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宝现在多重了？”浙江省台州

市援疆医生秦涛问道。5 月底，记者随

他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

尔 市 第 九 团 ，回 访 他 曾 经 的 小 患 者

——8 个月大的小艾。

“好得很，都 10 公斤了。”小艾的爷

爷艾麦尔·亥麦尔热情地迎了上来，他

怀里的小艾正咧着嘴笑，看起来活泼

健康，“多亏你们救了他！”

2021 年 11 月 23 日，小艾因为肠梗

阻 导 致 肠 坏 死 ，一 度 在 生 死 线 上 徘

徊。艾麦尔抱着他来到第一师阿拉尔

医院求助。“他的肚子像快要撑破的气

球，心跳特别快，还呕吐。”说起当时的

情况，艾麦尔仍心有余悸。

经过 3 个小时的手术，小艾终于脱

离危险。

“以前我们当地人生了大病都跑

外地去看，不仅花费多，还容易耽误治

疗。现在，家门口的医疗水平越来越

高，我们看病更放心了。”艾麦尔告诉

记者。

小艾的故事，是新疆医疗条件改

善的一个缩影。阿拉尔医院医疗水平

的提升，离不开台州市的持续援助。

2010 年以来，台州市援疆指挥部

投入资金 3.2 亿元，建成 36 个医疗项

目 ，改 造 114 个 连 队 卫 生 室 ，为 一 师

阿 拉 尔 市 医 疗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贡 献

力量。

“ 更 重 要 的 是 ，我 们 要 留 下 一 支

‘不走的医疗队’。”台州“组团式”医疗

援疆团队领队王锦栋说，近年来，台州

“组团式”医疗援疆团队持续发力，多

学科帮扶援助，变输血为造血。

医疗援疆团队深入实施“青蓝计

划”“胡杨林计划”，培养优秀骨干医疗

队伍和后备学科带头人，提升科室管

理 能 力 、业 务 能 力 、科 教 研 等 综 合 能

力 。“ 援 疆 医 生 们 带 来 新 理 念 和 新 技

术，帮助我们当地医生提升了技术水

平 ，让 我 们 能 更 好 地 为 当 地 群 众 服

务。”阿拉尔医院手术麻醉科住院医师

阿曼古丽·艾海提说。

“不只是前方援疆医生，整个台州

的医疗资源都在为阿拉尔市服务。”台

州援疆指挥部党委书记、指挥长李震

杰表示，台州援疆指挥部充分调动后

方 资 源 ，实 行 全 方 位 结 对 、立 体 式 帮

扶，助推阿拉尔医院医疗服务水平再

上新台阶，造福当地各族群众。

浙江台州开展“组团式”医疗援疆——

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本报记者 阿尔达克

“每天看着游客来买自己家乡的

核桃，心里甜滋滋的。”在新疆乌鲁木

齐市二道桥国际大巴扎，来自和田地

区墨玉县的销售员乌妮恰姆说。

乌妮恰姆在老家是一名种核桃的

农民，通过招聘来到国际大巴扎，因认

真负责成为公司优秀员工。“现在，每

个月平均工资能拿到 4500 元，效益好

了还能拿到 6000 元。”乌妮恰姆说。

国际大巴扎的阿凡提水果巴扎是

新 疆 果 业 集 团 打 造 的 一 站 式 销 售 平

台。这里也是汇集新疆南北水果、干

果的实体体验店，有葡萄馆、核桃馆、

沙棘馆等 13 个主题馆。近年来，新疆

果业集团打造疆内收购、疆外销售两

张网，阿凡提水果巴扎也成为当地的

“网红打卡地”。

新疆果业集团大唐丝路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杨永翔说：“我们围绕

新疆特色林果产业化发展做好文章，把

产地和市场更好地连接起来，抓好收购、

销售两张网建设，服务‘三农’助增收。”

