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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喀什

址，这里距离巴楚县城只有几公里。村口那块全新的蓝底黄字

的指示牌，让人一进村就能感受到这里的变化。

《新民周刊》记者到村采访的那天上午，干旱的沙漠地带

罕见地下了一阵大雨。雨后天晴，淡蓝的天空出现若隐若现的

彩虹，村里前不久刚被修缮过的安居房，在雨水的冲刷过后，

白墙红顶变得更加鲜艳。

从高空俯瞰今天的博孜买里村，奶白墙，桃红顶，这修缮

一新的安居房，加上四散在村庄之中郁郁葱葱的绿色植被，色

彩丰富，和十年前形成了巨大反差。村第一书记潘荣森向《新

民周刊》展示了当年村庄刚刚整体搬迁时的照片。照片的基调

略显苍白，只能看到白色的房子与咖啡色的土地。

巨大的反差不是一日铸就。前几年，上海援疆巴楚分指主

要为村民修建适宜居住的富民安居房。而就在 2021 年上半年，

得益于上海援疆资金的支持，这些房屋在外观上又有了新一轮

升级，这便是白墙红顶的由来。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之后，

援疆的各个省市便着力打造自己援建过程中的乡村振兴示范乡

镇。借助这一契机，上海援疆巴楚分指决定将阿纳库勒乡作为

自己的示范乡镇。

随后，在同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院的帮助下，巴楚分指对

阿纳库勒乡的乡村风貌，进行了更加完备、细致的规划。从房

屋内的厕所到乡村道路，都有了明确的升级改造方案。

原来村里的路，多是生土硬化路面，扬尘大。尤其是每年

春天沙尘暴频发时，大风刮过来，乌天黑地，三米不见人。现

在，生土路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水泥路面。昔日的“泥巴村”，

开始有了“花园村”的模样。

集体搬迁至此的博孜买里村，靠近巴楚县城，加上生活硬

件设施不断改善，村里农民的物质生活已经趋于城市化与现代

化。为了丰富大家的精神世界，上海援疆干部们开始借鉴来自

上海的基层治理智慧，开展社区活动。

针对村里孤寡老人多，有些没人照料的情况，村委会鼓励

被评为文明示范户的商家，利用闲暇时间轮流为老人送餐。朱

月明说，“很多时候做乡村建设，不能只依靠政府管理，而需

要多元参与。要有管理，也要有服务。”通过这种人性化服务，

盘活邻里关系，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从去年开始，在上海援疆干部的支持下，村里第一次有了

自己的妇女组织——“巾帼邻里汇”。过去，由于村里农民大

多从事传统农业，重体力活都是男性做，无业在家的女性往往

没有平等的家庭地位。“巾帼邻里汇”成立后，定期组织女性

接受就业技能的培训，让她们得以外出找到工作。先有工作，

再有收入，性别平等才能真正落地。

除了让女性有就业的底气，“巾帼邻里汇”通过普法教育，

让女性能够从法律上认识到自己的家庭地位。另外，“巾帼

邻里汇”还负责处理一些村民家中的矛盾，尤其是与妇女儿

童权益相关。真正的男女

平等或许还需要时间，但

至少现在，她们的生活又

有了变化。

如今，站在面貌一新的

博孜买里村再去看那片 2000

亩的藜麦地，它与作为乡村

振兴示范乡镇的阿纳库勒乡

所产生的联结，有些超乎人

们的想象。原来的农民，将

土地流转，走进现代化工厂，

过上稳定而富足的生活。喀

什的乡村，土地在科技赋能

下正走向现代化。

这不是假象中的剧本，

而是那片土地正在发生的现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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