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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9日，上海第九批 援疆干部踏上“征途”。那一种深情不远万里

从黄浦江到喀什河 上海援疆“一千零一夜”

数字里的上海援疆

    第九批援疆干部 2017年入疆至今， 每一年笔者都会去一次喀

什，每一年，所见所闻都发生变化。

以静安区对口支援的巴楚县为例，第一年到巴楚，印象最深的就

是巴楚留香瓜。如何帮助当地农产品走出去，卖出好价钱？现代技术、

品质把控、渠道拓展……这门生意经，上海援疆巴楚分指挥部指挥长

李永波反复挂在嘴边。 后来，养在深闺的土瓜成为了供不应求的“网
红瓜”，李永波念叨的项目就换成了“小胡杨”行动：扶贫更扶志与智。

不仅是“带货”，更要“造血”，要打造社会援疆的长效平台。

上海对口支援四县，地理环境、生活条件各不相同，援疆干部开
出的“扶贫药方”也对症而下。

莎车县由浦东新区援建， 在四县中人口数量最多、 脱贫担子最
重，面对这“两个最”，浦东投入的援疆资金达上海援疆资金总量的

40%。 莎车的农产品富有盛名，是世界三大巴旦木主产区之一，上海
援疆莎车分指挥部指挥长虞刚杰就摇身一变成为巴旦木 “最佳代言

人”，巴旦木花、果、果皮、蜂蜜……如数家珍。 2017年，一条“甜蜜产
业链”孵化而出；等到今年再一问，不得了，巴旦木已经通过自贸区企

业走出国门，将有近 100吨巴旦木远销日本。

宝山区对口支援的叶城县位于新藏线 0公里处， 拥有天然的旅
游资源。怎样把这一优势发挥好？ 2017年，上海援疆叶城分指挥部指

挥长胡广带队“叶城·新藏公路自驾踩线活动”，一路向南，风餐露宿，

从叶城到阿里深入“摸底”。走过浩瀚沙漠、苍茫戈壁、边远乡村，挖掘

旅游资源，第一年的一个构想，到第三年成为现实。

地处相对中心的泽普县，由闵行区对口支援。上海援疆泽普分指
挥部指挥长胡志宏介绍，2017年闵行就实现了所有 14个街镇与泽

普所有 16个乡镇场结对帮扶全覆盖，今年已成功脱贫摘帽。如今，美
好生活已成为当地人民的新追求，去年五一，援疆项目“梧桐树下”夜

市开张，数十家夜排档餐厅人头攒动，还有十二木卡姆等文艺演出，

构建美丽的“南疆夜经济”。

四县的不同之外，倒也有一些共同之处。

比如，援疆干部常常身兼数职，条线不再分明：农委干部谈起造

房子滔滔不绝，商务委干部对文化教育津津乐道……“跨界”做项目
练就“三头六臂”，已成常态。

又如，项目资金扶持背后，为当地输送更多的是上海资源、上海

理念，传递的是上海温度。

就在本月初， 泽普县依玛乡中心小学的孩子们收获了崭新的电

脑、书包、文具，还有 251册全新的读本———这些都是新民晚报社的
同仁们捐赠的。

上海与喀什相距 5000多公里，飞机要坐 8个多小时；但这份不

远万里的温暖，已在全社会接力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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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疆第 1000 天。”周六，一位援
疆干部在微信朋友圈里写下这样一句
话。昨天，他们刚刚度过在喀什的第
1001 个夜晚。
2017年 2月 19日，上海第九批援

疆干部踏上“征途”，今年是他们在新疆
的第三个年头，同时也是收官之年。

面对喀什这个国家深度贫困区，
上海对口支援四县，脱贫攻坚的成效
明显：泽普县 2018 年在喀什地区率先
脱贫摘帽，巴楚县计划在 2019 年底脱
贫摘帽，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地区占比
最大的莎车县、叶城县完成主体脱贫
工作，为 2020 年顺利脱贫摘帽打下坚
实基础。

