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学交流开营“村BA”夺冠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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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援疆：紧跟时代浪潮 惠及喀什群众
1500余个援建项目落地生根，在文化、产业、民生、文旅等重点领域结出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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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上海对
口援助的莎车、泽普、
叶城、巴楚四县不约而
同 地 迎 来 了“ 小 确
幸”——60名上海师生
远赴莎车，开启了一场
国学文化交流之旅；泽
普赛力乡荒地村的“叶
河花月夜”里，朵朵玫
瑰迎着骄阳在荒地绽
放；在全国民族团结
“村 BA”篮球邀请赛
上，新疆叶城队以一记
配合默契的三分球夺
得冠军；巴楚琼库尔恰
克乡的留香瓜缀满瓜
藤，在农民们的笑颜里
迎来了丰收时刻……
这些看似微小的

改变与收获背后，是一
批批上海援疆干部人
才以排头兵的姿态联
合好全国各省市援疆
力量，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
略，更是他们以心血为
墨，以智慧为笔，精心
绘就的一张援疆答卷。
去年4月，第十一

批上海援疆干部人才
抵达喀什，成了这片广
袤大地上新的耕耘
者。他们深入基层、了
解民情，将上海的先进
理念与喀什的实际需
求相结合，用充满激
情、富于创造、勇于担
当的上海力量助力喀
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造福当地群众。时光
流转，1500余个援建项
目落地生根，已在文
化、产业、民生、文旅等
重点领域结出了累累
硕果。
援疆干部人才们

一次次穿梭于沪喀两
地的身影，既是他们
紧跟时代浪潮、造福
喀什群众的深刻诠
释，更是上海与新疆
间的深情厚谊的生动
注脚，虽跨越千山万
水，却历久弥坚。

6月30日，来自浦东的40名师生走进莎车

县古勒巴格镇教学园区，两地师生齐聚一堂，

2024年浦莎国学文化交流营开营。

两地学子携手并肩，以国学为媒，以地域文

化为桥，共同绘制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文化交

流新画卷。从铿锵有力、气势磅礴的《何以中

国》朗诵到趣意盎然、颇具特色的浦东说书《浦东

小囡呱呱叫》……活动现场精彩纷呈，浦东的师

生们带来了一个个精心准备的节目，让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走进莎车校园；莎车的学生们表演了活

力四射、韵味十足的舞蹈《开门红》、《戏曲串烧》

等节目，赢得了两地学生们热烈的掌声。

浦东与莎车两地的学生们还一一结对，互

赠礼物，互相送上了美好的祝愿。来自上海市

建平实验中学初一（6）班的李坤忆将自己绘制

的《喀什古城》素描送给了结对的莎车少年，她

也收到了对方精挑细选的一把新疆琴，“礼轻情

意重。我们交换的礼物虽然并不昂贵，却承载

着我们彼此之间深厚的友谊”。阔什艾日克乡

中学学生夏依丁 ·仙米斯丁说：“这次的活动让

我感受到了浦东学生的热情，也感受到了多元

文化的碰撞，开阔了眼界。未来，我希望去上海

领略更多的文化知识，交到更多的朋友。”

为期3天的莎车之旅，让这群浦东“牛娃”

