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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入泽普县金湖杨国家森林公园，宛如走进油画里的人间仙境 本版摄影 曹博文 李颖 黄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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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表演吸

引游客

金秋时节，恰是胡杨好风光，新疆喀什地
区迎来了一年中的旅游旺季。10月末，在奔
流不息的叶尔羌河沿岸，第四届新疆喀什丝
路文化胡杨节如火如荼地开展。天南地北
的游客不远千里集聚喀什，在精彩纷呈的活
动中共赴一场“胡杨之约”，连酒店住宿都异
常紧俏。
虽与上海相隔万里，喀什的发展变迁却镌

刻着难以磨灭的上海印记。自2010年起，一
批批上海援疆干部人才来回奔波于沪喀两地，
以排头兵的姿态联合好全国各省市援疆力量，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仅
助力对口莎车、泽普、叶城、巴楚四县打赢脱贫
攻坚战，累计援建项目超1500个，还将产业援
疆、民生援疆、文化润疆等重点领域任务不断
做深做细做实，持续推进喀什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绘就了一张上海援疆的精彩答卷。
今年4月，第十一批上海援疆干部人才抵

达喀什，新一轮援疆工作正式拉开序幕。169

名援疆干部人才迅速转换角色、深入当地，用
充满激情、富于创造、勇于担当的上海力量，谱
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喀什篇章。

