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月 "日下午，“浦东号”上海援疆旅游扶
贫包机载着 #$"名游客降落在莎车机场。这已
经是短短 %个月里，来自上海飞抵喀什的第九
架旅游援疆包机了。

吸引更多游客入疆，目的也是为了进一步
帮助当地脱贫。天山南麓下，叶尔羌河畔，沙漠
浩瀚，戈壁苍茫，胡杨壮美。喀什地区旅游资源
丰富，目前，上海对口支援的四县已建成 &级
景区 #'家，星级农家乐 "(家，实现旅游就业
)万余人。

叶城 锡提亚谜城
“几个月前，我还是一个白白嫩嫩的小伙

子。”维吾尔族小伙子艾克拜尔·艾则孜人称
“艾克队长”，他向记者展示了 *月底拍摄的照
片，当时的他肤色白净，而如今他晒得黑不溜
秋，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非洲”。
“艾克队长”很忙，他穿着迷彩服，头顶烈

日，时而指点园区内的员工该怎么做，时而捡
矿泉水瓶、包装袋等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国
外的游客要过来，国内的游客要过来，形象都
得注意，不然影响我们叶城和锡提亚的面子。”

锡提亚谜城景区是上海援疆旅游项目之
一。今年 "月，他刚刚成为景区的法人代表。
上海援疆干部、叶城县委副书记胡广介绍，在
援疆资金投入的基础下，为了使旅游资源尽
快利用开发，采用了请第三方旅游公司代为
管理的办法。
如今，当地洛克乡村民在景区内工作，其

中 +",都是贫困户，每个月收入能有 #(((多
元。有了施展能力的舞台，“艾克队长”在高兴
的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原来只要管好一家
)口人，现在加上职工，变成了 $(多口人。”

莎车 米夏镇樱桃园
莎车县有一个远近闻名的樱桃园，位于米

夏镇夏马勒巴格村。大红灯、早红、岱红、黑珍
珠、美国红、黑樱桃……赶上丰收季，樱桃园日
均接待游客 %(((人，周末甚至可达上万人。
“去年樱桃园游客采摘 #(万人左右，今年

更是翻了一倍，樱桃成为当地村民的‘摇钱
树’。以前眼睁睁看着它烂在地里，现在农民坐在地头就能
把樱桃卖完了。”莎车县旅游局办公室主任莫富程说。

今年，上海援疆投入专项资金 %"(万元，助力景区完成
停车场、餐饮区、园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在上海援疆扶
持下，这里还成立了合作社，雇佣当地贫困户做停车管理、
安保、保洁等工作，每月工资能有 %(((元。连同服务员、采
摘员等，目前已经实现了 ')户 #()人就业。

泽普 金湖杨国家森林公园
位于戈壁深处的金湖杨国家森林公园天然胡杨林面积

达 #-!万亩，三面环水，景色宜人。入秋后，胡杨黄叶如染，
倒映在湖面上，当真印了“泽普”在维吾尔语中“流淌着金子
的河”之意，令人心驰神往。

上海援疆干部帮助金湖杨景区创建国家 "&级景区的
过程中，坚持将旅游开发与安居富民相统一，把景区里的七
十多户维吾尔族人家统统留了下来，既改善了他们的居住
质量，又帮助他们在家门前实现就业。+(多岁的热合曼老
人是金湖杨的明星，靠着在景区里赶马车，旺季时他每月能
收入几千元，这些发家致富的马车也被称为“马迪拉克”，成
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今年，上海援疆泽普分指挥部计划投入援疆资金约
*((万元，用于景区的提升改造。此外，还将引进直升机发
展低空旅游等特色项目，预计提供 #((多个旅游就业岗位。

巴楚 红海景区
巴楚县阿纳库勒乡 #)村，紧邻国家级 )&景区红海景

区，景区里的 *((多名员工，有 !(,都来自这个村。除了在
园区内工作以外，一些村民今年还有了新的身份：民宿主
人。原来，去年有游客一天玩不过瘾，便上村里打听：“能不
能住农民家里体验乡村生活？”游客的需求，触动民宿项目
的诞生。

上海援疆巴楚分指挥部拿出了 %"(万元援疆资金，在
#)村建设 !.#(栋样板民宿，外观保留当地特色风情，内部
装修则按照 *星级宾馆的水准实施。自愿参与改造的村民
需要承担一部分装修款，并参加当地旅游部门组织的标准
化服务培训，而民宿所产生的收益将大都归村民所有。

村民马木提·克热木原本是纯粹的农民，如今摇身一
变成了民宿老板。他在心里悄悄算过一笔账，以前全家人
一年的收入不到 "万元，今年有了自家民宿，收入上翻一
倍应该不成问题。马木提热情地说：“以前别说住这样的房
子，看都没看过。感谢上海援疆，我代表我们全村人，欢迎
上海人民到这里来玩！”

