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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9月中旬，一年
一度的上海旅游节
拉开帷幕。今年的
旅游节分会场中，
新增了万里之外的
新疆古城喀什，引
发关注。
时下新疆游大

热，“不到喀什，不
算到新疆”，是对这
座新疆首个国家级
历史文化名城的最
好赞誉。近期，本
报记者随“追风逐
日看新疆”主题采
访团深入喀什地
区，感受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以及百
姓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唐戟

心动喀什

一 跨国夫妻的咖啡馆

喀什古城景区    年 月挂牌成为国家
  级景区，也是新疆唯一的  级历史人文景
区。古城景区与居民生活区不分彼此，楼下
开店，楼上住人，是我国少有的特色迷宫式城
市街区和生土建筑群。

在古城东片区，云集了花盆、铁业、木器、
维药、帽子等各种传统巴扎，几代匠人兢兢业
业守护着一份技艺。而在西片区，不少新晋
网红店铺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其中一家“迪
力和迪雅咖啡馆”，日夜顾客盈门。“这条街上
有个巴郎带着非洲媳妇在卖咖啡！”周边商户
和居民对此津津乐道，俨然成为古城的一段
佳话。

原来，这是一对中非跨国夫妻经营的咖
啡馆，店名取自老板夫妻二人的名字。小小
门面，风格独特，木制门头上雕刻着夫妻俩的
名字，蓝色小门上挂着他们的婚纱照。平日
里，海迪雅总是在店里招呼客人，这位热情的
坦桑尼亚姑娘会汉语、英语等多种语言，能跟
天南海北的游客畅聊。有时她也会应客人之
邀，献唱一曲非洲民歌。每当海迪雅演唱时，
她的中国丈夫迪力夏提就抱着他们 岁不到
的儿子，在一旁深情款款地打拍子。一家三
口同框，幸福感满溢。

一曲唱毕，夫妻俩聊起他们的中非爱情
故事。十多年前，就读于福州大学的迪力夏
提认识了在福建医科大学留学的海迪雅，两
家学校只隔一条马路，附近有家餐厅请了新
疆厨师，在那能吃到很多新疆美食。一次，因
为一顿新鲜羊肉，海迪雅认识了帅气的迪力
夏提。此后每到周末，他们都会去那家餐厅
吃饭，慢慢就相恋了。

    年，两人在迪力夏提的家乡喀什领
证结婚。    年，海迪雅怀孕 个月时，夫妻
俩辞去了福州的工作，回到喀什。借势当地
旅游热，“迪力和迪雅咖啡馆”成了网红。

谈起在中国的生活，海迪雅说：“新疆是
我丈夫出生的地方，现在也是我的家乡。我
喜欢新疆，也喜欢在中国各地旅游，能在这里
生活很幸福。”除了可爱的孩子，店里的“沙漠
拿铁”也是跨国婚姻的结晶，咖啡豆来自坦桑
尼亚，牛奶来自中国喀什。店里除了咖啡，还
有不少喀什特产和非洲的手工艺品，都经过
夫妻二人的精挑细选。他们希望以这家咖啡
馆为桥梁，将中坦文化和友谊展现给更多人。

乘着共建“一带一路”东风，越来越多人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迪力夏提告诉记者，他
正在尝试电商代购，把更多非洲咖啡豆销到
喀什，也把喀什特产销到非洲。在他看来，

“迪力和迪雅咖啡馆”是中非情谊的生动见
证，他们夫妻的爱情故事和幸福生活，正契合
了喀什古城景区创建的初衷：让古城居民住
上好房子、挂上金牌子、过上好日子。

二 农品热销就业灵活

叶城县位于喀什地区南部，素有“核桃之
乡”“玉石之乡”的美称。县城以东十公里的
自治区级畜牧产业示范园区内，由上海援建
的叶城县冷链仓储物流基地，是目前南疆最
大的。基地    年  月开工建设，    年 
月建成并投入使用，总投资 . 亿元，有仓储、
交易、加工、物流、办公、生活等六大功能区，
总占地面积   亩，总库存量 万吨。

在基地的 号保鲜仓库，记者见到满载
新梅的货车、分拣入库的工人、来往运输的
叉车……一派繁忙景象。叶城县振兴集团
党支部书记钱公平说，基地不仅为广大农户
提供储存空间，还有技术层面和销售渠道等
方面的服务，商品主要销往上海、江西、浙江
等地，今年，冷库的利用率已达  ％。基地有
京东、顺丰、新疆果业、华凌牛业等  家企业
入驻，直接解决就业岗位超   个。

“保鲜库提供  小时不间断服务，降低
损耗，节约了我们成本，非常便利。”从广东
东莞来疆投资的廖经勤，在叶城经营新梅
种植和销售业务，企业入驻基地已有三
年。“基地充分利用‘三区两地’交会处的区
位优势，补齐南疆冷链仓储物流短板，让南
疆特色农副产品更好流通。”廖经勤说，他
种植的新梅被收购后，运往东部城市销售，
利润可观。

曾经，因为地理和交通因素，叶城县阿克

塔什镇的农作物运输困难、存活率低。如今，
国家在这里成立了现代设施蔬菜农业基地，
邀请专家传授种植技术，安排稳定的外销渠
道，调动了当地群众种植蔬菜的积极性。

在叶城县阿克塔什镇现代设施蔬菜农
业基地，记者见到了正在照料西红柿苗的吾
尔克西 · 库尔班。今年  岁的吾尔克西从柯
克亚乡搬来阿克塔什镇，搬迁前，他的收入
来源主要靠种地和放羊，一年不足  万元；
搬迁后，他从“为别人打工”到学习种植技术

