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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评R

金风送爽，瓜果飘香。从草木

葱茏的天山脚下，到葡萄满藤的塔

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城镇，新疆各族

群众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不仅

因为丰收的喜悦，还因为天更蓝了，

山更绿了，水更清了，工作离家更近

了，兜里钱包更鼓了，各族群众情谊

更深了。

“生态环境好了，
才有了后来的一切”

从阿克苏机场到市区的路上，

高 大 挺 拔 的 白 杨 树 整 齐 地 分 列 两

旁，防风固沙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片

阴凉。

阿 克 苏 过 去 曾 被 沙 漠 戈 壁 包

围，沙漠距城市最近 处 仅 几 公 里 。

大风裹着沙砾刮倒麦苗，农作物补

种的情况普遍，有时辛苦种了一年

的 果 品 会 在 快 成 熟 时被大风吹落

大半……

自 1986 年阿克苏开启营造大型

防风固沙生态林的柯柯牙绿化工程

以来，先后用第一个 10 年完成人工

造林 3.3 万亩，第二个 10 年完成人工

造林 6.55 万亩。党的十八大后，柯

柯 牙 绿 化 工 程 进 入 跨 越 式 发 展 阶

段，完成人工造林 90 余万亩。如今，

阿克苏市森林覆盖率显著提升，年

降水量也由不足 60 毫米提高到 100
毫米左右。今年 3 月，当地启动第四

个“百 万 亩 ”生 态 工 程 ，为“绿 色 长

城”继续添砖加瓦。

天 山 脚 下 ，蓝 天 、白 云 、草 原 、

骏马，勾勒出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塔

格 拉 克 村 的 美 丽 图 景 。 26 岁 的 维

吾尔族小伙塔西尼亚孜·吐尔洪骑

着骏马，热情地邀请到访游客骑马

游览。

“以前，我在山上放羊，攒不下

钱。在景区工作后，旺季时，我最多

一个月攒下了 8000 多块钱。”塔西尼

亚孜·吐尔洪说，草场保护起来了，

生态环境变好了，当地牧民接受培

训后参与旅游项目服务，收入也更

有保障了。他所在的“归园田居·塔

村”景区今年成功晋级国家 4A 级景

区。年初以来，已接待游客 50 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 3100 余万元，带动

当地及周边 600 余名农牧民增收致

富。正如阿克苏当地一家企业负责

人所说，“生态环境好了，才有了后

来的一切”。

“现在我丈夫不
用再出远门打工了”

灵 动 的 舞 姿 、欢 快 的 舞 步 ，一

对 维 吾 尔 族 青 年 在 和 田 地 区 和 田

县罕艾日克镇稻香村村口，和着维

吾 尔 族 传 统 乐 曲 翩 翩 起 舞 。 跳 舞

的姑娘、小伙和一旁伴奏的村民们

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今年 7 月以来，该村 219 户农户

中，已有 150 余户在政府支持和帮

助 下 完 成 农 户 庭 院 改 造 。 突 出 的

生 态 优 势 、整 洁 美 观 的 民 舍 ，加 上

一 户 一 业 、自 发 经 营 的 特 色 餐 馆 、

民宿和农家乐等配套设施，让当地

民 众 过 上 了 足 不 出 户 也 能 宾 客 盈

门的日子。

距稻香村 30 多公里的布扎克乡

布扎克村，村民们的生活这两年也

越来越好。

村民肉孜买买提·拜克尔通过

对光照的控制，规模化肉兔养殖的

效率大幅提升。

2019 年，肉孜买买提·拜克尔一

家在当地政策支持和鼓励下尝试养

殖肉兔。“一开始先试养了 100 只种

兔，当年就赚了 3 万元。”肉孜买买

提·拜克尔说，平均每只种兔每年可

出栏 40 只肉兔。去年，他们扩大了

养殖规模，最近 3 个月出栏 6000 多

只肉兔，赚了 6 万多元。“现在我丈夫

不 用 再 出 远 门 打 工 了 。”肉 孜 买 买

提·拜克尔的妻子高兴地说。

目前，通过“公司 +基地 +合作

社+农户”的运营模式，肉兔养殖已

辐射布扎克乡周边的 10 个乡镇，覆

盖和田县 174 个行政村，带动了周边

2742 养殖户，户均养殖 100 只种兔，

年均增收 2 万元。

“为把祖国的新
疆建设得更加美好尽
一份力”