本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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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盛夏的
喀什，阳光灼热，瓜

果飘香。这里是喀什地
区叶城县伯西热克乡 #(村，

村民帕提姑丽·吾守尔捧来刚从
自家院子里打下的杏子，热情地邀请

我们品尝。而比果实更甜蜜的，是她脸上
洋溢的笑容。三个多月前，她从普通家庭

妇女变成了一名产业工人———上海在当地援
建的卫星工厂就在她家旁边，上班路上只要花
几分钟。
“来这儿上班我真高兴！”在家门口就业脱

贫，让她对援疆干部满怀感激之情。哪怕我们
素未谋面，可一听说记者来自上海，帕提姑丽
立刻热情地说：“我们马上要盖新房子了，到时
候请你们来新家玩，我请你们吃饭！”

从 %(#(年上海对口支援新疆喀什地区莎
车、泽普、叶城、巴楚四县起，八年来，这片深度
贫困的土地上，处处留下了白玉兰的印记。当地
人民对上海的感激，绽放在一张张天真无邪的
笑脸上，凝结在一声声清脆悦耳的“你好”里。

从农民到工人 活计有了
从不出家门的维吾尔族妇女，竟然能缝制

出口国外的品牌羽绒服，这样的事情维吾尔族
妇女夏代提·阿吾提以前从没想过，但这一天
确实到来了。前不久，在巴楚县琼克尔恰克乡
丝路华章工厂，四五十个维吾尔族妇女埋头工
作了一天，完成了工厂的第一件产品———即将
出口到美国的羽绒服。不少维吾尔族妇女看着
手里的衣服，流下了骄傲又激动的眼泪。

对于习惯在家里干农活的维吾尔族妇女
来说，服装加工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从一开始
在缝纫机上不知所措，针脚断断续续，到后来
能做出剪裁得当的优质成品，成就感与日俱
增，她们也变得更有自信。
“这里非常好，我愿意来上班。”提到工作，

夏代提眉开眼笑，她是厂里的业务骨干，每个
月有 %(((元收入，不仅在经济上富裕不少，生
活观念也发生了转变，“以前在家就是带孩子、
扫院子、拉条子，也没听说过什么‘管理’‘业
务’的，现在我知道了工作的意义，我愿意到这
里来上班。”

丝路华章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我
们已经完成了好几件大单，向国外出口了几万
件品牌羽绒服，刚刚又谈上 '万条牛仔裤订
单。”作为乡镇微型工业园区的中心工厂，丝路
华章能够覆盖周边 #%个贫困村，它享受工业
园区所有政策，还有乡镇扶贫干部协助企业确
保员工到厂上班。自今年 *月投产以来，结合
周边两座 "((平方米的扶贫车间，丝路华章帮
助了 *((多户贫困户、近 "((人实现就业。
喀什地处辽阔边陲，光是一个巴楚县就有

%万多平方公里，约有三个上海那么大，县城
与乡镇相隔遥远。“以前是从县城的工业园区
向外辐射，我们发现辐射半径过大，企业生产

和管理成本过高。”上海援疆干部、巴楚县委副
书记李永波介绍，“如今，我们在乡镇微型园区
设置中心工厂，在周边村子里建扶贫车间，兼
顾了企业需求和就近就业的双重需求，发挥更
大的扶贫带动作用。”

筑巢引凤，招商引资，上海援疆干部接洽
企业落户工业园区，把村民转变为产业工人，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脱贫，为当地农民生活带来
深刻的变化。艾麦尔艾力·玉素甫在叶城工业
园的一家照明企业工作，自 %(#)年起已经干
了四个年头。进厂前，他只是普通农民，家里总
共七八亩地，却要养活八口人，全家种一年地
得来的收入只有 "(((元；如今他的收入每个
月可以拿到 )(((元，一年光是纯收入就有 )

万多元。
“刚进厂的时候我和父母住在一起，干了

一两年后，就有实力分家住了。”艾麦尔艾力
说，在政府补助下，现在他家已经盖上了安居
富民房，有了一百多平方米的屋子。“我现在感
到心里很踏实，我爸爸妈妈每天叮嘱我，让我
一定要好好干。”
今年 #."月，上海援疆对口四县已经完成

招商引资项目 "'个，投入运营的卫星工厂有
'%个；地区下达的 #"**+ 户“零就业”贫困家
庭实现“一户一就业”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实
际就业 #'+##人。