“自己干”，生活越过越红火。今年，他还承
包了两个大棚，种植西红柿，预计年收入  
万元左右。

在叶城县冬枣种植基地，冬枣树上的枣
子已成熟，颗粒饱满。基地负责人表示，新疆
的冬枣糖度高、口感脆甜，品质优势显著。“特
级冬枣的产值为每公斤   元，利润十分不

错。”果业公司通过“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
积极带动当地农民参与冬枣种植，帮助他们
掌握先进的种植技术，增收致富。每户农民
可承包  至  亩地，年收入达 万元左右。

“我们主要提供技术、销售等方面支持，
鼓励农户承包大棚，收获的农产品由我们统
销。”叶城县玉叶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负责人
蒲金平介绍，阿克塔什镇设施农业基地建有
    座温室大棚、    座拱棚，分配到村集
体和搬迁户，棚均收入达 万— 万元，稳定
解决就业    人。大山里的农牧民摇身变为
产业工人，有事做、有钱赚、有奔头。

阿克塔什镇还建有全疆最大的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区。“我们为留守老人和儿童免费提
供吃住，帮助搬迁群众逐步实现灵活就业。”
阿克塔什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吾布力哈斯木 ·

卡吾力说。

记者看到，在安置区东侧的阿克塔什镇
就业产业园内，已有服装、鞋业等 家劳动密
集型企业入驻，   名搬迁群众就近就业，月
均工资    —    元。“离家近，钱也够，我
现在很幸福！”  岁的产业园工人阿布都力艾
则孜 · 买买提告诉记者，    年，他和家人告
别了祖辈生活的昆仑山腹地小村庄，搬迁至
阿克塔什镇，同其他贫困户一起，住进了政府
提供的水电气暖一应俱全的新房，开启新生
活。“月收入涨到    元以上，爱人在蔬菜大
棚打工，每个月也有    元。”阿布都力艾则
孜 · 买买提直说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现在
一家五口“很开心、很满足”。

三 莎车老城邂逅非遗

    年央视春晚的喀什分会场就在古城
东片区。如今，这里成为大型沉浸式演艺 . 
版本《心动喀什》的演出现场。

每晚  时半，演出准时开场。历时  分
钟的精彩表演还原了东汉时期古丝绸之路的
传奇故事。演出是露天，舞台与观众接近，精
湛歌舞、唯美华服加上声光影等高科技助力，
舞台效果令人惊艳。

夜幕降临时，记者与众多游客一起感受
《心动喀什》的魅力。演出接近尾声时，天空
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但没有人在意，大家的
注意力都在舞台上。谁知雨越来越大，最后
倾盆而下，此时恰是演出高潮，少有人退场。
台下，观众们套上主办方准备的简易雨披，起
身为演员鼓掌欢呼；台上，   多名演员在雨
中忘我演出，没有一丝松懈，直至谢幕。  分
钟充满激情的演出，不仅令人心动，也让人回
味无穷。

在莎车县木卡姆文化传承中心，记者欣
赏到传说中的“十二木卡姆”。这是一种集
诗、歌、舞、唱、奏于一体的综合艺术。莎车县
是“十二木卡姆”发源地，这种口传的民间音
乐艺术已有   多年历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完整演绎“十二木卡姆”，要耗时  
小时。

  岁的于苏普 · 托合提是“十二木卡姆”
国家级传承人，已有  多年弹唱经验，现有徒
弟  多个。老人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在他
心中，“十二木卡姆”值得一直传承下去。如
今，“  后”开始接棒，热合麦木 · 吐尔孙是其
中之一。他  岁学习木卡姆表演，    年考
入新疆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民族音乐
与舞蹈专业，毕业后回到莎车县，传承和发扬

“十二木卡姆”艺术。舞台上，热合麦木 · 吐尔
孙的表演热情洋溢，艺人们一边跳舞，一边走
下舞台邀观众共舞，让观众亲身体验非遗文
化的魅力。

四 取暖用上清洁能源

新华莎车   万千瓦光储一体化电站位
于喀什地区莎车县恰热克镇境内，分为两处
场址，占地 . 万亩，刷新了当前新疆光储一
体化电站单体装机容量纪录。项目运行期
间，可提供约   个就业岗位，为当地改善民
生、稳疆兴疆、促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位于喀什地区莎
车县霍什拉甫乡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阿克陶县库斯拉甫乡交界处，因阿尔塔什村
而得名。它是目前新疆最大的水利工程，兼
顾发电、防洪、灌溉、生态保护等功能，解决了
南疆四地州用电难问题，使南疆人民用上了
更为清洁的能源，被业内专家称为“新疆的三
峡工程”。

此外，在如今的喀什，小学生还能体验到
前沿科技。去年  月 日开馆试运行的喀什
市科技馆除了展示先进的科技成果，还打造
了绿洲奇迹、科学探秘、智慧之光、未来城市
四个常设展厅和童心探梦儿童专题展厅，依
托于  科技的“未来教室”也能在此体验。馆
内拥有   余件展品展项，是中国最西部的
科学教育基地，也是南疆首座综合型科技馆。

据了解，喀什市科技馆试运行至今，已累
计接待参观者   万余人次。馆长王鹏表
示，将努力把喀什市科技馆打造成一个科普
平台，喀什市中小学生的“第二实践课堂”。
目前，喀什市科技馆的科普活动已覆盖  所
中小学校学生，极大激发了青少年崇尚科学、
探索未知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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