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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喀什

据侯继军透露，上海知名干货品牌禾煜也已落户巴楚，企业将

按照优质优价的标准原则，重点发掘和培育喀什地区，特别是

上海对口四县的特色农产品，推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更为直观的成果是，2020 年 11 月和 2021 年 1 月，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先后发文，公告莎车县、叶城县完成脱贫摘帽任务；

宣布泽普县、巴楚县通过国家脱贫普查验收。

2021年，四县分指将在前指的带领下，分别负责一个乡镇，

采取整乡整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方式，带动对口四县乡

村全面振兴。

这是一场接力跑

可以说，上海持续 20 多年的援疆工作就像一场接力赛。

早在2020年 1月，上海就启动了援疆“十四五”规划的编

制工作。第十批援疆干部进疆后，又组织专班全力推进，对2021

年项目计划提早进行了系统谋划，根据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

会精神，集中论证、储备了一批体现上海援疆优势的大项目。

刚刚过去的 7 月 19 日至 21 日，第八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

工作会议在新疆阿克苏市召开，此次会议为下一阶段的对口援

疆工作指明了方向——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各项工作，成了上海援疆团队必须跑好的下一棒。

据介绍，上海“十四五”援疆工作，立足完整准确贯彻新

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按照依法治疆、

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和全国一盘棋的要求，

聚焦文化教育发展、交往交流交融、产业经济发展、社会民生

改善、干部人才援疆等五大领域，着力发挥上海城市功能优势。

接下来，上海援疆团队将深化推进“引客入喀”工作，优

化支持政策，完善旅游包机补贴、旅行社组团补贴等方式和手段，

推动上海至喀什直飞航线、上海至莎车包机航线常态化运行。

支持喀什、莎车增加与伊犁、阿勒泰等北疆重点旅游景区的环

飞航班密度，最大限度地把来疆游客引到喀什。

美景和美食都不该被辜负。上海援疆干部在推动消费扶贫

行动的同时，拓展喀什农产品销售渠道。去年，上海援疆前方

指挥部与喀什相关部门组织了喀什的 12 县市、20 家农产品流

通企业赴沪参加“2020年上海对口帮扶地区特色商品展销会”，

其间与 78 家客商签订 10.29 亿元的农产品供销协议。

今年，上海援疆干部联手盒马鲜生、京东等企业，把对口

四县作为鲜果、馕等食品的重要采购地，并同步补齐当地物流

短板。未来五年，上海援疆团队将支持四县物流技术标准化建

设，促进智慧物流发展。利用上海企业、上海技术、上海品牌、

上海市场，未来将有更多的喀什特色农副产品有望成为“网红”。

上海新跃物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早在 2014 年便积极投身于

打造“一带一路”多语种智慧呼叫中心和上海最大的现代服务

业援疆项目，将“上海服务”成功辐射全国，现已成为南疆总

部经济基地进驻的首个上海企业和全国首个平台级物流呼叫服

务中心，也是上海产业互联网企业直接参与“一带一路”的建

设标杆、产业援疆先锋和民族团结典型。

公司董事长吴军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为提升

新疆职工的语言、思维和管理能力，新跃公司创立“出疆实训”

模式，在上海总部对新疆分公司员工开展职业素养、管理能力、

专业知识、工作实践等多方位的学习培训。

“今年，我们和当地最大的一家国企阳光集团合资，成立

了喀什阳光新跃物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专门做喀什地区的智

慧物流平台，不仅对接‘一带一路’，也希望能降低新疆的物

流成本，让更多好物能走向上海，以及全国。”吴军告诉记者。

东西部扶贫协作，是国家发展的大策略。上海向对口帮扶

地投入大量资源，而上海也从助力脱贫攻坚的宏伟事业中有了

独特的收获。“帮助兄弟省区也是帮助自己”——参与上海援

疆事业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样一份大情怀。

2018 年年中，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率上海市代表团在喀什考

察时指出，中央把对口援疆的部分任务交给上海，是对上海的

信任，更是上海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要在对口援疆的广

度拓展、深度挖掘、力度强化上下更大功夫”。

上海援疆，是太阳轨迹下的雄浑山海交响，奏出崭新壮美

的乐章。

上海援建新疆叶城县农业科普观光园中使用的新技术无土栽培培养绿色植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