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喀什人在上海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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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都是美好的回忆，我

现在想起来还是暖暖的。”

一想到去年在上海度过的4

个多月时光，美合日班 ·伊

斯马伊力的心里满是感激。

美合日班是喀什广播

电视台综合广播FM103频

率“喀什之路晚高峰”“酷爱

音乐”和“跟着玛依拉说说

说”等维吾尔语节目的主持

人。2022年8月，她和7名

喀什广电同事一同前往上

海文广集团学习交流。

近年来，上海文广集

团通过“文化润疆”项目派

往喀什15批次36名的志

愿者，为喀什广播电视台

培养出不少专业技术人

员。此次上海之行，也是

沪喀两地人才交流培训一

次重要的活动。

报到第一天，上海文

广集团结合各个学员的岗

位特点，安排大家到融媒体中心、东

方卫视中心、东方广播中心和技术中

心四个单位进行跟班学习，委派业务

骨干带帮带教，并根据喀什学员的专

业特长和意愿，量身定做了相应的课

程。美合日班被安排到东方广播中

心的晚高峰广播节目《乐活长三角》，

学习广播主持和节目包装。

美合日班是维吾尔语节目主持

人，相比之下汉语并不是很标准。当

得知要和指导老师天乐一同主持汉

语节目时，她显得格外紧张：“好在天

乐老师很耐心亲切，在节目里和我聊

了不少关于家乡的美食美景，熟悉的

话题让我减轻了不少压力。”

科班出身的美合日班来到上海

后，一走进直播间，就意识到两地节目

的不同：“我们喀什节目原先的片头设

计做得比较简单，但上海的节目片头

就做得很精致很用心。虽然片头时间

不长，但好的片头更能吸引听众。”

在上海的几个月，美合日班每天

都过得充实难忘，但印象最深刻的还

是过了一个特别的生日。

“8月31日那天，我们正在上海广

播大厦参观学习。中午吃饭时，现场

出现了一个生日蛋糕。”直到大家唱

起了生日歌，美合日班才意识到这份

惊喜是为自己准备的，“我的生日在9

月，但老师们担心之后另有工作安

排，不仅提前为我庆生，还因为我是

广播主持人，送了我一个特别可爱的

收音机。”第一次在异乡度过生日，美

合日班感受到了浓浓暖意。如今，美

合日班已回到喀什的岗位上，准备改

版工作：“希望重新设计过的节目片

头，能收获不错的效果。”

“从上海回来后，我现在已经

没有午睡习惯了。”说起在上海戏

剧学院的进修经历，喀什地区歌舞

剧团编剧、演员周磊还有些意犹未

尽。

2021年10月25日，周磊作为

领队，和喀什地区歌舞剧团的10

名演员来到上海戏剧学院。从那

天起，大家在舞蹈编导、舞蹈表演、

戏剧影视编剧、影视摄影与制作、

文化管理五个方向，开展为期一个

多月的学习进修。

这次学习的契机，要追溯到一

年多以前。2020年，由于疫情原

因，上海援疆“地区歌舞剧团艺术

人才专业实践”项目并未实施。

2021年10月，在多方努力下，项目

重新启动，并选派喀什地区歌舞团

艺术骨干参观学习、跟训实践。

“就歌舞团系统来说，我们的

演员大多来自西北片区，接受的专

业学习没那么多元化，8名演员更

是从未前往新疆以外的地方参加

培训。所幸上海援疆前指主动和

上戏校方联系，促成了这次学习，

让我们剧团的演员得以感受上海

的魅力。”周磊说，上戏昌林路校区

原本并没有民族餐厅，“我们11个

人中，有7位少数民族同志。学校

得知情况后，专门在汉族餐厅开了

两个少数民族档口。”

系主任的推荐下，周磊和两名

团员还报名参加了一门表演课。

“这门课由外教授课，班里的学生

主要来自导演系。”周磊发现，导演

系学生在导演手法上有着自己的

见解，但缺少专业演员去呈现，“正

好我们新疆籍学员都是演员出身，

于是我们三人就承担了其中几个

角色。”外籍教授指导、新疆籍学员

当演员、本校学生当导演，周磊说，

不同文化的碰撞融合下，最后呈现

出的舞台效果非常棒，“那是令我

非常难忘的一个课堂。”

回到喀什后，上海的学习经历

至今仍影响着周磊。“我发现上海

没有午休的概念，大家吃完午饭

后，一边喝咖啡，一边还在聊事情，

聊完直接就去上班了。”周磊笑着

说，新疆这边一般会有两小时的午

休时间，“于是从上海回来后，我就

不再午休了。我想利用好每分每

秒，将上戏课堂里学到的知识，更

好地展现在我们自己的舞台上。”