“三问”“五新”记于心 共筑沪喀两地情
深化文旅融合
打造旅游胜地

提起新疆，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

雄伟的高山、秀丽的湖泊、辽阔的草

原、神秘的沙漠……新疆的风物尽美

铸就了丰富的旅游资源。近年来，上

海大力推进旅游援疆工作，以“引客进

喀”“送客进疆”为突破口，不断深化文

旅融合，持续带动当地就业、消费与产

业发展。

胡杨林是喀什地区最具代表性的

自然风光之一。步入泽普县的金湖杨

国家森林公园，一片金灿灿的水胡杨

枝叶繁茂，水面上的倒影清新秀美。

微风拂过，落叶飘散，漫步其间，宛如

走进了油画里的人间仙境。

金湖杨国家森林公园是南疆地区

第一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在上海

援疆的助力下，该景区不仅先后开发

建设了长寿民俗文化村、知青记忆文

化苑、胡杨王、百亩花海等30余处景

点，还新增了3D动漫城、网红桥等游

乐项目，使金湖杨景区一跃成为集休

闲观光、旅游度假、民族风情、田园生

态、探险寻宝为一体的南疆旅游胜地，

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前来。今年10月

举办的第四届新疆喀什丝路文化胡杨

节期间，日均客流量近7000人次。

目前，泽普县正创新“旅游+”“生

态+”模式，进一步推进农业、林业与旅

游、教育、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以创

建“全域旅游示范区”为目标，着力推

动泽普文旅融合发展。

不同于水胡杨的婉约秀丽，在148

平方公里的巴楚县红海景区内，成片

的野生胡杨林高耸壮观、广袤无垠，一

条丝绸之路“金丝带”串联起民俗文化

村、喀什河丝路古道、金色胡杨岛、红

海湾水上乐园和红海湿地5个核心景

观区，这是上海援疆资金历年来持续

投入的重点文旅项目。

穿行其间，碧绿的芦苇与蓝天白

云相映成趣，仿佛正与胡杨进行一场

跨越千年的生命对话。第四届新疆喀

什丝路文化胡杨节暨巴楚县第十三届

胡杨文化旅游节期间，红海景区还举

行了“民间传统体育竞技展演”“丝路

第一馕坑烤全驼”等活动，吸引全国各

地的游客纷至沓来，总客流量超过10

万人次。

“我们正在着力打造‘丝路巴楚

胡杨之都’的文旅名片，围绕胡杨主

题，打造一条胡杨景观大道、排演一部

胡杨主题舞台剧、谱写一首胡杨赞歌、

设计一条胡杨自驾徒步旅游线路等

‘九个一工程’，将胡杨文化与胡杨精

神推广并传承下去。”上海援疆巴楚分

指挥部指挥长曾魁说。

而有着“昆仑第一城”之称的叶

城，是新藏公路的始发站，拥有丰富的

人文历史景观与旅游资源。比如，在

上海援疆的助力下，一座在沙海中沉

睡了千年的古城——锡提亚谜城经过

重新规划建设，变身为颇具规模的旅

游景区。为进一步发展旅游业，助力

当地群众增收致富，自2019年以来，上

海援疆干部反复策划、论证，在新藏线

叶城段105公里、160公里、240公里和

292公里处建设了4座驿站，不仅提供

干净的客房供游客歇脚，还配备了特

色餐饮、文化展示与交流、公益活动基

地等多重功能。

上海援疆叶城分指挥部副指挥长

陈诗介绍，叶城天路彩门是通往喀喇

昆仑山口必经之路，也是通往世界第

二高峰——乔戈里峰的必经之道。上

海援疆叶城分指正计划围绕乔戈里峰

开发登山大本营等小众、高端的旅游

路线，持续提升叶城的旅游品质与品

牌效应。

聚焦补链强链
驱动产业发展

助力对口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

业带动是长远之计和关键之举。长期

以来，一批批上海援疆干部人才将产

业援疆置于重中之重，积极发挥援疆

资金作用，加强产业合作的整体谋划

和精准对接，以促进当地群众就业增

收为目标，全面推进对口四县优势产

业持续发展。

上午10时，驱车驶入巴楚县阿纳

库勒乡的一条乡间小路，绵延不绝的

棉花田扑面而来，星星点点的雪白连

成一片。摘下一朵，棉花触感柔软、轻

盈饱满，正等待着机器的收割。

新疆喀什地区是国家重要优质棉

生产基地，而巴楚县则是重要产区之

一，拥有与生俱来的原料资源优势与

百万亩棉田，是全国最大的露天棉花

储备库。如今，上海援疆巴楚分指正

在积极引入优质农业信息化企业，筹

建棉花研究院，促进棉花亩产量的进

一步提升。

在巴楚县北部，9.7万平方公里的

工业园区集聚了130家企业，形成了以

纺织服装为主导产业的产业体系。走

进园区内的新喜恒纺织厂，一个个纱

锭经过整经、浆纱等一系列流程，最终

蜕变为一匹匹布料。上海援疆干部、

巴楚县发改委副主任曹惟介绍，在超

过5亿元援疆资金的持续注入下，园区

已初步形成了从棉花选种育种、规模

化种植、籽棉加工、纺纱织布、服装加

工、交易储运的全产业链，目前投产规

模超过150万锭。与此同时，援疆资金

在园区内投资厂房后，已有12家企业

入驻，解决了8000余人的就业难题。

巴楚县虽拥有棉花产区优势，但当

地产业发展大多围绕棉花买卖、纺纱、

织布等原料初加工环节，难以创造出更

高的产业附加值。为做好补链强链，

园区正在建设印染产业区，预计于今

年底正式投产。“园区的落成将进一步

提升产业链的完整性，为当地纺织服

装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更让巴楚

的纺织产品得到进一步提升。”曹惟说。

苹果是泽普县的“三宝”之一。金

秋时节，丰收时刻。在泽普县奎依巴

格镇新华村3组的苹果园里，一个个红

苹果缀满枝头，全村产量可达1000

吨。果棚里，数十位果农环绕着一座