如果将这三年的点点滴滴编成一
本《上海援疆一千零一夜》，每一个平
凡故事都在默默诉说着：从东海之滨
到西陲边境，有一种深情不远万里。 改造前

改造后

荨 改造后的巴楚县

阿纳库勒乡昆其买里
村

▲荩 昆其买里村改

造前后对比图

■ 上海在莎车援建的“大棚工厂”

安居
沙漠边建起“石库门”

秋日，巴楚县，阿纳库勒乡昆其买里
村。清澈的河面在阳光下泛起粼粼波光，

不远处，一排齐整崭新的“河景房”错落
有致。随意推开一户人家的大门，庭院里

种着绿油油的蔬菜，藤架上垂着几个葫
芦，旁边还有独立的鸽舍与羊圈。一只小

黑狗从小木屋里探出脑袋，见到陌生人

也不喊叫，只是轻轻摇着尾巴。
昆其买里村有在巴楚较为罕见的生

态特色———南临喀什河，有70亩水域。在
安居富民房的建设过程中，如何因地制

宜，使村民“望
得见山水，留得

住乡愁”？

援疆干部
们特意请来了

同济规划院的
专 家 设 计 方

案，发挥上海
优势，体现上

海水准：逐棵、

逐片统计原有
树木林地，把

绿化留在房前
屋后；科学规

划院落、道路；
充分利用以往

闲置的院落⋯⋯原先的林地、水域、小巷

得以保留更新，乡村记忆仍在，村容则焕
然一新。

“我们接手帮助村民建设安居富民房
的时候，正好国家公布了乡村振兴战略。于

是我们就想把二者结合起来，打造成为一
个具有南疆特色的美丽乡村示范点。”上海

援疆干部、巴楚县住建局副局长郁震飞说。

2018年7月，第一批居民入住新家。截
至目前，建设安居富民房117户，共安置499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56户、265人。
“老的土房子下雨漏雨、刮风声音大，

小孩子害怕。现在我们觉得很踏实，自己打
扫得干干净净，心里也舒服。”第一批入住

的村民马木提·尼牙孜说。以往一家人睡

“大通铺”，什么都习惯在地毯上解决，现在
屋内则有了独立的客厅、卧房、卫生间，再

加上庭院面积，每户有400平方米。因为有
政府补助以及援疆资金的扶持，马木提一

家入住新房只要花25000元，“现在交了
13000元，剩下的明年继续交完”。

走在村里，每隔一段距离还能看到一

盏太阳能路灯，灯柱上写着“小胡杨点亮计
划”，这也是上海援建的项目之一。村民阿

尔孜古丽·亚森说，以前村子里连一般的路
灯也没有，晚上漆黑一片，小孩子夜里都不

出门，“现在不黑了，晚上去别的地方也不
怕了”。

“太阳能环保干净，连线都不用拉，浇
个柱子放上路灯就能直接用。”郁震飞说，

今年援疆资金投入400万元，为巴楚全县
117个贫困村都购置了这种路灯，每个村能

有20盏。光线昏暗时会自动亮起，白天会自
动熄灭，村民们没有任何负担。

阿纳库勒乡昆其买里村的建设成效初
显，在村庄建设、生态整治、脱贫攻坚等方

面都得到了广泛支持认可，成为南疆地区
乡村振兴的样板。

值得一提的是，在村子深处，坐落着一
处别致的“石库门”样式建筑。这排房屋集

餐厅、茶室、民宿于一体，目前已经有企业
接盘经营为一处“渔家乐”，每年会固定返

还一定比例的收益给村集体。
郁震飞说，当地人希望能在这片土地

上留下上海印记，于是选择了石库门建筑
特色。紧邻沙漠戈壁，在这里“遇见”一座

“石库门”，“象征着上海与巴楚手拉手在

一起”。

扶贫
盐碱地里种活草莓

盐碱地上也能种出草莓、火龙果，听起
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莎车确实发生了。这

要归功于上海援疆在当地建设的“大棚工
厂”。

莎车县伊什库力乡的田间地头，整齐
排列着百余座温室大棚。去年3月，上海援

疆与该乡政府达成协议，对112座集中连片

闲置温室大棚进行分阶段集中流转，建立

蔬菜生产基地，由上海浦莎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成立莎车和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全面生产运营。
“家里原来有大棚，我们自己也种田，