2022年9月初，喀什地区第二人

民医院肾病科主任阿依加肯，正式成

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研一新生。

2020年起，由对口支援新疆喀

什地区的上海市、广东省4所高校，

定向喀什培养医学硕士研究生。得

益于这项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

计划，为了精进专业技能，大学毕业

已有13年的阿依加肯重返校园，继

续求学之路。

入学几个月来，退去了最初的

欣喜和好奇，学业上的压力，令她叫

苦不迭。用阿依加肯的话来说，“特

别痛苦”。

“尤其是《医学统计学》这门课，

明明老师讲的是中文，我就是怎么

都听不懂。”阿依加肯说，一起上这

门课的还有一位来自巴楚县的喀什

同学，他对汉语的理解能力不是很

好，学习起来更是吃力。“得知我们

的情况后，授课老师特意抽出时间，

帮我们几位喀什同学复习功课。从

最简单的步骤开始，一步步教我们

理解概念。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有

救了。”

除了授课教授的悉心指导外，

学校为了让刚入学的喀什学生尽快

适应校园生活，还专门开展了一场

特别的交流会。

2014年起，上海交大学生工作

指导委员会研究生党总支每年都开

展面向新疆籍民族研究生的师生及

朋友交流分享活动，并形成了“沪

往 ·疆来”品牌项目。

开学后不久，阿依加肯和同期

入学的喀什同学就参加了学校组织

的2022年“沪往疆来”研究生朋辈

交流分享会。其中既有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在读的研二、研三学生，也

有已经毕业工作的师兄师姐，大家

在会上纷纷传授着各自的学习心得

和生活经验。“科研应该找什么思

路、如何和导师同学相处、在交大体

系里怎样正确认识自己并找到自己

的位置、如何避免陷入自我怀疑的

循环……在这个交流会上，老师和

师兄师姐们都耐心解答我们的困

惑，真的对我鼓励很大。”

第一学期课程结束后，阿依加

肯回到了喀什家中。回想起刚入学

时的“兵荒马乱”，她决定利用好寒

假时间，好好预习功课，“希望下学

期开学后，能让大家看到我们喀什

同学的努力。”

“这个月底，我和队友会再去上

海比赛。我不仅要拿下冠军，还想

再去一次东方明珠塔。”今年初三的

安扎尔 ·买买提艾力来自巴楚县第

三中学，也是第37届“海港-上汽”

杯新民晚报暑期中学生足球赛（喀

什赛区）初中组冠军的球员之一。

2022年7月，晚报杯暑期中学

生足球赛（喀什赛区）决赛落下帷

幕。最终，来自巴楚县的第三中学

足球队和中等职业学校足球队包

揽初中组和高中组冠军。

“海港-上汽”杯新民晚报暑期

中学生足球赛喀什赛区的比赛，由

上海援疆前指、喀什地区教育局、

新民晚报社联合主办。这是晚报

杯连续第二年走出上海，飞赴新疆

喀什地区，为当地热爱足球的少年

们搭建平台。

这是安扎尔第二次参加晚报

杯足球赛。2021年，巴楚县第三中

学在喀什赛区就赢得过初中组冠

军。“但是在上海参加总决赛时，我

们输了。”说到这里，安扎尔有些小

小的失落。那是他第一次来上海，

除了比赛之外，安扎尔还参观了上

海不少著名景点。虽然玩乐时的欣

喜，冲淡了比赛失利的消极情绪，但

回到喀什后，安扎尔仍旧有些不甘

心：“所以当我们再次拿到喀什赛区

冠军后，为了弥补上一年的遗憾，课

余时间外，我们加长了训练时间，每

天都要练习4个小时。”

孩子们的辛苦，巴楚县第三中

学足球教练木拉迪 ·艾斯卡尔都看

在眼里。“其实在喀什地区的校园

里，五人制的足球赛并不太流行。”

虽然巴楚县每年都会举办春秋两

季足球联赛，但木拉迪坦言，2021

年，自己带着球员们来到上海比赛

时，明显感觉到了与其他赛区冠军

队伍之间的差距，“喀什孩子的足

球基本功其实不错，但在五人制足

球的配合度上没那么娴熟。”

原定在2022年举办的晚报杯

全国争霸赛，受疫情影响，延期到了

今年。总结了首次参加全国争霸赛

时的经验，木拉迪说，这次喀什赛区

的冠军队伍特意做了针对性训练，

调整了队员们的战术和技巧，“新的

一年，带着孩子们第二次征战，我相

信大家一定能取得好成绩！”

有暖暖回忆，有新年期待……

上海和新疆喀什相距万里之遥，却因援疆情怀紧紧联系在一起。近年来，在上海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的支持下，
来自各行各业的喀什人，远赴上海学习进修、文化交流，他们串联起了上海援疆前指这些年来的工作点滴。
走近在上海生活的喀什人，听听他们来上海后发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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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少年即将来沪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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