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www.xinminweekly.com.cn

上海  喀什

疆干部人才接棒，在新疆这片土地上继续挥洒汗水与热血。

从 001 号登机牌
到戈壁滩上的现代化工厂

“今天，是我一生中最美丽的一天。”2021 年 2 月，北京

人民大会堂，任长艳穿着红色外套，戴着大红花，作为全国脱

贫攻坚先进个人受到表彰。任长艳的办公室里珍藏着一张具有

特殊意义的登机牌——2010 年东航上海直飞喀什航班首航，任

长艳拿到了 001 号登机牌。

当时上海新一轮对口支援新疆喀什地区的四县，任长艳随

上海市政府组织的经济考察团第一次踏上南疆的土地。下飞机，

迎接她的是西部边陲炽热的阳光、干燥的空气、弥漫的沙尘，

还有白茫茫的戈壁滩。经过在戈壁滩上漫长的颠簸，任长艳一

路看到落后的产业、生活拮据的贫困户，不上学光着脚在泥路

上乱跑的孩子……

回上海后，喀什考察看到的画面经常浮现在任长艳的脑海

中，经过深思熟虑，她毅然决定：全力参与产业援疆。“对口

援疆是中央新时期新疆工作总体部署和整体安排的重要组成部

分。作为浦东的企业，经历过浦东开发开放，我们深知企业发

展要紧跟国家发展的大势”。

决定留下来，光有家国情怀是不够的，办企业一定是要与当

地的产业匹配，有利于企业发展。任长艳坦言，大枣、哈密瓜、

核桃……喀什的农产品资源得天独厚，但不能只生产初级农产品。

2010 年，闽龙实业在泽普县投资 1 亿元，成立了“新疆闽

龙达干果产业有限公司”，成为首批在喀什落户的上海援疆企

业和自治区扶贫的龙头企业。在荒芜的戈壁滩上造工厂已经绝

非易事，更何况任长艳认准了“上海标准”——现代化厂房、

一流的设备工艺，以及优质的产品。

建厂的头三年，任长艳几乎每个月都要飞新疆，清晨上飞

机，有时要凌晨才能到达目的地。但和招工的困难相比，路途

劳顿算不了什么。“我们主要从当地招聘维吾尔族贫困户工人。

因为是食品加工企业，我们对第一批员工的培养是从个人卫生

习惯的养成开始。然后突破语言上的障碍，很多人连一句普通

话都不会讲。”任长艳至今清晰地记得当年员工们围坐在厂区

空地上学习的情景，“上海来的技术人员按照上海标准，告诉

他们岗位要求，并手把手教他们如何使用各种设备工具”。

一点一点开垦荒地，一棵一棵种植果树，一步一步培养员工，

一座 2 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加工厂在泽普拔地而起。闽龙达先后

打造国家级红枣种植示范基地 1200 亩；在南疆引进了首条国际

上较先进的 FD 食品冻干技术的生产线，为当地百姓创造就业

岗位，吸纳当地员工 200 多人。

据悉，闽龙达每年签约种植农户 2500 余户，年加工能力达

5000 吨以上，产品销往全国 5000 多家超市卖场和电商平台。

企业为喀什产业扶贫尽心尽力的背后，是当地政府和援疆

干部们为搭建平台所做的大量基础工作。2017 年，胡志宏带队

进疆，担任泽普县委副书记、上海市第九批援疆泽普分指挥部

指挥长。这一批 71 名上海援疆干部人才扎根自治区级深度贫困

县，围绕治疆总目标，积极发挥上海市和闵行区在产业、人才、

管理、体制创新等方面的优势。

援疆伊始，胡志宏便带领援疆干部和职能部门组成的专项

调研组，深入乡村、农户、企业开展调研工作，历时两月形成

了一份总报告和产业、就业、安居、教育、医疗、社会六个方

面的扶贫分报告，得到了受援地政府的高度认可。同时，成立

援疆助力脱贫攻坚小组，与县扶贫办等相关部门建立工作联动

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形成数据共享。

在发展产业、促进就业上，胡志宏坚持把产业援疆放在首

要位置，通过“龙头企业＋工厂 + 农户”的脱贫模式，引导农

民利用农村合作社、庭院经济、卫星工厂等方式进行农业种植

和生产，就近就地解决就业。

在泽普，消费扶贫的新模式也渐渐形成。胡志宏积极整合

上海后方资源，通过“双线九进”、商旅文三合一进社区等活动，

支持泽普县特色农产品参加在上海的各类展销活动。

2019 年，泽普县成为喀什地区第一个脱贫摘帽县。在 2021

年 2 月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胡志宏和任长艳

坚果油包装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