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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度， 浦东新区全年承接 50?莎车县社区干部能
力提升培训班、50?宣传业务培训班、50 ?党建业务培训
班、150?村支部书记能力提升班、50?行业协会培训班、

100?社会管理能力提升培训班、50?群团组织培训班、15

?医疗卫生技术进修培训班，并组织 40?教师挂职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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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开展 30个援疆项目，

涉及富民安居工程及城乡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 4个， 产业发展项目 9个，

社会事业项目 14个， 基层阵地建设
项目 1个，人力资源培训项目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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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棚”人人皆知

上海企业当地设厂解决就业

核桃深加工厂顺利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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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车县地处新疆西南边陲、 昆仑山北麓、帕
米尔高原南缘，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布古里沙漠之
间的叶尔羌河冲积扇平原中上游，自古以来就是
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是连接中亚的要冲重镇。

3000多年来， 奔腾不息的叶尔羌河在莎车孕育
出灿烂繁荣的文化，至今滋养着各族人民安居乐

业。 在脱贫攻坚战的决战时刻，上海援疆干部们
只有一个心愿，助力脱贫攻坚战，一定让莎车的
百姓过上富足安康的生活，让这颗镶嵌在戈壁滩
上的明珠越发璀璨。

天刚蒙蒙亮，上海浦东新区第十批援疆干部
王涛收拾好行装，今天是他下乡的日子。 作为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莎车县塔尕尔其镇副
镇长， 王涛和上海全体援疆干部忙得不可开交，

每天开会下乡看项目。因为今年是脱贫攻坚战的
决胜之年，而莎车县，是上海援疆四县中尚未脱
贫摘帽的地区之一，任务重、时间紧，冲刺正当
时，不能有一丝懈怠。

    2010年 6?， 浦东

新区正式启动援疆 （莎
车县）工作。 2010年 8?

1日开始实质性推进。

    我叫古丽阿依姆·艾散，是喀群

乡托万喀拉央塔克村的村民， 一个

人带着 3个还在上学的女儿， 是家
里唯一的劳动力。平时，家里的主要
收入来源是务农， 打理着 4亩冬小

麦、4亩玉米和 4亩核桃，还有 2头
牛 5只羊，就是我全部的家当。

一个女人要挑起一个家，真的很

辛苦，但也很充实。 这几天我特别高
兴，因为是核桃丰收的日子，精心打

理了这么久终于有了回报。虽然我核
桃种的不算多，但在林业站技术员的

指导下，今年亩均产量特别高，核桃

个也大，村里人都夸我种得好。

最近， 邻村开了一家核桃加工

厂，说是上海浦东援疆资金援建的，

他们收核桃价格非常公道， 因为没

有中间商， 省下的钱都补贴给了农
户，我家的核桃销路也不用愁了。 而

且在他们的指导下， 我在种核桃时
也给核桃树分了类， 采摘后按照不

同的品种分开卖， 而之前都是混在

一起卖的，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做
法， 预计今年核桃的售价也会提高

不少。

曾经，因为家里劳动力不足，我

家是村里的贫困户。因此，政府对我

家的情况也非常关心， 为我落实了
“一户一策”的帮扶方案。去年，我家

的人均收入只有 3954元，今年的目

标是提高到 8362元。

通过政府补助、劳动增收、生产

技术升级等措施， 今年我家已经实
现了脱贫，从贫困户变成了一般户，

但现在还属于一般户中的边缘户，

就是依然不太稳定， 需要进一步巩

固。但我有信心可以完成这一目标，

因为只要踏实勤劳， 生活肯定会越
来越好。

从贫困户到一般户

支援
大事记

 ?天是核桃丰收的季节

    跟随援疆干部，第一个目的地是位于叶尔

羌河畔的喀群乡。从位于莎车县城的上海援疆
莎车分指出发，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到达。“山高

路远，一走就是一天。”王涛说，这次疫情对于
援疆工作的开展影响很大，但脱贫攻坚冲刺时

间不等人。

喀群乡盛产玉石、核桃、小麦等，因为交通不
便产业落后，处于贫困状态，而上海援疆干部的

到来，改变了喀群乡“有货难卖”的情况。这几天，
喀群乡的核桃迎来了丰收，这不仅是农民们辛勤

劳动的成果，更是他们一年的希望所在。今年，一
家以核桃深加工为主的新建工厂———新疆奇遇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建成，这是上海浦东援疆

