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疆日报》消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玛
依古丽·艾依提哈孜） 6月
27 日，“世界汉学家看中
国·新疆行”系列活动在乌
鲁木齐市开幕，该活动旨
在搭建一个国际化的交流
平台，让世界通过出版领
域和翻译领域的汉学家们
独特的视角，更深入地感
知并传播真实立体全面的
新疆。

“ 世 界 汉 学 家 看 中
国·新疆行”由自治区党委
宣传部、中国图书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举
办，活动邀请的汉学家均
为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获奖者，作为跨国文化交
流的使者、促进中外文明
交流互鉴的摆渡人，为推
广中国优秀图书、传播中
华优秀文化作出了重要
贡献。

“这次新疆行是我们
首次为中华图书特殊贡献
奖的往届获奖人组织的地
方行活动，我们希望通过
此次‘新疆行’活动搭建桥
梁，促进与新疆当地的出
版合作，共促文化交流，缔
结深厚友谊。”中国图书进
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李红文说。

此次系列活动内容丰
富、务实。今日的新疆，正
以发展之势、文明之韵、开
放之姿、自信之态，从容大
方地站在世界聚光灯下，
在“汉学家眼里的新疆”深
度对话活动中，新疆高校

教师等与汉学家们热情互
动，讨论如何呈现更加立
体多彩的新疆。

系列活动还特别组织
了新疆出版“走出去”——
作家荐书、编辑荐书环节，
围绕翻译介绍新疆作家创
作的优秀出版物展开深度
交流。在“作家荐书”环
节 ，汉 学 家 们 与 叶 尔 克
西·胡尔曼别克、鞠利、阿
舍和玉苏甫·艾沙 4 位作
家和翻译家齐聚一堂，围
绕新疆特色书籍展开深
入交流，分享创作与翻译
感悟。在“编辑荐书”环
节，汉学家们又与新疆各
出版社相关负责人热烈
探讨如何助力新疆出版
物走向世界，促进中外文
明交流互鉴。

“作为长期从事汉语
翻译与汉学研究的学者，
我有机会接触并翻译多
位中国作家的作品，也见
证了这些作品在海外的
传播，为推动文化理解与
跨文明对话提供了重要
渠 道 。”伊 朗 作 家 、翻 译
家孟娜说，“通过译介中
国当代文学，我们不仅传
递语言，更传递价值、经
验和情感，帮助海外读者
更真实、深入地了解中华
文化。”

“ 世 界 汉 学 家 看 中
国·新疆行”系列活动开幕
式前，汉学家们还赴喀什、
伊犁、乌鲁木齐等地参观
访问，与中国新疆文化界、
出版界人士深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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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疆日报》消息（石榴
云/新疆日报记者 石鑫） 记者
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获悉：1—5
月，自治区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
资 898.2亿元，重大项目建设持
续提速。

其中，续建项目贡献投资
629.5 亿元、新开工项目完成投
资 257.5 亿元、储备项目落地
11.2 亿元。分领域看，电网、先
进制造和新材料、绿色矿业和加
工、棉花和纺织服装、机场、公

路、油气生产加工及农牧业等重
点产业投资进度领先。

值得关注的是，自治区千
亿元级和南疆百亿元级重大产
业项目进展顺利，前 5 月完成
投资 335亿元。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项目
建设管理处副处长殷婷婷介
绍，前 5 月，通过实施“项目管
家”制度和“点对点”跟踪服
务，已推动 94 个重点项目开
工建设，提前完成全年新开工

目标的 78.3%。
目前，新疆正通过强化用

地、用林、环评等要素保障，优化
审批流程，力促更多项目实现实
质性开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前5月新疆完成重点项目投资近900亿元

6月27日，学员在毕业典礼演出后与老师合影留念。
当日，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的“银龄”学员迎来了毕业时刻。一场以“石榴花开·同心筑梦”为

主题的毕业典礼演出暨非遗体验活动在新疆老年开放大学举行，活动不仅全方位展示了老年
学员的学习成果与艺术素养，同时通过校园开放日活动，将非遗体验引入学校，吸引了老年学
员、学员亲友及周边社区居民热情参与。

自2021年办学以来，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线下注册学员近5000人次，新疆终身学习网老年学
员注册量超1万人。学校开设有音乐舞蹈系、书画摄影系、器乐系、体育保健系、文化艺术系、非
遗系、主动健康系7个系别，民族舞、声乐、都塔尔、绘画等30余门面授课程，并为学员免费提供
手机APP使用、抖音制作、普法宣传、共享电影等公共课程。 新华社记者 王菲 摄

““银龄银龄””学员迎来毕业季学员迎来毕业季

游客驱车来到温
宿县天山托木尔景区
塔村云裳草原景点游
玩（6月21日摄）。

石榴云/新疆日报
记者 邹懿 摄

草原来客草原来客

据《新疆日报》消息（石榴
云/新疆日报记者 于江艳） 6月
26日，国家“十四五”石油天然气
发展规划重点项目——西气东
输四线（吐鲁番—中卫）甘宁段
成功投产，至此，西气东输四线
（吐鲁番—中卫）全线贯通投
产。对于我国提升国际油气资
源配置效率、保障开放条件下的

能源安全、共建新时代绿色能源
丝绸之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西气东输四线是继西气东
输一线、二线、三线管道之后，连
接中亚的又一条能源战略大通
道。工程采取分段建设，吐鲁番
至中卫段全长 1745 公里，途经
新疆、甘肃、宁夏 3省（区）17县
（市），投产后年输气能力可达

150 亿立方米，折合替代标煤
2700 多 万 吨 ，减 少 碳 排 放 约
5000万吨。

西气东输四线吐鲁番—哈
密段工程长 583公里，沿线设置
了4座合建站场，设置线路截断
阀室 18 座，大中型河流穿越 12
处，铁路穿越和二级以上公路穿
越共 15 处，于 2024 年 9 月 29 日

率先投产。
西气东输四线甘宁段管道长

1162公里，起自红柳压气站，止于
中卫联络站，与西部原油管道、西
部成品油管道、西气东输二线、西
气东输三线4条油气管道长距离
并行敷设，交叉穿越点密集。

西气东输四线（吐鲁番—中
卫）全线投产后将和西气东输二

线、三线联合运行，进一步完善
我国西北能源通道，有效增强管
网系统供气可靠性和灵活性，将
更多的中亚气、新疆塔里木盆地
天然气和新疆煤制气输送到环
渤海、中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对
优化区域能源结构、改善大气环
境和推动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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