在昆玉市和泰新区内，幼儿园、

农贸市场、农机（农资）停放点、商业

街等相关配套设施一应俱全。31 岁

的艾比布拉·伊米提 2016 年 12 月搬

到这里，靠着养牛和种地，现在年收

入 10 多万元。

还未走进和田县布扎克乡库木

村幼儿园，便能听到孩子们稚嫩而

悠扬的歌声。操场上，几十名小朋

友 正 在 老 师 的 带 领 下 进 行 户 外 游

戏，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园长

阿尔孜古丽·阿力木说，幼儿园建于

2017 年，共有维吾尔族学生 200 多

人。幼儿园实行双语教学，课程丰

富有趣，每个孩子都能健康快乐地

成长。

和田地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地

区教育局党组书记马朝霞介绍，过

去一年，和田各级各类学校成立文

化体育艺术社团和兴趣小组 1.7 万

个，开展“红色故事我来讲”活动 3.2
万场次，组织瞻仰革命先烈、祭扫烈

士墓活动 1.2 万场次。常态化、全覆

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让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师生心中生根

发芽。

一个和谐稳定、繁荣美丽的新

疆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投身这

片干事创业的热土。毕业于新疆大

学法学院的阿地力·艾买尔如今在

阿克苏地区乌什县振兴园牧业有限

公司从事管理工作。“作为从家乡走

出去的大学生，更有一种使命感和

责任感带着父老乡亲共同致富，为

把祖国的新疆建设得更加美好尽一

份力。”阿地力·艾买尔说。

新疆生态与民生持续改善——

群众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
本报记者 王骁波 邹 翔 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 金建宇