从苗子到金子 钱袋鼓了
宽敞明亮的温室大棚里，培养盒中整齐栽

培着一排排蔬菜苗种，绿意青翠，一派盎然生
机。上海援疆干部、莎车县住建局副局长左文
介绍，这里是上海援建的莎车现代农业园育苗
中心，由浦东孙桥农业园区提供技术指导。在
这 #((((平方米的智能玻璃温室中，还引入了
物联网技术，可以在上海远程监控诊断，把控
施肥、用药、灌溉等关键节点。

育苗中心为当地农民免费提供番茄、辣椒、
茄子等农产品优质苗种，帮助贫困户在自家院
子里实现增收。“以前老百姓用自己的种苗，效
益很低，有时候甚至在果实成熟之前，就直接病
死了。”莎车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亚力
坤·吐尔逊告诉记者，工厂化育苗从源头上提高
了种苗成活率，基本没有病虫害，不仅增加了收
入，农民种植的类别也越来越丰富。
从去年开始，莎车县每个乡里还配备了技

术员，免费上门指导种植技术。“一开始，有些
农民不愿意干，他们觉得在大棚上盖膜很麻
烦。现在收入明显增加后，大家积极性都提高
了。”亚力坤说，有一些骨干还当上了技术员，
每月能多拿 #!((元。
就在不久前，育苗中心还完成了两间仓室

的改建，新增立体吊挂无土栽培、潮汐式灌溉
等最先进的技术设备。亚力坤说，这是孙桥派
人来改造的，上海的技术员每周会来这里看两
三次，培训相关技术。“乡里技术员遇到难题，
就和我们联系。我们解决不了的，就直接与上

海联系，很有底气。”
新疆物产丰富，瓜果鲜甜。要把“苗子”变成

“金子”，除了提升当地的种植培育技术外，如何
让新疆特色的田头佳品走出乡镇、走向全国？
上海援疆干部、莎车县委副书记虞刚杰表

示：“我们通过‘种苗培育/技术培训0庭院经
济’，并拓展销售渠道，以电子商务、组织企业
采购等方式，形成了帮扶一条龙，鼓足农民钱
袋子。”为了解决储运、加工等问题，上海援疆
还助推当地特色的农副产品开发，为中小微企
业的发展提供孵化平台。

借助发展电子商务，一些原本“养在深闺
无人识”的农产品，成为了在全国都小有名气
的“网红”。例如，巴楚县的库克拜热瓜变身成
为炙手可热的“巴楚留香瓜”，“电商扶贫”帮助
农民们把优质商品卖出去、卖出一个好价钱，
而市场又倒逼当地农产品的质量标准提升。

%(#"年，巴楚县电子商务工作从零起步；
去年，巴楚县成功申报商务部“国家级电子商
务进农村示范县”。目前，已建成的 $'个村级
服务点覆盖贫困村 "(个，贫困村覆盖率达到
)%-$,，在农产品上行种植、采收、装箱等供应
链各环节间接受益增收惠及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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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海到西陲 结下对子
走进泽普县波斯喀木乡 #(村，安居富

民房整齐排列，道路平坦宽敞，还用浅绿色
标识出了两侧的步行道，居住环境整洁又
舒适。不过，几年前村貌可不是这样。“以前
进村的道路都是土路，尘土飞扬。”波斯喀
木乡党委副书记殷永生说，%(#'年与上海
闵行区新虹街道结对后，街道每年出资几
十万元，帮村里硬化路面、粉刷外墙，改善
基础设施，还建了办公用房。
“生活环境变美了，大家伙儿都特别高

兴，现在周围哪个村民不知道，这是‘上海
亲戚’帮忙援建的。我们有信心到今年年
底，实现波斯喀木乡整体脱贫。”殷永生说。
波斯喀木乡的发展，得益于泽普县建

立的“四结对”帮扶机制。泽普县由闵行区
对口援建，所谓“四结对”，包含两地乡镇之
间、基层医疗机构之间、学校之间以及社会
领域的结对帮扶。
方便村民开展夜校与各类活动的村民

服务中心，基层阵地建设需要的党建服务
中心，解决乡里农产品仓储的冷库，鼓励群
众自主创业的创业基地……去年，闵行区
各街镇实际向各结对乡镇捐赠资金达 ""(

万元，援助建设项目 $个。目前，闵行 #)街
镇和泽普 #'乡镇场一一建立关系，实现全
覆盖。“‘四结对’帮扶机制延长了援疆的手
臂，使工作面更广，内容更具有针对性，更
接地气，更有温度。”上海援疆干部、泽普县
委副书记胡志宏说。
在医疗卫生方面，闵行区的 #%个社区