大饱眼福。走进喀尔苏沙漠公园，阳光下的沙

漠一望无际，造就了莎车当地的独特风貌。浦

东学生们脱去鞋袜，和沙漠来了一场零距离的

“亲密互动”，还体验了骑骆驼、滑沙等项目。

领略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后，浦东学生们

漫步于老城记忆馆与莎车府，在一幅幅照片与一

件件展品中触碰莎车历史与文化的脉动；走入艾

德莱斯工坊，在艳丽的色彩和明快的线条里感受

传统手工艺的博大精深；穿梭于喀赞其街，在巷

弄的生活气息里体会城市的记忆与温度。

厚重的历史与瑰丽的文化互相交织，这次

浦莎国学文化交流营既是浦东学生们的一次莎

车探秘之旅，也是两地学子的一次“双向奔赴”，

不仅促进了两地学子间深厚的友谊，也深深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希望两地的孩子们

能够保持联系、经常交流，在文化的滋养下健康

茁壮地成长。”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副主任

徐佳芸说。

同样是6月30日，叶城县在上海援疆资金

的支持下，收获了一次来之不易的胜利——新

疆叶城队通过一记绝杀三分球以74比72战胜

贵州凯里队，夺得全国民族团结“村BA”篮球邀

请赛的冠军，全场欢呼沸腾。比赛结束时，叶城

队球员们相拥落泪，“现在全国观众都知道了新

疆有个地方叫叶城，在那里有一群为祖国的新

疆而拼搏努力的人”。

7月初，在上海援建的体育馆，新疆叶城队

的冠军球员们已投入到了日常的篮球训练中。

训练现场，他们再度还原了赛场上令人激动人

心的时刻。在现场观摩决赛的叶城县文旅推介

官亚力昆 ·阿布都米吉提说，叶城队夺冠时，全

国人民都在为他们欢呼呐喊，就像各族人民的

心如同石榴籽般抱在了一起，共享胜利荣光。

在叶城县，文化润疆项目不断开花结果。

去年4月，由上海援建的昆仑山河叶城县历史

文化展馆正式开馆，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核心指导

思想，以“昆仑山河”为主题，分为古代篇、近代

篇、现代篇、当代篇、未来篇5个展厅，通过历史

文物、图片视频等形式展现了叶城由古到今的

发展史。“展馆不仅生动展现了叶城民族融合、

宗教演变、社会发展与城市未来规划，更成为了

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纽带和激发爱国热忱的力

量源泉。”亚力昆 ·阿布都米吉提说。

在一片广袤无垠的戈壁滩上，

奇迹般地绽放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

“绿洲”。驱车驶入叶城县宗朗乡2

村，一抹抹绿意盎然浮现眼前。有

着“神山灵泉 昆仑仙境”美誉的宗

朗灵泉景区处在地壳运动形成的昆

仑山脉褶皱断裂层，是南疆少有的

国家级湿地公园。

冰雪融水在断层处汇集抬升，

从砂石岩层中不断涌出，形成了多

道水帘，汇成一池泉水。“泉水中含

有大量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有益健

康。”叶城县文旅推介官亚力昆 ·阿

布都米吉提说。

不仅如此，宗朗灵泉这一带土

质温润，拥有上万亩的自然草场，绿

草如茵，古柳繁茂，景色秀美。漫步

其间，红柳芦苇随风摇曳，湿地风光

令人心旷神怡，更有网红吊桥、风

车、水车等现代元素，成为了绝佳的

拍照打卡地。亚力昆 ·阿布都米吉

提介绍，上海援疆叶城分指挥部陆

续投入2500余万元的援疆资金，援

建了游步道、观景台、水帘洞、泉湖

等景观，还建设了游客服务中心等

配套设施。“盛夏来临，游客纷至沓

来，这个景区成了老少皆宜的避暑

胜地。”

