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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幸福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生态环境优美宜人、村民精神状态活

力盎然，来村里的游客也越来越多。看到这样的情况，牙森把

本准备在自家庭院盖的牛舍改造成小超市，每天的营业净收入

大约有 100 元。他的妻子阿尔孜古丽在村里提供的公益岗位做

环卫工作，每个月可收入 500 元；晚上她还在村里新开的夜市

巴扎上卖凉皮，生意好的时候每天能有 200 元进账。

“从前家里靠养牛卖酸奶，加上种地，人均年收入大概

2500 元左右，还不稳定。但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生意越做

越好，脱贫完全没问题。”牙森的喜悦溢于言表，而村里像他

这样生活改善的村民还有很多。“这样的好日子放在以前，真

是想都不敢想。”

村子紧邻的水域得到疏浚，上海援疆人员引进上海农科院

渔技所的专业团队，为当地规划渔业养殖产业。

水域中，坐落着一处别致的“石库门”。这排房屋是集餐

厅、茶室、民宿于一体的“渔家乐”，既能给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每年还可返还一定比例的收益给村集体。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外

观，是因为当地人对上海心存感激，希望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上

海的印记。

上海对口援建喀什地区四县之一的叶城县，山区乡的安居

富民房改造是当前的重点工作。山区乡的海拔高，气候变幻莫测，

时常会有降雨。前期的工作中，这些地区住房的墙体已经是砖

块水泥构造，但房顶还是泥土和草组成的。时间长了虫叮开裂，

外面下雨时，房子里就成了“水帘洞”，没有一处不在漏水，

村民苦不堪言。

解决的办法是把这些屋顶换成彩钢材质，并进行“平改坡”。

“这项工作最大的困难就是交通不便，施工人员和材料难以进

入。”上海援疆干部、叶城县依提木孔乡党委委员、副乡长朱

佳景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从县城开车到山区乡，常常单程

就要 4 小时以上，而且全是险峻的盘山路，路边没有护栏。路

途中很长一段连手机信号都不通，为了预防突发状况，朱佳景

前往山区乡工作时，要随身带上一部卫星电话。

尽管如此，山区乡屋顶的改造仍在快速推进，2020 年 9 月

已经完成了全年的计划。验收时，他等到下雨走进每家每户仔

细查看，确保工程过关。山区乡的屋顶改造全部完成后，平原

乡的改造工程将随即跟上。

在上海援疆工作中，安居富民工程是脱贫攻坚“两不愁、

三保障”的重要任务，也是援疆资金投入最大的项目。近三年来，

上海助推对口四县完成安居富民房建设 15 万套，占喀什地区总

量的 47%。有恒产者有恒心，居住环境的改善，是群众脱贫致

富的基础。

援建做得好，水往高处跑

缺水，是土家族老人高文华的家族几百年来面临的难题。“以

前是靠天喝水，不下雨就没有水喝，要去寨子下面的水沟里背水，

七八十岁的老人也要去背水。遇上干旱，水沟里没水了，还要

去山脚下的河里用马驮水喝。”有些村民会在屋顶上建个深度

大概二三十厘米的小水池积攒雨水，但这种“望天水”容易滋

生细菌，使用起来并不安全。

背上道道红色的血痕和伤疤，曾是缺水留给村民付尚强的

西藏9·18灾后由上海援建的亚东三岗新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