但因为技术不好、效益不好，也就不怎么种
了，现在大棚都租给公司了。”村民阿依姆

妮萨·奥斯曼说，在农技员的指导下，现在

他们在大棚里做一些简单的农务，“每年大
棚租金有1800元，每月工资1800元，我老公

也在这里，一家两个人年收入能有4万多
元，比之前好得多。”

如此一来，村民熟悉的大棚变成了工
厂，村民们就在家门口“上班”。干的依然是

他们熟悉的农活，这一次不再“靠天吃饭”，
无需为收成提心吊胆，他们不仅有了稳定工

资，还能学到现代农业技术，就近增收脱贫。
打破技术门槛，上海援疆瞄准了经济

效益较好的作物。去年9月，公司引进上海

优质草莓种苗，通过改良土壤等技术，草莓
存活率达到90%以上。草莓上市后，采摘期

长达4个月，均价在100元/公斤左右。
除了深入乡村的“大棚工厂”，莎车还

有一座“农业技术高地”：扶贫产业园。这是
上海援疆在莎车建设的集种苗培育、技术

培训、科普教育、农产品加工、休闲旅游等
为一体的多功能园区，并成功创建成自治

区农业科技园区。
走进园区育苗中心，一排排蔬菜苗种

绿意葱茏。吊植培育出的黄瓜比普通种植
产量高两三倍，无土栽培、潮汐灌溉⋯⋯现

代科学的农业管理技术由上海引进，在当
地实施。优质种苗种植出的优质农产品，不

仅在当地销售，更通过电商网络与内地市
场对接，助力消费扶贫。

“这个园区在当地影响力很大，只要说
‘上海大棚’，他们都知道怎么走。”园区工

作人员张月娟告诉记者，目前园区全年可
培育万寿菊、西红柿、辣椒等各类种苗1亿

余株，为4万余户贫困户提供特色瓜菜种
苗，为13.5万户农户提供庭院蔬菜种苗，每

户实现增收500元以上。
在新品试种点，记者看到，一人高的木

架子上，仙人掌模样的扁平茎秆舒展着，或
是开着浅黄色的花朵，或是结了一些看起

来“张牙舞爪”的果实。这些是火龙果。

    在沙漠边缘种植热带水果，与盐碱

地里种草莓一样，几乎前所未有，这不仅
需要技术突破，更要求科学的想象力。而

这些，都在莎车试种成功了。

交往
上海老师成大明星

“此行关键词：收获。四场演出所
收获的掌声是在上海一年也不能企及

的⋯⋯美丽的新疆，热情的泽普，相信
我会再回来，再来时希望你又有大变

化。”
10月中旬，从叶尔羌河重新回到黄

浦江畔，闵行区群众艺术馆京剧老师杨

琛在朋友圈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闵行区对口支援的喀什泽普县今年

已经脱贫摘帽。“当地所需，上海所能”，
衣食住有了保障，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

便成为了援疆干部关注的重点之一。
这是闵行区文化交流团今年第二次

来到南疆了。泽普县第五中学、第三中
学、第二中学、“梧桐树下”夜市⋯⋯六天

行程、四场交流演出，惠及观众达 3000

多人。

泽普学生对京剧的热情程度超出了
杨琛想象。尽管他们不是地道戏迷，没能

在节骨眼儿上鼓掌叫好，但是，从《梨花
颂》开场到后来加唱的一段《红灯记》，掌

声一浪高过一浪，到最后她每唱一句，几
乎都有热烈回响。

舞台上的氛围一直延续到幕后。让
杨琛没有想到的是，结束表演回到后台

时，她还遇到了一位特殊来客。
“老师，我很喜欢京剧，能和您合唱

一段吗？”泽普二中的学生侯锦轩抱着小
本子，看着唱词，询问她通俗歌曲中穿插

的戏曲唱腔是什么，还邀请她一起合唱
黄梅戏女驸马。

侯锦轩说，她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

但当地很少有老师能教。闻言，杨琛立刻
加了她的微信，“虽然我们相隔千里，但

是现在网络发达，很多事情都可以在网
络上实现。”侯锦轩听到后，开心地笑了。

演职人员离开的时候，孩子们围在

操场上依依不舍地送别。“要不要一起来

合影？”有老师问了一句，孩子们眼睛发
亮，一下子扑了上来，围着他们又笑又

跳。
“他们把老师们当成了大明星。”闵

行区群众艺术馆馆长傅晏说，“这种感动
或者说内心触动是我们在上海或内地其

他地方演出时都无法体会到的。只要当

地有需要，我们希望今后能够做的更
多！”