资金投入农产品深加工的项目。工厂负责人杨清
告诉记者，新疆出产的核桃个大皮薄、果仁饱满、

品质上乘，以往都是运到浙江加工，成本很高。而
这家企业的投产，使得喀群乡拥有了核桃深加工

能力，带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
这家工厂还提供了 80多个就业岗位，工

厂里，刚刚收来的核桃铺满了整个院子，工人

们忙碌地翻晒、装袋、送入加工车间，一位维吾
尔族小伙子主动和记者打招呼，他叫艾孜买

提，今年 23?，因为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在工厂担任主管，平时主要负责沟通翻译等管

理工作。

艾孜买提说，他家里世代务农，是父母省
吃俭用辛苦劳作把他和弟弟培养成了大学生，

才让他找到了这份工作。务农最大难处就是看

天吃饭，全家一年收入在 4万元左右，遇到歉收
就会受到影响。但他来到这家企业上班后，一个

月收入 4000元，一个人的收入就超过了整个家
庭的务农收入，家里的经济情况一下子好转起

来。艾孜买提说，在这里上班赚钱还不是第一位
的，最主要的是学技术，他最大的梦想就是以后

也能开一家加工农产品的工厂，带动乡亲们致

富，把家乡的特产卖到全国各地。

    在莎车县城，坐落着一家上海企业开设的

微型工厂，将当地优质农产品加工成高附加值
的产品，不仅解决了当地百姓的就业，更是提升

了农民的收入。
“你在上海超市可以买到我们生产的花茶、

简餐能量棒、巴旦木油等等产品，都是用莎车的

农产品加工的。”这家工厂的负责人、上海闽龙
实业公司的董事长郑金龙告诉记者，他们是一

家上海浦东企业，已经在新疆扎根 10年了，创
立了新疆小蜂农业品牌。这家工厂是小蜂农业

在新疆的第三家工厂，从筹建到竣工，用了不到

4个月的时间。其间，上海援疆莎车分指挥部指

挥长陈剑四处奔走，工厂的建设还获得了上海

援疆资金的支持。如今工厂已经正式投产，可以

生产坚果炒货、坚果油、营养简餐、花茶等产品。

“农民种植的农产品能够卖出去，第二年他们才

有积极性继续种植。”目前，这家工厂预计可以

提供 500个就业岗位，来这里工作的，都是当地
的少数民族的同胞，以女性居多，她们在进入工

厂前很多都没有工作，或者帮忙务农，收入非常
有限，但进入工厂上班后，不仅收入提高了，也

学习到了很多知识。

女工再努热姆·巴热提身穿红色的制服，说
明她是这家工厂的主管，负责操作玫瑰花茶流

水线，并对其他一线工人进行辅导。在进入这家
工厂前，她在家里带孩子，老公开出租车，家庭

收入很有限。因为普通话说得不错，也想缓解一

点家庭负担，巴热提进入了这家工厂，并很快适
应了这个岗位。领导发现，这位曾经的“家庭妇

女”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不仅自己的技术飞快提
升，还能带动其他工人一起进步，而她最大的优

点，就是具有钻研精神，下班后还在车间里研究

生产线如何运转，想办法提升工作效率。“在我
们工厂，像她这样的工人很多，以前是没有机

会，但一旦把他们放在合适的岗位，很快就发光
发热。”郑金龙告诉记者，工人们在这里最大的

收获，不仅是收入的提升，更是找到了“更好的
自己”，发现原来自己还是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

