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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幸福 

在历史上，喀什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市镇、东西方文明的

交汇点；而如今，喀什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国家

级“历史文化名城”，是新疆旅游必经地。与此同时，作为西

北边陲之地，多年来受气候与地理条件限制，喀什地区也是国

家重点扶持的“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全地区 12 个县

市中，有 11 个深度贫困县，贫困村 1543 个，建档立卡户 29.48

万户 119.57 万人。

今天的喀什，希望重新找准自己的定位，再度焕发生机与

活力。自 2010 年上海援疆对口地区由阿克苏转为喀什以来，到

2019 年底，喀什已有 8 个县市脱贫摘帽、111.85 万贫困人口脱贫。

十年间，“就业脱贫”始终是喀什当地脱贫工作的重要一环。

喀什发生的故事折射出多年来上海对口帮扶各地过程中在“就

业脱贫”上作出的多样化探索。

就地就业，家门口的奋斗

“你写错啦！是‘娜’，不是‘拉’！”24 岁的阿米娜一

边笑，一边指着《新民周刊》记者写错的名字。

位于喀什地区叶城县西南 1 公里处的依提木孔乡 14 村，阿

米娜和她的家人世代生活于此。从前，很多像阿米娜这样的女

孩到了本该工作的年纪，常常无

处可去。而今，年轻的她们纷纷

走进喀什地区的“乡村扶贫车间”，

成为一名有着一技之长的工人。

阿米娜现在已是她所在车间

的小组长，每月工资可达 2000 元，

个人年收入超过两万元，稳定超

过年度国家扶贫标准线，不愁吃、

不愁穿。在这里，像阿米娜这样

的故事还有很多。不过，成绩背

后并非一蹴而就，个中曲折同样

无法忽视。

其中涉及一个核心问题，也

是当地就业脱贫工作中的难点：

为什么要就地就业？

在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

前方指挥部（第十批）总指挥侯

继军看来，“很多贫困家庭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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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劳动技能比较低，去工厂工作和外出打工是不可能的。”

此外，语言障碍进一步影响了当地贫困户外出就业。

为此，这些年来依提木孔乡 14 村党总支将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通过建设“乡

村扶贫车间”，有效解决了村里富余劳动力、建档立卡户的就

业问题，实现了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业”。

阿米娜所在的西域鸿源玩具制衣厂，总投资 374 万元（其

中上海援疆资金投入 230 万元，用于建设 1200 平方米厂房），

现有设备 240 套。《新民周刊》记者在现场看到，将近百名当

地女工正忙碌地制作玩具娃娃。这些玩具如今已远销日本、韩

国等国家。

西域鸿源负责人黄费清介绍，工厂于去年 3 月 26 日正式开

工。起初乡村党总支统一组织本地女青年，尤其是贫困户家庭

到这里就业。经过一年发展，工厂目前有 140 余位女工，其中

110 人都是贫困户。

“乡村扶贫车间”在当地时常还有另一种表述——“卫星

工厂”。之所以取名“卫星工厂”，是人们希望工厂能够像卫

星一样发射出去，从而广泛地吸引人们在本地实现就业。

对于当地“就业扶贫”工作而言，让贫困户劳动力走进工

厂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如何留住工人仍然是需要解决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