卫生中心，与泽普县的 #%个乡镇卫生院，
正好一对一匹配。上海援疆干部、泽普县卫
生局副局长冯亮告诉记者：“横向的闵行泽
普一对一结对，加上纵向‘喀什二院———泽
普县医院———乡镇卫生院’的三级医联体，
将形成网格化全覆盖的医疗援疆新模式。”
波斯喀木乡卫生院，是今年打造的重

点项目，在与之结对的新虹社区卫生中心、
当地政府以及上海援疆资金的共同帮助
下，原本破旧的卫生院焕然一新，床位翻了
三倍，还新增了体检中心。新虹社区卫生中
心还将派出 #.% 名专家前往当地开展短
期指导工作，结合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给
与支持。而在软件建设方面，冯亮透露，今
年将建立起“一卡通”机制，预计到年底让
村里的 %万多人口，每个人都能刷卡看病，
形成电子健康档案。
“我们医院的整体形象上升了，环境宽

敞明亮了，老百姓对医院也更有信心了。”
乡卫生院负责人高兴地说，去年波斯喀木

乡卫生院的门诊量达到 *万人次，当地村
民的医疗卫生意识有了明显提高，这个变
化非常可喜。
上海对口支援的四县，是喀什地区脱

贫攻坚主战场。目前，浦东新区、静安区、闵
行区和宝山区与对口四县 %"个贫困乡镇、
#(#个贫困村、$#个深度贫困村结对共建。

从陌生到不舍 留住真情
“老师，你下一年还教我们吗？”“老师，

下学期你还在喀大吗？你是不是要走了？”
“老师，你走了以后，我还可以问你问题
吗？”梁振民在喀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旅游
管理专业执教，得知他援疆期满，学生中有
不下 %(人，特意来找过他。

%(#$年 %月，#$(名上海市第九批援
疆干部人才启程进疆。干部的援疆期是三
年，教师与医生分为两轮，一次一年半。“我
要继续援疆！后方要是不同意，我来做他们
的工作。”梁振民斩钉截铁地作出了再延长
支援一年半的决定。
梁振民来自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去年

%月来到喀什大学。一开始，他并不适应当
地的生活。比如，第一天上课时他就因为设
备原因打不开 112；而他的少数民族学生，
写的论文甚至连不成一句通顺的话。可学
生们的一句话，却让他的脾气一下子都没
了，他们说：“老师，我们真的需要你，你是
我们见过的第一个博士。”
“这句话让我成长了几岁。”梁振民说，

以前自己做什么事都很急躁，甚至感觉自
己情商有些低，不擅长与人沟通，但自从来
到这里以后，他变得谦虚耐心，“援疆支教
并不是我高高在上地给他们传授知识，其
实我本身也在不断学习中，从我的学生身

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每学期，梁振民至少要开设三门课程，

每周最少有 #%课时，最忙的时候要上 #'

节课，比起在上海的 !课时，整整翻了一
倍。此外，他还要辅助修改专业的教学计
划、学生培养计划，开设讲座，组织当地青
年教师学习怎么考取博士，怎么撰写高质
量的论文、基金申报书等。“那阵子也是给
我折磨得够呛。”
但是，看着学生们一天天成长，让他觉

得这一切都值得。在梁振民手把手教导下，
原本“他”“它”不分的少数民族学生，写出
了优秀的毕业论文；在他的倾囊资助下，两
名学生考上了研究生；在他耐心辅导下，还
有一位学生成功应聘为上海师范大学的民
族辅导员，这真是“奇迹”。
然而，梁振民只是上海援疆人才中的

普通一员；更有无数动人故事，在南疆大地
萌发。支援喀什二院的陈清光医生新婚刚
满 %个月就远赴喀什，今年不幸查出身患
恶性肿瘤，他回沪治疗后，又马不停蹄地赶
赴南疆，带病坚持工作。同院的陈行医生，
公认像老黄牛一样勤恳，半夜手术是常有
的事。“一旦投入进去，真的依依不舍。”支
援喀什六中的徐启水，谈到离别，一个大老
爷们几度红了眼眶……上海援疆人长着陌
生脸孔、来自万里之外，却早与这片土地结
下不解之缘，成为喀什人民的亲人。

每一批援疆任务有时间期限，但对口
支援工作却没有休止符。很快，第九批第二
轮援疆教师、医生也将启程从东海之滨奔
赴西陲之地，为打好脱贫攻坚战竭尽所能。
一代代援疆人的辛勤付出，也为当地打造
出一支带不走的队伍，这座昔日的丝路重
镇，未来可期。

本报记者 杨洁沪喀情

上海援疆干部帮助创建的国家 !"级景区金湖杨国家森林公园秋日美景 上海援疆泽普分指挥部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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