这个夏天，莎车文旅也热度不

减。莎车县老城景区广场上停放着

一辆接一辆的旅游大巴，游客络绎

不绝。在莎车老城，有一条百年老

街——喀赞其街，因为历史上曾聚

集了众多制作和售卖铁锅、铜锅的

民间匠人而得名。如今，在上海援

建莎车分指挥部的帮助下，喀赞其

街成为了一条集美食、手工艺和茶

文化等各类民间技艺于一体的特色

巷道。

焦香四溢的烤肉、色泽金黄的

热馕……街道两旁的摊贩摆出各类

特色美食，令人眼花缭乱。行走在

喀赞其街上，还能邂逅精美的地毯、

铜器、木器和乐器，一站式沉浸式体

验莎车的民族风情。莎车县老城街

区管委会副主任依力亚斯 ·卡热介

绍，去年7月开始，在上海援疆莎车

分指挥部的大力支持下，老城景区

补充了巷道指示牌、道路指示牌、全

域导览牌，并进行了亮化景观提

升。今年2月，喀赞其街被评为“自

治区级旅游休闲街区”，并在5·19中

国旅游日正式获得授牌。

据悉，2023年莎车老城景区收

费景点接待游客66万人次，同比

增长450%，其中接待各类旅行团

3352批6.9万人次，老城运营公司

实现旅游门票纯收入1309万元，

并带动老城景区范围内2.2万各类

经营业主吃上了“旅游饭”，实现了

增收致富。为助力莎车老城申报

5A级景区，上海援疆莎车分指挥

部正着手编制莎车县老城景区旅

游总体规划。在不久的将来，莎车

县将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海内外各

方游客。

“信号流畅，操作平稳，开始手术！”7月13

日，一场跨越5000公里、通过5G技术引导的国

产机器人辅助肺部肿瘤手术成功完成，为一位喀

什本地的中年女性患者带来了新生。作为全球

首例中国自主研发的5G远程机器人辅助肺部肿

瘤根治术，这场手术的成功标志着国产胸外科机

器人手术技术进一步突破空间和地域的局限，彰

显了援疆工作在提升当地医疗水平方面的成果。

念“民之所忧”，行“民之所盼”，民生领域向

来是援疆工作的重点。自2010年起，上海对口

援建喀什二院，5批9轮205名援疆专家践行“组

团式援疆”，通过人才组团、资源组团、项目组团、

服务组团的方式“注血造血”，全面提升喀什二院

综合诊疗能力和医院管理水平。

去年，第十一批上海援疆医疗队接续来到喀

什二院开展对口援建工作。20位拥有丰富经验

的顶尖医学专家组成“豪华阵容”——来自18家

上海市级三甲医院的顶级学科，平均年龄约40

岁。他们以建设新一轮“沪喀九大临床医学中

心”为重点，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梯队建设、科

研教育、医院管理等方面持续发力。20位援疆

专家一对一、一带X精心带教43名临床学员和

23名管理学员，“师带徒”模式结出累累硕果。

目前，医院已具备独立常规开展急性A型主动脉

夹层手术、“不停跳搭桥”、复杂先天性心脏病手

术、室上速等各类心律失常的射频消融术，以及

全脑血管造影术、颅内动脉机械取栓血管再通术

等多项技术的救治能力。“援疆专家重要的是教

会当地的徒弟怎么干，这才是真本事。”喀什二院

副院长、上海市胸科医院援疆干部陈天翔说。

喀什二院还依托紧密型医联体建设，推动优

质援疆医疗资源下沉，带动对口四县医疗服务水

平和医疗质量双提升。在泽普县波斯喀木乡卫

生院门口，停放着两辆写有“上海援助”的救护

车。远程会诊室内，当地医生正和上海专家通过

视频系统“面对面”交流，为当地患者提供远程会

诊服务。泽普县人民医院医教科副科长（主持工

作）张运介绍，波斯喀木乡卫生院是集基本医疗、

预防、保健、公共卫生为一体的综合性中心卫生

院，2017年由上海援建而成。“近年来，我们赴上

海进修学习，引进了许多新技术，比如小针刀治

疗、康复治疗等。”张运说。

教育是民生之基。7月初，巴楚县第三中学

的操场上，身着训练服的足球小将们正在绿茵场

上挥洒汗水，来自上海的著名足球教练员姚俊时

不时发出指令，指导他们全身心投入训练。

巴楚县第三中学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也是南疆地区唯一的“足球青训基地”。

为了让爱好足球运动的新疆少年能接触到高水

平的足球训练，第十一批援疆干部致力于加强上

海与巴楚两地交流，搭建青少年足球训练体系。

姚俊表示，他一年内将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巴

楚三中训练青少年足球，为他们定制训练计划。

此外，上海援疆巴楚分指挥部还安排了上海

海港足球教练、知名足球队员与巴楚互访，学习

交流足球教学和训练的经验和方法。今年将在

巴楚三中建设5人制足球场，同时改建室内体能

训练场826平方米，点燃更多孩子的足球梦。

在上海援疆项目的帮助下，巴楚县举办了

“全民健身 ·健康中国”中西部地区县域乡村足

球超级联赛和“星光杯”八人制足球邀请赛，吸

