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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喀什

一样，以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的身份受到表彰。

上海援疆干部的“灵魂三问”

任长艳是上海产业扶贫中民营企业家的一个缩影。她的十

年援疆之路，也正是上海对口支援喀什四县工作的真实写照。

2010 年，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以下简称

“前指”）在喀什市的解放南路上设立。“指挥部”的叫法让

人不难想见任务之艰巨繁重，以及工作的紧张状况。

指挥部大厅的侧墙上，镌刻着“民生为本，产业为重，规

划为先，人才为要”这十六个金色魏碑体的大字。这是 2010 年

新一轮援疆工作启动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市长

韩正同志先后率团到喀什实地调研对接后提出的援疆基本方针。

如今，这十六个大字时刻提醒着援疆干部们回答好“进疆

为什么”“在疆干什么”“离疆留什么”这三个灵魂拷问。

“我们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和上海市委的部署，来助力新

疆的社会稳定和脱贫攻坚的！”第十批上海援疆总指挥侯继军

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他身上有着学者气质，又兼顾军

事指挥官般清晰的思路和干练的作风。自上任以来，长久盘踞

在侯继军脑际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带好这支援疆干部队伍。

援疆干部每三年轮换一批，如今第十批最早的于2019年底进疆。

同前几批一样，这批援疆干部人才个个“身手不凡”。不过，与援

疆工作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相比，要完成好任务也并非轻而易举。

“我们这一批刚好是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来到

新疆，如何管好用好援疆资金，如何在这里真正做好任实职担

实责……这些都是难题。很多人要转型适应，我们要帮着大家

练好内功。”侯继军说。

在多次学习和调研的基础上，援疆干部们的眼界开阔了，

认识提高了，思路也清晰了，特别是对 2010 年新一轮援疆工作

启动以来的中央精神有了更深入的体会，从而形成了共识。

上海与喀什同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虽然地理距

离遥远，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但两地经济发展互补性强，合作

基础好，前景广阔。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援疆工作，明

确按照党中央提出“上海要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

行者”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和思想认识。

新的阶段，上海援疆干部需要按照援疆新任务、新要求、

新特点来把握。如今的援疆工作是站在过去 20 年援疆工作实践

积淀的基础上推进的，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展开的，正是这些铺垫，

为援疆工作的创新发展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我们始终把莎车县、叶城县实现全面脱贫摘帽以及泽普

县、巴楚县顺利通过国家脱贫普查验收，作为进疆以来工作的

重点，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全力推进。”侯继军强调道。

如今，第十批援疆干部人才在前任的经验上做成了富有创

新的“升级版”，这支在特殊时刻领受历史使命的队伍在大后

方的支持下，打出了漂亮的“组合拳”——

医疗援疆造福于民。新一轮上海支援喀什二院的医疗队员们

开展了为期三周的科室调研工作，制定了“发挥上海医疗人才组

团式援疆的优势，创立上海援疆医疗品牌，助力喀什地区第二人

全国援疆大数据

2010年，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启动。涵盖经济、科技、

教育、医疗、人才等全方位支援新疆的机制，为天山南

北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中央关心，国家部委倾力，

19省市扛鼎。

11年的接力支援，

帮助新疆 300余万农村贫

困人口告别贫困，

2500 多万新疆各族人民

同步圆梦小康。

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启动以来，

近 1.7万援疆干部人才西出阳关来到天山脚下。

祖国六分之一的大地上，各地援疆铁军接续奋斗，帮新

疆各族同胞共圆小康梦。

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启动以来，

19省市将 80%的援疆资金投入

医疗、教育、就业等民生领域，

有效解决各族群众最直接、最现实、最急迫的民生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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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玛依市，“相约星期
六”上海名医大讲堂为市
民普及健康理念。

新疆喀什巴楚琼库尔
恰克乡农户在家门口
的“卫星工厂”上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