座“苹果山”，手法娴熟地挑选、打包苹

果。不一会儿，一箱箱金凤泽普苹果

“新鲜出炉”，即将“飞”往全国各地。

同时，在援疆资金的补助下，果农的收

入也得以增加。“多亏了上海，我们的

苹果卖得好，生活也越来越好！”本地

果农努尔艾合买提 买合木提的眉梢

眼角难掩笑意。

这只是促进泽普县当地群众增收

致富的一个缩影。在上海援疆的助力

下，泽普县奎依巴格镇南边的荒芜戈壁

上，占地4.3万亩的特色现代富民产业

园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预计2026年丰

产亩产超过4吨，实现年产值6亿—8亿

元。同时，通过上海各类展销会的宣传

推介与“盒马鲜生”等企业的入驻，让泽

普县的农产品销售渠道不断拓宽，进一

步促进农民群众就业增收。

与“向戈壁要产业”异曲同工，从

莎车县中心驱车1小时，来到中国第一

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地带，

荒芜沙漠里竟浮现出了一片绿意。玉

米、高粱、萝卜、牧草等农作物长势喜

人，散发着旺盛的生命力。这是第十

一批上海援疆干部在莎车县引进的项

目——绿色技术银行荒漠农业可持续

发展示范基地。

“在上海援疆莎车分指的支持帮助

协调下，我们按照技术集成的模式打造

了首个荒漠农业可持续发展示范基地，

如今已完成了700余亩的荒漠治理。”绿

色技术银行工作人员刘莎介绍，绿色技

术银行后续将在援疆资金的支持下，发

展更大规模的荒漠农业，变荒漠为良

田，拓展莎车县的农业生产空间。

此外，在巴楚县，上海援疆干部围

绕“打造具有名片效应的畜牧特色小

镇”，推动新疆畜牧科学院喀什分院落

户琼库尔恰克乡，共同努力攻克巴尔

楚克羊的产量难题；而享有“中国核桃

之乡”美誉的叶城，在上海援疆资源的

支持下，实现了核桃加工全产业链“吃

干榨净”……在产业援疆的工作中，上

海援疆干部根据对口四县的产业定位

和需求，积极引资引商，突破了当地农

产品加工业的瓶颈难题，为受援地产

业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变“输血”为“造血”
增进民生福祉

医疗卫生事关民心、惠及民生。

近年来，上海围绕“三降一提高”的医

疗卫生援疆目标，充分发挥医疗人才

“组团式”援疆优势，不仅助力喀什二

院成功创建三甲医院，还不断完善基

层卫生站与四县人民医院的医疗卫生

功能，有力推动了受援地医疗卫生健

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上午10时，来到泽普县人民医院

的疼痛科，3名当地患者已在诊断室外

排起了队。治疗室内，泽普县人民医

院疼痛科主任佟明亮正在为1名患者

的腿部针灸治疗。

佟明亮医生是第十一批对口支援

泽普县的上海医生之一。自今年4月

来到泽普县人民医院后，他不仅从无

到有创建了疼痛科，引入小针刀治疗、

针灸治疗等接地气的技术，还手把手

带教本地医疗骨干，针对颈肩腰腿痛

及神经痛等症状，中西医结合、中西医

并重。“以前，我们以西医治疗为主，佟

医生带领我们不断拓展新技术，为当

地老百姓提供了多种治疗效率更高、

效果更好、安全性更强的微创、无创治

疗方案。”泽普县人民医院疼痛科医生

杨建新说。

在泽普县，还有7名上海医生驻扎

在泽普县人民医院与泽普县维吾尔医

医院的各个科室，用实际行动践行“救

死扶伤，奉献边疆”的大爱精神。截至

10月25日，援建泽普县的上海医生不

仅在门诊、病房诊疗超过4000人次，开

展手术141人次，还在当地拓展了9项

新技术新业务，持续为当地医疗系统

注入新的活力。

而在6400万元援疆资金的投入

下，莎车县已构建起覆盖全县3个县级

医院、31个乡镇卫生院、5个街道卫生

服务中心和493个村级卫生室的“医联

体”数字化信息系统平台，全面提升莎

车县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和居民健康水

平，打通服务当地群众健康需求的“最

后一公里”。

中午12时许，上课铃响，泽普县第

五中学7年级2班的50名学生列队整

齐地站在篮球场上，一个皮肤黝黑、说

话略带有上海口音的教师正在带领他

们学习广播操，时而亲自示范动作，时

而为学生纠正姿势。他是来自闵行的

教师夏荣，这是他第三次援疆，“这里

有60%—70%的孩子以前不上体育课，

我希望能把上海先进的教学模式和理

念带给他们，让他们在强健体魄的过

程中体验到体育课的乐趣”。

教育是民生之基。近年来，上海

始终把教育援疆作为对口支援新疆的

重要内容之一。第十一批上海援疆干

部人才进疆以来，立足上海教育优势，

聚焦喀什地区基础教育全面提质增

效、职业教育“十百千万”工程与打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品思政

课程，全力打好教育援疆“组合拳”，助

推喀什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

叶城县第二中学是上海教育援疆

的一个生动缩影。自2019年以来，一批

批上海教师走进叶城二中，开展“组团

式”教育援疆。他们不仅承担着教学任

务，还通过多层次构建带教机制、实施

教师领航研训提升工程等方式，变“输

血”为“造血”，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助

力叶城本土教师专业成长。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援疆叶城分

指还统筹协调各方资源，积极利用上

海市教委等来喀开展的“沪喀大讲堂”

