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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十年
上海    喀什

2022 年 9 月，《新民周刊》记者在上海闽龙实业有限公司

采访时，总经理任长艳随手拿起桌上的最新产品，向记者一一

展示。“你看这个巴旦木，你现在吃到的是经过去皮、去衣的，

不用剥，直接吃。”这一袋巴旦木，来自喀什地区莎车县。

莎车县是中国著名的“巴旦木之乡”。前些年，从当地产

出销往上海的巴旦木通常没有如此精细化的加工，消费者们买

到的还是带皮的巴旦木。这一点激励着任长艳，“能不能有一

天吃巴旦木，像我们平常吃去衣的花生米那样方便呢？”于是

她辗转联系多家技术厂商，再将技术想办法教给闽龙实业在莎

车当地工厂里的工人。经过一次次试错，才有了如今这款吃起

来更简单的巴旦木深加工产品。

近 10 年来，闽龙实业投资 1.2 亿元，先后在喀什地区泽普

县和莎车县建设了 3 座现代化工厂，分别是：新疆闽龙达干果

产业有限公司、新疆小蜂农业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一期工厂和二

期工厂。3 座工厂，9 条精深加工产线，解决就近就业 1000 余人，

带动种植农户近 2 万人增加经济收入，并在贫困地区打造出了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特色产品。

如今又是一个秋收季节到来，莎车县阿瓦提镇阔纳阿日希

村村民阿布来提·赛麦提和几位工人一起在当地忙着采摘，晾晒，

分拣。据他介绍，家里的36亩巴旦木采摘结束后产量大约有3吨，

按最新的收购价大概能卖到 6 万元。赛麦提会把这些巴旦木运

到县上的巴旦木产业园销售。

2021 年，在上海援疆资金的支持下，该县在原有的“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又建成了巴旦木产业园，

形成种植、加工、仓储、包装、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

打造全产业链，是过去十余年上海援疆力量努力的方向。

产业链的形成，不仅让当地产品真正走向中高端市场，而且创

造了很多新的就业岗位，使许多当地农民有机会转型成为产业

工人，摆脱过去“靠天吃饭”的命运。

除了莎车巴旦木产业园，上海援疆还在泽普县建设 3.5 万

平方米的农产品和家禽活畜交易综合基地，建成叶城县冷链仓

在喀什被批准设立特殊经济开发区同一年，新一轮援疆工

作拉开序幕。上海对口支援新疆的地区从阿克苏移驻喀什地区

四县。从 2010 年起，上海与喀什地区开展对口支援，静安区、

浦东新区、宝山区、闵行区与喀什地区的巴楚、莎车、叶城、

泽普四县结对前行。除此之外，位于喀什市内的喀什第二人民

医院、喀什大学、喀什六中等也由上海对口支援。

十二年来，上海一批又一批援疆干部常年往返距离超过

4000 公里的沪喀两地，全情投入，只争朝夕，奋力拼搏，为喀

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诸多上海力量、上海智慧。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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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上海援疆在喀什这

十二年，也是上海力量和智慧不断迈向纵深、迈向精细的征程。

“由浅入深”的挖掘

十二年来，上海援疆工作越做越深入，越做越精细。关于

这一点，可以从一袋小小的巴旦木、一只馕和一份“缸子肉”说起。

留香瓜、巴旦木、新梅、恐龙蛋、骏枣……众所周知喀什

地区农产品不仅种类多，还以鲜甜饱满闻名。不过长期以来，

援疆企业在这一领域的生产销售还是以核桃、红枣等南北货为

主。如何把这些先天品质优良的农产品做得更精美、更符合现

代消费习惯，成为近年来援疆干部和企业共同为之努力的目标。

“我们的重点在于，要提升农产品品质，同时在降低物流成本

上下功夫。” 上海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以下简称“上

海援疆前指”）总指挥侯继军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说道。

于是自 2020 年以来，上海援疆充分发挥沪喀两地产业优势，

布局农产品深加工龙头企业，指导援疆企业从原有的较为单一

的生产模式，逐步向休闲零食深加工转变。

　　未来，喀什作为我国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与中巴经济走廊上的明珠，其发

展不可限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