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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普县，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因西临泽勒普善

河而得名，“泽勒普善”意为黄金之河。当一个上海人

来到这个万里之外的边疆小城，光看街景，很容易产生一种熟

悉亲切之感，原因很简单，这里满城皆是梧桐树。

是的，法国梧桐。这种最初因法国人种植在上海而引入国

内的树种，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泽普县选为城市绿化的主力，

因当地气候、土壤、光照环境非常适宜法桐生长，法桐在泽普

得到推广。春天的郁郁葱葱、夏天的遮天蔽日、秋天的落叶萧萧、

冬天的无边树木，几十年过去，法桐已然成为泽普的一个标志，

不仅有法桐大街和法桐公园，西南部还有南疆唯一的法桐生态

公园，泽普也被誉为华夏梧桐第一县。

上海援疆干部、泽普县文旅局副局长张勇向《新民周刊》

回忆：“初来乍到泽普，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三棵树。第一棵

是梧桐树，也是当地的绿化树；第二棵树是果树，枣子、苹果、

核桃，是帮助当地脱贫攻坚的重要经济作物；第三棵树则是金

胡杨，是当地旅游产业的核心。”

事实上，在上海对口帮扶泽普的 12 年里，援疆干部们也是

围绕这三棵树，不断发展经济，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

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如上海第十批援疆干部、上

海援疆泽普分指指挥长、泽普县委副书记钟华强调，要着力在

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上下功夫，不断提高援疆工

作水平和综合效益，携手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边疆小县的全域旅游大计划

一想到新疆，很多人会想到边疆大漠的苍凉，会想到万里

草原的辽阔，然而，很多人到了泽普的第一感觉，却是精致。“大

家会觉得边疆是粗犷的感觉，这的确是新疆大部分地区给人的

印象，但泽普是个例外。”张勇说，走在泽普的街头，如同置

身于上海衡山路的梧桐树下，这种精致的感觉，离不开上海援

疆帮扶的点滴规划。“泽普县全县面积 989 平方公里，是所有

对口援建的县里面积最小的，比如隔壁的莎车县，面积是我们

的 10 倍，人口是我们的 5 倍，因此，现实条件决定了泽普县的

发展侧重点，仅靠一二产业是不够的，必须要把第三产业也搞

好。”

胡杨生命力顽强，被称为沙漠中的生命之树。在泽普，这

里的胡杨长期得到昆仑山雪水滋养，更多了一份秀美灵动。“胡

杨、绿洲、戈壁”，不同的地貌在泽普这块土地上和谐共处，

形成了“戈壁里的绿洲、绿洲里的村庄、村庄里的家园”，这

独特的风土人情，也成为泽普旅游发展的重要抓手。

2003 年，泽普县委批准成立了亚斯墩国有林场旅游园区开

发设想。林场争取资金建成了跑马场、观景台、蒙古包群等娱

乐服务设施，开辟了森林生态、农家风情、休闲度假为一体的

综合性旅游项目。当年 11 月，泽普亚斯墩国家森林公园被原国

家林业局命名为中国泽普金湖杨森林公园。

“上海帮扶泽普县以后，十分重视金湖杨景区的打造，大

幅完善提升了景区各项配套，9 年前成功被原国家旅游局评定

为国家 5A 级旅游风景区，成为新疆第 6 个、南疆第一个 5A 级

旅游景区。甚至早于喀什古城 5A 的评定。”张勇告诉记者，

他们作为第十批援疆干部，抵达泽普后，一直致力于发挥国家

5A 级景区“金湖杨国家森林公园”的品牌辐射作用，将县域内

旅游景点进行全方面的梳理和提升，重点对金湖杨景区进行提

升改造和综合治理，实施金湖杨景区百亩花海及绿化提升项目、

2020 年市级援疆项目 -（泽普县乡村旅游扶贫花海项目）通过梳理、换土等综合

施工，将金湖杨景区大门一片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滩改造成了百亩花海网红景点。

金胡杨长寿村农家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