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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班全体学员在行政楼一楼报告厅进行红色经典《乡愁》的朗

读，开启一天的学习。

由新疆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努尔麦麦提·尤鲁瓦斯

开展“多语种信息处理研究现状与挑战”的专题讲座，从当前现状及

未来挑战等多个方面对多语种信息处理技术进行讲解。



新疆大学百年光辉历史，学员们参观新疆大学校史馆，透过一件

件展品，感受学校历史的变迁与文化传承。



赓续红色血脉，发扬革命精神，学员们前往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

纪念馆学习参观，讲解员的讲述让学员们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为了理

想和信仰，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无畏。



寻访红色踪迹，探忆峥嵘岁月。今天的研学活动让学员们在历史

的回望中汲取了前进的力量，坚定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以下是部分同

学的心得体会：

黄思琪 建筑学专业



今天上午聆听了努尔麦麦提老师讲解的有关计算机及民族语言方

面的知识，受益匪浅，了解到了许多。

下午踏入新疆大学校史馆，仿佛穿越时空长廊，每一幅照片、每

一件展品都是历史的低语，诉说着这所学府的光辉历程与不懈追求。

那些艰苦岁月中的坚持与奋斗，尤其是各民族师生携手共进、促进民

族团结的生动实例，深深触动了我。

然后我们参观新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我深感震撼与敬

仰。纪念馆内那一幢中西合璧、青砖砌腰的二层楼房，仿佛穿越时空，

带我回到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这里曾是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国家独

立和民族解放，英勇奋斗的地方。纪念馆内的文物、图片和资料，生

动再现了陈云、邓发、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事迹。

他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让我深受感动和启发。这些革命先

驱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英雄赞歌。

石雅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一日之计在于晨 伴随着朗朗读书声一首《乡愁》诵出了诗人对祖

国大陆深沉的爱。从“幼子恋母”到“青年相思”，到成年后的“生

死之隔”，再到对祖国大陆的感情，不断发展的情感，逐渐上升，凝

聚了诗人自幼及老的整个人生历程中的沧桑体验。

新疆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努尔麦麦提.尤鲁瓦斯开展了

多语种信息处理研究现状与挑战主题讲座以维哈柯文信息处理为出



发点讲解了他们研究院所研究的方向，其研究成果为当地乃至国际产

生了重大影响力。教授提出目前还存在人才资源不足问题，作为新时

代青年应有投身于祖国边疆事业的决心。

下午我们一众人参观了新疆大学校史馆，校史馆 6 个展厅主题分别

是流金岁月、红色传承、坚守阵地、笃志耕耘、砥砺前行、情系新大。

馆内历史感与红色文化氛围深厚，置身其中，令人心潮澎湃。随后前

往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望着革命先辈为革命历史浴血奋战心

中敬佩万分。习总书记说过“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

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奋斗。 ”吾辈青年应牢记历史使命，撰写青春华章。

晚上我们开展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赛，同学们各抒己见，充分展现出

团队协作精神，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而一群人的力量是无限的。

罗月明 电子信息专业

为深入了解新疆地区信息化发展建设现状及新疆大学历史文化底

蕴，2 月 27 日上午，新疆大学努尔麦麦提·尤鲁瓦斯教授从多语种

信息处理、多语种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研究现状、多语种自然语言信息

处理面临的挑战三个方面为研学团队进行了关于多语种信息处理研

究现状与挑战的专题讲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为研学团队拓宽了

视野、增长了见识。下午，研学团队跟随老师一同前往新疆大学校史

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进行参观学习，感受到百年名校光辉

发展历史、体会到共产革命先烈不怕牺牲、不惧强权、勇于奉献的大



无畏精神。晚间更是开展了紧张、充实的辩论赛，比赛过程中大家集

思广益、反应迅速，收获满满。

周珍芹 风景园林专业

时光荏苒，转眼之间，新疆研学之旅已经过了一半。伴随着《乡

愁》的诵读，开启了今日的研学。自然语言处理现状与挑战的讲座带

领我们初步了解维哈柯文在研究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取得的成果，通

过收集原数据、发现问题、探索方法、尝试解决、数据分析结果，让

小语种在计算机上呈现，促进各国的信息交流，从而加强合作，实现

共赢。新疆大学校史馆的参观，带领我们领略了新疆大学的前世今生，

让我们从衣食住行上了解了维吾尔族和哈塞克族的艺术。八路军驻新

疆办事处的学习，带领我们重温历史的余韵。陈潭秋、林基路、毛泽

明等人为新疆各族人民解放献出生命的壮举令人感动。革命先烈已然

离开，但他们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精神却永驻我心！

郑三春 英语专业

今日有幸参观了新疆大学洪湖校区的校史馆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

处纪念馆，这不仅是一次知识的洗礼，更是一次心灵的触动。

步入新疆大学校史馆，仿佛穿越了时空，见证了新疆大学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那一幅幅珍贵的照片，一件件承载着历史

记忆的展品，讲述着一代代新疆大学人追求真理、奉献社会的感人故

事。我深刻感受到了新疆大学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烈的教育使命感，



它不仅培育了无数优秀人才，更为新疆乃至国家的繁荣发展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

随后，我们来到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这里承载着中国

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重要历史。每一件展品、每一段文字，都让我深

切体会到革命先辈们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巨大

牺牲。他们的英勇事迹，不仅是一段段历史的见证，更是激励后人勇

往直前、不懈奋斗的强大力量。

此次参观，让我对新疆大学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革命先

辈的崇高精神有了更直观的感悟。我将把这份感动转化为行动，学习

新疆大学人追求卓越的精神，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观虽已结束，但心中的震撼与思考仍在继续。这是一次精神的

洗礼，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让我更加珍惜当下，勇担未来。

彭琦珈 护理学专业

早上聆听了麦麦提老师精彩的演讲，让我们学到了语言信息的魅

力，见识了维吾尔族语与哈萨克族语的多样性。

下午我们参观了新疆大学校史馆，学习了从建校以来到如今一百

年的历史，领略了新疆大学深厚的文化底蕴及历史魅力，随后参观了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了解了中共领导人在抗战及内战时期对于新疆

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视。

陈越 会计学专业

在第三天的学习中，我们首先在早读中领略了余光中先生的《乡

愁》，二十分钟完成的作品传达出了二十多年的乡愁，对故土的眷恋

是人类共同的永恒的情感，字字锥心，耐人寻味。接着在努尔麦麦提

老师的课堂上，我们学习到了多语种信息处理研究现状与挑战，认识

到了通过计算机技术语言交流的便利，老师所在的团队研发了此项目，

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上做出了突出贡献。下午，我们前往新疆大学校史

馆参观学习，从建校到发展，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新疆大学发展至今

离不开代代人的付出，随后也在陈列着的物品中进一步了解到了新疆

的文化。走出新疆大学，步行一段距离后我们来到八路军驻新疆办事

处纪念馆，在讲解员的倾情讲解下，伟人们的奋斗身姿历历在目，我

们一定接好时代的接力棒，为民族团结、国家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