“戏曲进校园”“白玉兰携手小胡杨科

普进校园”等活动，让来自上海的专

家、教师深入叶城学校，两地教育人为

构建系列化本土的课程、学生活动体

系出谋划策，进一步增强教育援疆的

服务力。

交往交流交融
推进文化润疆

近日，一名抖音博主在莎车县骑

行时，遇到了一群放学的孩子。面对

“你们是哪个民族”的提问，其中一个

小男孩脱口而出的“中华民族”让他

火遍了全网。这个小男孩就是依米

然 ·澳布力喀斯木，就读于莎车县霍什

拉甫乡小学阿尔塔什教学点。

不久前，依米然 ·澳布力喀斯木受

邀前往莎车县第一小学参加了一堂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主题班

会课，聆听前往上海的青少年们分享

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据悉，今年7月，“浦莎情深 爱我

中华”2023年浦莎青少年民族团结“手

拉手”活动营开营后，莎车县的200余

名青少年分2批次奔赴了一场上海之

旅，既增进了两地青少年之间的情谊，

更提升了他们的爱国意识与民族自豪

感。该活动营经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综合评审，被评为“各族青少年交流计

划2023年全国试点示范项目”。

主题班会课上，参与活动的5名学

生有感而发，表达了自己的爱国心、报

国志。“通过这次研学，我领略到了上

海这个现代化大都市的魅力。”“通过

这次参观，我感觉到祖国的科技事业

发达。我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贡献

力量！”……依米然 ·澳布力喀斯木认

真倾听着他们的讲述，满怀期待地说：

“我以后也要去上海！”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润心。

文化润疆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更是实现新疆长治久安

的关键工作。近年来，上海坚持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引进来”

与“走出去”相结合，深化上海与喀什

两地交往交流交融，文化润疆的作用

不断显现。

走进巴楚博物馆，映入眼帘的石

库门与兴业路路牌让人一瞬间仿佛置

身于上海。据悉，该博物馆由上海援

建而成，是南疆地区展示中华文明、促

进民族团结的文化新地标。今年7月，

全国首个以“伟大建党精神”为主题的

巡回展览——“伟大精神铸就伟大时

代——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专

题展首次来到新疆，以固定馆的形式

在此展出，不仅将上海“党的诞生地”

“初心始发地”“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

的精神力量传递给南疆各族党员群

众，更进一步推动沪喀两地共同传承

弘扬红色文化走深走实，引导各族人

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体育

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更是联结各

民族友谊的桥梁。今年11月，“沪叶情

深”叶城县2023年沪叶青少年文体活

动项目在叶城县第二中学正式启动。

近年来，上海不断向叶城县派驻优秀

教练，将多个运动项目融入叶城学校

的体育教学、训练与竞赛中，不仅涵养

了阳光健康、拼搏向上的校园体育文

化，还增强了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与文化自信。

在新疆，曾经出土过一件汉代的

织锦护臂，这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

（境）展览文物，上面写着——五星出

东方利中国。如今，延续该文物的美

好寓意，新一批援疆干部驻扎喀什，立

志以“五新”促发展利新疆。

“展望未来，新一批援疆干部要秉

持开放、和谐、进取的理念，在产业援疆

上谋求新突破，在民生援疆上攀登新高

度，在文化润疆上绽放新亮点，在交往

交流交融上开启新气象，同时在发挥作

用上焕发新活力。”上海援疆前方指挥

部总指挥孟庆源介绍，为完善援疆项目

推进机制，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已在叶

城县试点项目联系人制度，将项目推进

情况与援疆干部考核挂钩。

“来疆为什么？在疆干什么？离

疆留什么？”——援疆三问，刻在每一

个援疆人的心间。他们扎根于广袤的

喀什大地，每天用实际行动回答。

屠瑜 陈佳琳

专题

■ 巴楚红海景区紧张刺激的叼羊比赛现场

■ 在莎车县，绿色技术银行让沙漠变良田

① 莎车县睿灏

纺织有限公司

现代化的纺纱

车间

② 建设中的巴

楚工业园印染

园区，建成后巴

楚将实现棉花

产业链的全链

贯通

③ 援疆 教 师

夏 荣 和 他 的

“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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