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9www.xinminweekly.com.cn

一起幸福 

“我们设立了最长可达 4

个月的培训期。只要工人在培

训，我们工资照发，各方面福

利都不会落下。”黄费清说。

而在阿米娜看来，一开始从事

制衣工作，确实不轻松。不过

随着培训越来越深入，一切都

有了明显改观。

今年，上海援疆资金又

在此新增投入，为周边企业建

设了两层、共 300 平方米的生

活楼，让这颗乡村扶贫“卫星”

的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

在“乡村扶贫车间”走

向脱贫的还有比丽克孜·吐尔

孙。12 年前，她从临近乡镇

嫁到喀什莎车县恰热克镇恰

热克村 2 组。结婚后，她每天

在地里操劳，还养了牛和羊，

可是一年下来，减去各项开支

和贷款，她发现自己口袋里连

回家探望父母的钱都没有。

转机发生在 2018 年 5 月。她听说镇上建卫星工厂，要招

很多工人。她果断报名到工厂工作，并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学

会技术”。努力学会技术的吐尔孙，五个月就存下 3000 多元。

这让她每月探望父母时都带着羊肉、清油和大米。

通过阿米娜和吐尔孙的故事不难看出，就地就业的意义在

喀什变得丰富。

在喀什，就地就业能够让缺乏技术的人们走进工厂、学会

技术，也实现了因地制宜。

莎车县是“中国巴旦木之乡”。过去，当地农民依靠巴旦

木的销售致富路径相对单一，而现在，上海援疆企业陆续在莎

车县建立起巴旦木深加工厂，这对于“巴旦木之乡”意义重大：

就农产品本身而言，深加工厂不仅让那些以往难以在市场销售

的异形果和次品果有了新渠道；而且，原本只管销售的农民现

在又有了新活。他们纷纷走进工厂，为自己的产品出工出力。

新疆小蜂农业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之一。该公司是

上海闽龙实业有限公司于 2018 年底成立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

事巴旦木油精深加工。同时，公司也附带生产每日坚果、琥珀

核桃仁、巴旦木牛轧糖等炒货，

以及莎车巴旦木蜂蜜、巴旦木

营养代餐粉等深加工。

此外，从 2018 年起，上

海援疆指挥部引进援疆企业，

相继在莎车县的伊什库力乡、

乌达力克镇等建设了 600 座智

能日光温室并投入使用。这些

智能日光温室，由援疆企业引

导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方式，把

闲置大棚集中起来进行维修、

改建，再重新分发给有经营意

愿的农户或大棚持有农户。上

海援疆莎车分指项目资金业

务组组长、莎车县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副主任徐炯炯此前表

示，一个大棚，便能解决一人

就业。

因地制宜，不仅仅是简

单收购。在新科技加持下，上

海援疆指挥部让越来越多的

当地农户在“就业脱贫”过程

中发挥了主观能动。

数据显示，2017、2018 两年，上海对口援助喀什四县产业

直接带动就业 26.5 万人（其中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 10.1

万人）。而从 2014 年至 2018 年，对口四县建设卫星工厂和扶

贫车间 394 个，带动当地群众就业 16828 人。

劳务直通，打造“品牌”

年过半百的方瑜（化名）从老家重庆万州来到上海，在这

里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方瑜在当年上海对口支援干部的帮助

下，通过家政扶贫项目，掌握家政服务技能，最终成为一名出

色的“巴渝大嫂”家政服务员。

距离上海迪士尼乐园仅 5 分钟车程的地方，巴渝大嫂 ( 上海 )

基地坐落于此。这个始建于 2014 年的基地，现已经发展为巴渝

大嫂 ( 上海 ) 活动中心、服务示范基地和岗前培训基地。

这里走出的“巴渝大嫂”，正在更新人们对传统家政从业

新疆喀什易地搬迁居民在卫星工厂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