交往交流交融，始终是双向的。每年
有许多爱心人士从上海前往喀什，也有

不少孩子从喀什来到上海。
上海援疆干部赵剑锋每年都会带着

一部分孩子来上海参加夏令营，让两地
孩子们相互交流。对于第一次来到江南、

来到“魔都”的南疆孩子们来说，眼前的
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中共一大会

址、外滩、科技馆、广富林⋯⋯他们在上
海地标留下足迹，上海在他们心中留下

印记。

求知
璞玉雕琢更见其美

羊角上的横纹间隔整齐地排布，摸
起来质感有些粗糙，头部则被打磨得圆

润光洁，一双温顺的眼眸印在两侧⋯⋯
这是 16岁少年吾卖尔江·阿布都克依木

的最新作品：一枚羊头玉雕。
单看这枚玉雕，或许只觉得其做工

精巧，其实更有意思的是，它出自叶城第

一批玉雕“正规军”之手：吾卖尔江是叶
城县职业高中雕刻专业部的第一届学

生，目前读二年级。
新疆产美玉，中国人爱美玉。和田美

玉闻名遐迩，可能有些人还不知道，与其
同属一个山脉、相隔不远的叶城也不遑

多让，被誉为“玉石之乡”。
每周一，距离叶城地标“天路 0公里

处”不远，一条藏文化步行街总是人声鼎
沸。山料、籽料，原石、成品，本地人、外地

人⋯⋯玉石“巴扎”（集市）如期开市，玉
石爱好者们纷纷赶集淘宝。

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援疆

人则看得更远———

专业的玉石加工技艺，在当地几乎
为零。大量上好的原石从叶城运往内地，

在河南、福建、苏州等地精加工以后，再
运回来出售。到那时，价格已完全是另一

番模样。
明明有如此优渥的自然条件，产业

链上关键的一环却缺失至此。能否培养

出一批本地玉雕人才，让附加值一点一
点回到当地人手中，因地制宜带动人们

脱贫致富？带着这个愿望，经过一年时
间筹备，2018 年 5 月，在上海援疆与

“沪喀职业教育联盟”成员校上海工艺
美术学院的帮助下，学校的雕刻部正式

设立。
上海工艺美院明年就将迎来 60 周

年校庆，玉雕专业从建校时就有，堪称王
牌。这一次帮助叶城职业高中设立雕刻

部，工艺美院几乎派出了“全明星阵容”
———木雕方面，来喀的两位专家都是学

科带头人、负责人；玉雕方面，则由非遗
传承人赵丕成的徒弟孙精神深耕于此，

后者今年刚刚获评“海派玉雕大师”。
喀什叶城县由上海宝山区对口支

援。上海援建方出资 50万元，专业建设、
师资培养、设备购置⋯⋯从零起步，一个

玉雕工作室在校园里成立了。校长梁虎
说：“别说是叶城了，整个喀什地区可能

都是第一个。”
当地学生求知若渴的目光，深深感

动了援疆老师孙精神。“在前期工具还没
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下，我想不到学生能

用简陋的‘小米加步枪’做出这么优秀的

作品。这条产业链未来的希望，就会从这
里开始。”

璞玉悉心雕琢更见其美，学生亦然。
叶城职业高中即将升为中职，届时，

它就会成为当地学历最高的“第一学
府”。与此同时，学校也在申请项目资金，

之后将在操场旁的空地上盖一栋新楼，
建成实训室。目前，学校雕刻专业学生有

563名。
“玉”见希望，有了第一批、第二批、

更多“工匠”，一条更健全的玉石加工产
业链可能由此孵化诞生，让这个玉石之

乡更加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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