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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十年
上海    喀什

喀什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长期以来却没有一所像样的综合

性高等院校。从 2012 年起，喀什地区委员会开始筹建喀什大学。

在此过程中，作为师范院校的喀什师范学院如果想要升级为综

合性大学，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理工类学科。

当年正是在上海援疆教师工作队的助力下，促成了后来师

范学院向综合性大学的转变。2014 年，有着工程学科背景的工

作队帮助学校创建了土木工程专业，迈出了当地高等教育中的

关键一步。而今，这一领域又拓宽了广度：喀什理工职业技术

学院（筹）启动建设工作。

侯继军在采访中表示，该校初步定位以全日制专科层次高

等职业教育为主，着力打造“理工特色、产教融合”的南疆一

流理工类高等院校，未来还计划升级为本科类的理工类大学。

对口支援是长期工作

要看上海援疆干部人才在十二年来给喀什当地带去的持

续变化，有不少代表性的看点。采访中，任长艳向记者回忆起

2010 年随上海市政府组织的经济考察团刚到喀什的画面：茫茫

戈壁、落后的产业、生活拮据的贫困户，不上学光着脚在泥路

里乱跑的孩子……

之后的十二年里，闽龙实业在当地根据产业发展和解决贫

困户就业的需要，先后建立了三座工厂。工厂不仅带去了经济

效益，更改变了当地工人的生活面貌。如今很多当地员工都已

走上车间主任、班组长、检验员等管理岗位或技术岗位，实现

了从农民到懂管理、懂技术、懂工艺的现代产业工人的跨越，

从家庭妇女向职场女性的跨越。

2022 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

键之年。被问及未来在喀什的规划，任长艳说，“援疆是一项

长期的事业。巩固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需要我们和当地百姓

一道，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技术，不断完善已有的全产业链”。

看上海援疆之于喀什的变化，还要看一所学校和一所医

院——喀什六中和喀什二院。2017 年 2 月，喀什六中迎来了首

批上海援疆的 3 位教师。从那一年起，原本发展遇到瓶颈的喀

什六中在上海援疆的助力下，高考升学率 5 年 5 连升，连续 3

年本科上线率超过 80%，圆了当地不少孩子的大学梦。“上海

的宋蕾老师说话温柔，课件精美又可爱，讲课方式更是吸引人。”

喀什六中的毕业生夏依旦曾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受到上海

援疆老师的影响，未来大学毕业后也想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回

到家乡。

走出喀什六中老校区，向北步行 500 米，就会看到忙碌的

喀什二院。这所成立于 1958 年的老医院，在接受上海援建之前

设备短缺、技术落后、医疗用房严重不足、中高级医技人员缺乏、

教学科研与信息化建设几乎一片空白。随着上海援疆干部人才

的到来，喀什二院不仅升级为三甲医院，眼下更计划建设为南

疆医学高地。

当年在喀什，病人遇到疑难杂症会想到去乌鲁木齐寻求救

治，而今十二年时光转瞬而过，喀什二院的名声在全疆远扬，

甚至有北疆的患者也慕名远道而来接受手术治疗。上海援疆医

疗与喀什地区二院的合作故事，还将继续下去。

自 2010 年新一轮援疆工作开展以来，十二年间赴喀什的上

海援疆干部人才数量总计为 724 人。其中，第十批 247 人，第

九批 193 人，第八批 159 人，第七批 125 人，此外还有众多“短

期多批”的专业人才同样从上海奔赴西北边陲，参与喀什地区

的发展建设。

从过去十二年经验来看，每一次新老援疆干部人才的交

接都安排在岁末年初。在喀什白雪纷飞的冬日里，原来的援

疆干部人才圆满完成各项任务返沪；待到来年春天，伴随着

春光与生机，新一批上海力量与智慧启程赴喀。与此同时，

喀喇昆仑山脉的冰川逐渐消融，开始为喀什地区的母亲河叶

尔羌河输送源源不断的流水。冰川与河水循环奔流，周而复始，

滋养着当地的生灵，没有尽头。对于上海援疆事业而言，同样

没有终点。

村民在喀什努尔阿巴提村对面的新藏“益”栈里制作手工艺品，新藏“益”栈的

修建不仅为村民带来额外收入，还可以提供就近就业的工作岗位。摄影 /孙中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