掘，这将使他们的人生收益颇丰。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麦麦提，今天邀请

了一位远方来客一起直播，来自上海的援疆干
部，帅哥王涛。”在莎车县电子商务旅游展厅，

长相帅气的展厅负责人麦麦提·图尔荪对着镜
头来了一长串开场白。而援疆干部王涛，则是

一脸紧张，说话也不如平时利索，这是他第一
次参加直播带货。

直播所在地莎车县电子商务旅游展厅，是
在上海浦东援疆资金帮助下修建的，以展示、

销售当地特产为功能的综合旅游集散中心。通
过视频、直播平台带货直播，是当下最流行的

网络销售方式，而麦麦提·图尔荪则是本地培
养起来的第一代“直播网红”。

今年 27?的麦麦提·图尔荪是莎车本地

人，曾经在外地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各种网络平

台的理解和掌握能力比较出众，加上形象帅气，
来到电子商务展厅担任负责人一职，平时负责

线下讲解和销售，以及线上的直播带货和主播

团队的打造。目前，他所在的主播团队，可以说
是莎车“最养眼”的组合，帅哥美女云集，已经孵

化了本地网红 16名，其中 12名返乡大学生，其
实包括 6位贫困户，实现平均月销售额 24.7万

元，不仅解决了就业，也推动了莎车县电商高速
发展。2020年上半年，莎车县电商零售额达

5197万元，229个乡村级电商服务站点网络零

售额达 254万元，带动了 4800户贫困户实现月
增收 380元。

在麦麦提·图尔荪和另一位主播的带动下，

王涛的“直播首秀”渐入佳境，这位年轻的副镇

长虽然援疆时间不长，但对业务已经非常熟悉，
对分管辖区的特产如数家珍，很快就和网友们

聊得火热，把直播间的气氛推向高潮。麦麦提·

图尔荪告诉记者，不久前，莎车分指指挥长陈剑
也来直播间，向浦东的父老乡亲们介绍莎车的

优质产品，两个小时就实现带货销售额 600万
元。“我的偶像就是李佳琦，他的成功就是一个

励志故事，让我们有信心在电商主播的路上继
续走下去。”麦麦提·图尔荪说，因为有家乡丰富

优质的特产，还有上海援疆莎车分指的帮助支

持，他笑称自己的目标就是成为“莎车李佳琦”，

在推荐特产的同时，与大家一同分享生活蒸蒸
日上的喜悦。

    在莎车县街头，如果问路人莎车县扶贫产业

园在哪里，对方多半会纳闷地想半天，但如果问
“上海大棚”怎么走，基本会立即得到明确的答案。

在莎车老百姓心目中，“上海大棚”是一个神奇的
地方，种植着许多优质瓜果蔬菜，还可以免费领取

种苗，更重要的是它能给农民提供各种支持，帮助
他们脱贫致富。

沿着莎车县主干道行驶十多分钟，就能见到

“上海大棚”的所在地。大棚一半是土坯一半是塑
料薄膜，据说是因为只有这样的结构才能抵抗住

戈壁滩上刮来的风沙。曾经，因为技术、种苗等多
方面原因，当地农民的收成并不理想，销路也成问

题。为了帮助当地农业发展，上海援疆在莎车建设
了占地面积 1500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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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贫产业园，并成功创建成自治区农业科技园区。

扶贫产业园市场部负责人张月娟在上海工作
多年，现在已经在莎车定居。她告诉记者，园区有

员工 350人，其中贫困户 245人。所属的育苗中心
今年承担着 2.5亿株苗木培育的任务，包含蔬菜

苗、水果苗和万寿菊苗等。走进产业园，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一条壮观的葡萄长廊，在望不到尽头的

葡萄藤上挂满了成熟饱满的葡萄，工人们在葡萄
架下午休聊天，而他们身后则是成片的蔬果大棚，

里面种植着羊角蜜、西梅、无花果等时鲜果蔬，在
温室暖棚内，还有火龙果、芭蕉等在新疆难得一见

的植物。由于采取了现代生态的种植模式，这里所
有的果蔬采摘后只要用水冲去灰尘就能直接入

口，新疆充分的日照让这些果蔬品质超凡，特别是
已经成熟的水果，一口咬下顿时甘甜四溢。

今年新疆遭遇第二波疫情，正好是当地西梅
丰收的季节。农户们西梅卖不出去，心急如焚，眼

看就要烂在地里，这就意味着一年的辛苦就要白

费，于是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联系“上海大棚”
求助。张月娟急忙来到村里收西梅，却被一个意想

不到的情况难住了，疫情期间装西梅的筐子怎么
也买不到，无奈之下她只能一家家打电话求助，结

果了解到上海援疆莎车分指挥部正好有 2000个
筐子，解了燃眉之急。

在拿到筐子的当晚，张月娟就赶到村里收西
梅，村里老老少少看到她带着筐子及时赶来，顿时

欢腾雀跃。那晚，全村打着手电连夜装筐打包，终
于抢收成功，所有人心中的石头落了地。“‘上海大

棚’在莎车老百姓的心里，已经不是一个地名，更
多的是信赖与期待。”张月娟说。

结
出
硕
果

    2020年，第十批上海援疆
莎车分指助力莎车脱贫攻坚，全
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贫困村全
部退出，贫困发生率降至 0。

“莎车李佳琦”为家乡直播带货

    南疆的老一辈农民，勤劳质朴，一
瓶水一个馕过一天， 就是很多人世世
代代的生活状态。

但南疆的农村家庭非常重视教
育。 家里再困难，省吃俭用，也要让孩
子们去上学。 他们的后代令人眼前一
亮。不论是返乡大学生，还是戴着红领
巾的小朋友， 都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
话，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对新技
术的理解与掌握程度， 也远非他们的
父辈可以比肩。

更重要的是，在谈到未来的生活，

年轻人们眼中都亮着光， 他们见过世
面，掌握技能，知道家乡现在的优势与
不足， 以及如何才能迎头赶上时代的
步伐。看着他们跃跃欲试，摩拳擦掌的
样子，我坚信这片美丽的土地，一定会
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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