引了全县12个乡镇的16支男子足球代表队参

与，比赛165场次，尽享足球运动的乐趣。同时

承办了2024年喀什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并积极参与各项体育赛事活动，取得了

优异成绩。

瓜果飘香，巴楚留香瓜迎来了一年一

度的丰收时节。地处沙漠边缘的巴楚县，

光照充足、干旱少雨、昼夜温差大，独特的

地理环境和优越的气候资源孕育出了当

地特产“留香瓜”。虽然外形和常见的哈

密瓜有些相似，但瓜瓤碧绿、皮薄肉多，吃

起来如“香草冰淇淋”般温润香脆，唇齿留

香，“留香瓜”之名由此而来。

在琼库尔恰克乡约500亩的留香瓜种

植基地，个头圆润、颜色碧绿的留香瓜缀

满瓜藤。远远望去，星星点点连成一片、

长势良好。上午的日头并不灼热，戴着草

帽的农民们四散在瓜田的各个角落，正在

拿剪刀剪取瓜蒂，收获刚刚成熟的第一批

留香瓜，眼角眉梢浮现着收获的喜悦。

自2015年起，上海援疆巴楚分指挥部

结合当地实际和内地市场需求，通过援疆

项目科学系统化设计，不断完善种植、采

收、交易、冷链仓储、销售、物流配送、农业

保险、品牌营销等各环节，一棒接一棒地

持续打造一体化的留香瓜产业链，让“留

香瓜”走上品牌化的道路，成为村民的“致

富瓜”。

琼库尔恰克乡农办干部王秋生说，巴

楚县种植留香瓜有着500多年的悠久历

史，在上海援疆的帮助下已开启了规模化

种植，不仅扩大了产量，还引入了新的种

植技术，比如滴灌、病虫害防治等，商品率

提高了约10%。40岁的当地农民艾孜提

艾麦尔从2018年开始种植留香瓜，得益于

技术改良，每年的收入都在逐步攀升。他

表示，今年他承包了6亩留香瓜田，预计相

比去年每亩增收约500元。

如今，上海援疆巴楚分指挥部探索电

商扶贫之路，留香瓜走出“深闺”成“网

红”，不仅进入了上海市场，还在全国各地

销售。巴楚农特产品企业不仅参与疆内

外举办的各类农副产品展销展览会，还积

极培育和支持选种育种和品牌建设，不断

拓展销售渠道，让留香瓜、巴楚蘑菇、罗布

麻茶等农副产品走上了更多人的餐桌。

虽然夏日骄阳似火，但在泽普县赛力

乡荒地村的“叶河花月夜”里“花开正

好”。色彩缤纷的花朵扎根于略显干涸的

土壤，迎着烈日茁壮成长；一条鲜亮的蓝

色步道崎岖蜿蜒，犹如万花丛中的一根丝

带；巨大的玫瑰花束、中国结等景观雕塑

置于其中，徒增了几分浪漫与诗意。

这座荒地里的小村庄，正在上海援疆

的帮助下实现蜕变。“叶河花月夜”项目围

绕“核心吸引物、交通通达度、市场客群、

旅游服务产品”四个维度，应用荒地生花

主题场景，打造花骨朵儿童水乐园、送你

一束玫瑰花、繁花夜市等16个打卡点，还

包括游客综合服务中心、花田喜事婚庆宴

会厅等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带动本地

就业约60人，并计划通过出租宴会厅等场

所使村集体直接增收约20万元，实现荒地

村及周边群众致富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发

展“双赢”。

近年来，在上海援疆泽普分指挥部的

指导下，泽普县凭借其独特的生态优势，

进一步拓展乡村旅游产业链，将乡村的特

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优势。围

绕“吃、住、行、游、购、娱”六大方面，泽普

县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产品的供给，将加快

形成“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新格局，为

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文化
润疆 “留香瓜”顶呱呱“荒地生花”兴农

产业
富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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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疆 湿地景观吸客 焕新老城吸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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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疆 医疗组团“造血”带教提升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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