新疆有多美；不来新疆，不
知道新疆人民有多幸福。”他们说。

“不来新疆，你不会了解‘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的生活有多么动人！”他们说。

“不来新疆，我们可能不会有如此强烈的使命
感：要把亲眼所见的新疆故事告诉世界！”他们说。

“我们是跟随习近平总书记的脚步来
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固原巷社区的。虽然
以前在新闻中看到过，这个多民族聚居的
社区中，各族同胞守望相助、亲如一家，
共同打造了一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
体，但真正亲眼看到后，还是非常令人感
动和感慨的。紧紧抱在一起的石榴籽是什
么样的，来看一看，你会更明白！”在固
原巷社区，马来西亚华文媒体联盟主席续
炳义对着凉亭中下棋的老人拍照，对着社
区活动室中唱歌跳舞的退休居民拍照，对
着正练习京剧的小朋友拍照……他笑着
说，“这些老人和孩子外表不同、语言不
同，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来自不同民族，但
在一起时，他们那么和谐，连笑容都一模
一样。”

采访固原巷社区党总支书记阿孜古
丽·克里木时，续炳义对这位甜美的维吾
尔族姑娘充满好奇——既感兴趣于作为基
层党组织负责人的她，在一个月前是如何
面对面向来到这里的习近平总书记介绍社
区情况的；也感兴趣于她作为近5000位
居民的贴心人，如何带动大家把这个少数

民族居民占95%以上的社区建成一个和睦
的大家庭。

“不容易，太难得！”续炳义感慨着。他
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民族问题，有的国
家甚至较为突出，因此产生政治纷争、社会
动荡。而乌鲁木齐天山区固原巷社区，是中
国完备的民族政策体系的生动展示，可以给
世界范围内解决民族问题提供参考。

“57岁的古丽巴哈尔·库尔班和87岁
的宋玉花老人楼上楼下住了近30年，相处
得跟亲人一样，逢年过节都会聚在一起；阿
孜古丽·阿不力孜退休后在合唱团团长冯
燕香的鼓励下成为合唱团舞蹈老师……都
是简单的生活，却是最真实生动的！”说
到这里，续炳义不由地笑了，“其实，这
一周的行程中，随团同行的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工作人员，我们采访、接触到
的不同民族、不同身份的各位新疆朋
友，他们都是新疆故事的最好代言人。
他们每时每刻都在以实际行动告诉我
们，在新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随处可见。这也是我想向世界
讲述的新疆故事。”

紧紧抱在一起的石榴籽是什么样的

对于欧洲新传媒集团总编辑范轩来
说，新疆已经是“来过十几次了”的

“老地方”。但再遇赴新疆采访的机会，
他还是第一时间积极报名。“我想更深更
广地了解新疆，好寻找更多的载体，把
新疆故事以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讲
给他们听。”

果真，这一次，范轩又挖掘出“新
宝藏”——第一次近距离参观自治区博
物馆，现场聆听了馆长于志勇对多件

“国宝”级文物的精彩讲解，这令他如
获珍宝、文思泉涌。当晚，一篇原创文
章《新疆“国宝”的前世今生》便刊登
在范轩的社交账号上。文中，他以自己
在博物馆中的见闻，讲述了新疆自古以
来与国家密不可分的关系。

范轩说，最给他灵感的，是汉代出
土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
这片锦是1995年在新疆尼雅遗址一处
古墓中发现的，精美的锦片上织有8个
篆体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这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我国首

批禁止出国 （境） 展览文物，被誉为
20 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
一。”范轩赞叹着，“你看这张锦片，蕴
含了民俗学、美学、纺织学、历史学等
诸多文化元素。试想一下，上千年前，
中原地区之外几千里的西域，已经在使
用中原高水平织锦，而且以这样的内容
呈现！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一
部分，这不是最好例证吗？”

随后一路范轩都在想，就以这张锦
片为起点，将此行陆续写好的文章以英
文、德文、法文等语言向西方传播。

“我们在博物馆中‘缠’了馆长半个多
小时，不断地提出一些问题，这不仅是
我们个人的兴趣所在，问题的背后，是
无数西方读者的好奇心。我很确定，他
们会对这样的事物感兴趣。有文化含量
的载体，一定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范轩说，自己对新疆的特殊情结，
来自他两次特殊的经历。第一次是20
余年前，他赴德国留学的飞机上，偶
遇了北京大学一位研究西部少数民族