在柯柯牙纪念馆回溯阿克苏第一

代护林员植树造林的历史，在三五九

旅屯垦纪念馆听“银发讲解员”讲述老

一代兵团人挥洒青春热血、在艰苦卓

绝条件下屯垦戍边的故事，在馕产业

园了解当地居民生活发生的沧桑巨变

……行走在天山南北，时时处处能够

感受到精神的洗礼、心灵的震撼。

把亘古荒原改造成生态绿洲，在

沙漠戈壁建起一座座新型城镇，历史

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一个个奇迹、

一项项伟大成就，凝聚着党中央的关

心和支持，凝聚着新疆 2500 多万各

族儿女的智慧和汗水。各族人民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同呼吸、

共命运、心连心，一幅团结和谐、繁荣

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美丽画

卷正在新疆大地铺展开来。

同呼吸 共命运 心连心
杨 羽

9 月 10 日，福建莆田市仙游县暴

发新一轮本土新冠肺炎疫情。经过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福建省、莆田

市的三级联动协同工作机制的不懈

努力，从 9 月 17 日起，莆田再无社区

传播病例，新增病例均为管控人群

中检测发现，有效遏制了疫情溢出

省外风险。截至目前，莆田市已无

新增确诊病例，已全域转为低风险

区。本轮疫情中，莆田用时 16 天实

现 确 诊 病 例 和 无 症 状 感 染 者 零 新

增 ，用 时 14 天 实 现 首 批 病 例 治 愈

出院。

疫情发生后，莆田市迅速成立仙

游前线指挥部和枫亭封控区指挥部，

建立视频会商、实时联动等制度，抽

调厅级干部靠前指挥。在市级防控

指挥部下，设立健康监测组、流调组、

社区防控及消毒组、医疗物资后勤保

障组、信息报送组等工作组，形成协

同作战、运转高效的指挥体系。

与此同时，国家工作组和福建

省、莆田市实行扁平化指挥，每日清

单 式 排 查 工 作 难 题 ，动 员 了 全 市

4900 多个党组织和 16 万多名党员

参与疫情防控一线工作。

在指挥体系运行下，莆田市在

9 月 11 日对枫亭镇开展全员核酸检

测；在 9 月 12 日至 14 日接连实现了

周边乡镇、仙游全县的全员核酸检

测，将疫情风险控制在枫亭镇等若

干重点区域内，遏制了疫情外溢的

风险。

“‘快’字当头，这次疫情对莆田

来说是‘闭卷考试’。但莆田充分运

用了去年初疫情防控的经验，实现

了不慌乱、有秩序。”莆田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副指挥长、副市长胡国防

介绍。

9 月 10 日上午 8 时许，仙游县

报告阳性病例。 1 个小时后，中国

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研究员马超接到通

知，要求立即前往仙游开展流调溯源工作。11
日凌晨，以国家流行病学培训班学员为基干力

量的“国家队”抵达仙游，迅速投入工作中。

“与以往几次地方疫情处置不同的是，本

次流调工作实现了国家、省、市三级协同。”马

超介绍。在疫情发生后的 3 天时间内，国家疾

控中心共派出 21 人的流调队伍，福建省下派

超 40 人，福建各地市抽调 105 人。三级流调队

伍迅速整合编成 6 个流调大队，实现了“联合

排查，纵向协同”，依靠“国家队”的丰富经验和

地方队伍对本地情况熟悉的信息

优势，既保证专业性，又提升效率。

与 此 同 时 ，莆 田 迅 速 实 现 公

安、公卫、工信的信息协调机制，充

分应用大数据技术和相关信息化

系统开展流调和转运工作。

“疫情发生的 3 天内，基本实现

一旦出现阳性感染者，联合工作组

1 小时内掌握核心信息、4 小时内完

成流调轨迹核查、24 小时内完成流

调报告。”福建省疾控中心主任郑

奎城介绍。

据本次疫情的定点治疗医院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党委副书记、院

长蔡建荣介绍，本轮疫情确诊病例

的救治工作得到各级专家的大力

支持。目前，来自福建省立医院、

省儿童医院等全省各地的专家、医

护人员 160 多人，与北京、上海、广

东、浙江等省份专家一起，全面负

责隔离病房大楼的救治工作，担负

起治疗最重要的任务。

理顺工作机制，更好融合当地

医院管理团队。福建省、莆田市两

级卫健委组建工作组进驻定点医

院，负责协调省市两级资源。救治

团队本着扁平化的原则设立了医

疗救治组、护理管理组、院感组、后

勤保障组、纪检监督组等 5 个工作

小组，省级专家担任组长，医院相

关科室负责人担任副组长，统一在

临时党支部的指挥下开展工作，整

个定点医院转入战备状态，发挥了

强有力的战斗力。

重症病例“一人一策”，儿童病

例精准施治。本次莆田确诊病例

中有 2 例重型病例，由国家、省、市

三 级 专 家 联 合 讨 论 制 定“ 一 人 一

案”的治疗策略，目前两位重症患

者生命体征平稳，均转为普通型病

例。临时党支部书记、福建省立医

院党委副书记李红介绍，针对本轮疫情中儿童

患者人数较多的情况，医院储备了足够数量的

儿童呼吸机、监护仪等抢救设备，组建儿科、呼

吸、重症和护理医疗救治团队，对儿童患者救

治给予有力指导，目前儿童病例均为轻型或普

通型。

福建省立医院援莆医疗队充分发挥多学

科、多专业优势，结合定点医院实际情况，从医

疗管理、护理管理、院感管理和后勤管理 4 个

方面，制定了 100 项管理制度，指导定点医院

的救治和管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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