文化的社会学家。这位社会学家在聊天
中勉励范轩，要多去他即将就读的德国
哥廷根大学资料库学习，那里有许多中
国少数民族的文史资料。“他告诉我，我
们弄清楚自己国家的多民族文化，才能
更好地讲给别人。”另外一次，是他一位
要好的德国朋友受西方反华势力宣传的
影响，一度对新疆的归属问题产生怀
疑。最终在范轩有理有据的争取下，对
方改变了错误的看法。

“这次在新疆博物馆的参观，对我是
一个‘爆炸式’的启发。我们每一个走出
国门的中国人，特别是华文媒体人，都应
该是一支独立的宣传队伍。只有我们将中
华民族大家庭的‘母文化’融会贯通，以
广博的历史知识和社会实践涵养自己，才
能在世界舞台上更加游刃有余地讲好包括
新疆故事在内的所有中国故事。”

截稿前，记者在范轩的自媒体账号看
到他的新文章 《2022 新疆巡礼之七：
走，带你去个好地方》，其中有这样一句
话：“比如你问当地青年，他是哪个民
族，他会说‘我是中华民族’；比如某位
当地企业家，发誓要将他的骆驼产品做成
全球之冠；再比如那位蒙古族图瓦人青年
大声地告诉我们，他马上就要入党了！这
些来源于中国新疆，却能够与全球共情的
小故事，我准备用直白的语句，合适的语
境，真诚地告诉全世界。”

就从这张神奇的汉代锦片说起

多年侨居美国的华盛顿中文邮报社董事长倪涛是一
位风趣的先生，刚抵新疆，他便去买了一顶维吾尔族帽
子戴上，搭配着较为立体的五官、音调欠准的普通话，
一路上，全然地道的新疆人模样。

其实，倪涛之所以想尽快融入新疆，是希望能够更
多地了解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以及相关的保护和传承工
作，并以亲眼所见来回应海外读者的关切。

也因此，采访行程中，他格外注意此类的信息：在
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他注意到市场上出售少数民族特
色乐器、饰品的商户生意格外兴隆；在社区的文化活动
室中，他注意到民族歌舞已然是各族居民共通的健身娱
乐项目；在美术馆，他对2022“新疆是个好地方”对
口援疆19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好奇不已，名目繁多
的非遗项目、兴高采烈的各民族非遗传承人，简直让人

“眼花缭乱”。
“更加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阿勒泰地区边境小村禾

木村的马蹄乐队——一个小小村庄中不同民族的几个小
伙子，以他们本民族的传统音乐为基础，创出一支了不
起的摇滚乐队。”倪涛打开他录制的视频，一一向身边
的同仁列举着，“你看，这位蒙古族图瓦人小伙子，他
弹着马头琴，唱着呼麦；这位俄罗斯族的小伙子用俄罗
斯语演唱的《喀秋莎》很有味道；这位哈萨克族小伙子
更厉害，一会儿弹着冬不拉，一会儿吹奏起被称为乐器
活化石的图瓦乐器‘楚吾尔’……”

倪涛说，之前他就了解到，“楚吾尔”是从汉代就
流传在当地的民族乐器，因传播范围小、吹奏难度大等
原因，一度濒临失传。

“马蹄乐队的小伙子能演奏得这么好，说明少数民
族传统乐器已经在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重视下得到有
效的保护和更广泛地的传承。”倪涛说，“这就是我想讲
给世界听的新疆故事——少数民族文化并没有像西方反
华媒体宣传的那样，被遏制、被灭绝，反倒是得到前所
未有的保护，焕发出更加璀璨的生机。不信的话，请来
新疆走走看看，就去最普通的社区、村庄，真实的场景
一目了然。”

乡村摇滚青年
演奏千年民族乐器

■■■■告诉世界 ■■■■告诉世界

■■■■告诉世界

■■■■告诉世界

近日，由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中华青年
精英项目主办的“创享大湾区”青年文化创客营
活动举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
等 20余所高校的内地与香港青年学子，以及来自
16 个国家的留学生，从广州起步，开启一场岭南
之旅，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文、科技、生态进行
沉浸式考察。 白英石 摄

侨务工作

同胞在线

图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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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志勇于志勇 （（右一） 向大家介绍博物馆里的文物向大家介绍博物馆里的文物 陈红玲陈红玲 摄摄

头戴维吾尔族帽子的华盛顿中文邮报社董事长倪涛陶醉于大美新疆头戴维吾尔族帽子的华盛顿中文邮报社董事长倪涛陶醉于大美新疆 王传明王传明 摄摄

吾尔曼大哥的电话响了吾尔曼大哥的电话响了，，新的业务来了新的业务来了。。 王菁野王菁野 摄摄

采访团在固原巷社区和各族居民在一起采访团在固原巷社区和各族居民在一起 胡海胡海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