在疆内收购网建设上，新疆果业集

团围绕新疆特色林果产业化发展，在阿

克苏、和田、喀什等林果主产地建设 17
个仓储加工交易集配中心。与此同时，

引进、新建加工生产线 70多条，大力实施

贮藏保鲜、果品加工、质量控制、供应链管

理等全产业链的科技成果应用转化，直

接、间接带动 200万农村人口增收。

在疆外销售网建设上，新疆果业

集团与各地知名第三方平台合作，形

成以“新疆农产品交易中心”为平台，

以“西域果园”为代表的新疆农产品品

牌。如今，新疆果业集团的生鲜店、销

售网点遍布广州、成都、武汉等城市，

2021 年实现收入 96 亿元。

吐鲁番葡萄、哈密瓜……在位于乌

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北

区工业园的新疆果业集团电商运营中

心，这些都成为“爆款”特色农产品。新

疆果业集团还发布红枣、核桃、葡萄干现

货价格指数，打通疆内与疆外、线上与线

下的市场信息、产品标准、物流、交易通

道、金融服务，进一步提升了新疆农产品

在国内外市场的话语权和定价权。

截至“十三五”末，新疆林果年产

量达 845.8 万吨、产值达 522.92 亿元，

果农人均林果纯收入突破 6100 元，占

总收入的 44.7%。其中，若羌县、温宿

县等林果主产县占比超过 70%。

疆内收购、疆外销售，新疆果业集团——

特色林果 畅销各地
本报记者 胡仁巴

6 月的新疆，瓜果飘香。行走天山南北，

随处可见祥和繁荣的景象。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新 疆 各 族 儿 女 牢 记

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

的治疆方略，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

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疆。特色产业发展势头强

劲、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释放普惠红利……一幅幅和

谐美丽的画卷正在新疆大地铺展开来。

培育壮大新疆特色优势产业

5 月，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阿热勒乡万方

村里，处处是玫瑰花的芳香。

“靠着这些花儿，我们的钱袋子越来越

鼓！”村民吾布力·阿卜杜艾尼喜上眉梢，去

年，他家 8 亩玫瑰田亩均收益达到 4500 多元。

万方村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经济

基础薄弱。“虽然我们有种植玫瑰花的传统，

但是因为种植分散，效益一直不好。”万方村

党支部书记买吐地·买提斯地克说，2017 年，

国家能源集团新疆化工有限公司“访惠聚”驻

村工作队在村里打造了玫瑰高产示范园，在

提质增效上下大功夫。2021 年，万方村成立

万方园合作社，连片种植了 500 亩玫瑰。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

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推动工业强基增

效和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疆特色优势产业，

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如今，新疆各地特色产业发展质量不断提

升，为乡村振兴打下更坚实基础。在喀什地区

伽师县一处果园内，紫红色的果实上均匀包裹

着白色的果粉。望着已经挂果的 10 亩西梅，

伽师县铁日木乡霍加艾日克村果农卡米力·苏

拉依曼眼带笑意：“去年我们家西梅收入达到

5.5万元，今年有希望卖到 9万元。”

“你的西梅会卖得越来越好。”县农业农

村局干部告诉他，县里已经引进 6 家深加工企

业，利用西梅研发生产果汁、果干、果酒等 6 种

产品。预计两年后，西梅产业总产值将突破

百亿元规模。

为更好解决新疆特色农产品销售难题，

新疆持续推进“两张网”建设，疆内收购网全

面覆盖林果生产区，仓储加工交易集配能力

达 500 万吨，疆外销售网点达 5370 个。此外，

新疆还注重发挥对口援疆机制作用。对口援

疆省份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进行扶持，

让受援地特色产业得到更好发展。

如今，新疆特色产业发展格局进一步刷

新。2022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培育壮大优势产业，加快构建具有新

疆特色、惠及各族群众、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

代产业体系。新疆积极推进葡萄酒、乳制品、

民族医药等特色产业发展，带动各族群众持

续稳定增收，进一步提升天山南北各族群众

的获得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每逢周一或重要节日，新疆塔城市哈尔

墩社区的一个农家小院都会升起一面五星红

旗。小院的主人是一名维吾尔族老人，名叫

沙勒克江·依明。一个普通农家小院，为什么

要升国旗？

2009年夏天，沙勒克江召集全家人说：“维

护民族团结，我们不能当局外人。从明天起，

在院子里升国旗，把爱国精神传递出去。”沙勒

克江的提议，得到了全家老少的一致赞同。

渐渐地，参加升旗仪式成为附近居民生

活的一部分。每逢周一或重要节日，大家都

会自发来到这个小院。“各个民族的邻居来

到这里，一起唱歌跳舞，聚一次好像就更亲

近一些。”每次升国旗都来参加的邻居陈锡

红老人说。

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

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各民族要相互了解、

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

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在第

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

牢记总书记嘱托，新疆各族群众在长期交

往交流交融中，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

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

不断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

2016 年 10 月，自治区启动“民族团结一家

亲”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从此，满载真情的

“民族团结一家亲”列车在新疆大地上穿梭，传

递着新疆各民族亲如一家、不分你我的浓厚情

谊。2021 年，全疆 120 多万名干部职工与 160
多万户各族基层群众结对认亲。近年来，新疆

干部职工在结对认亲中累计走访各族群众 1.7
亿多户次，办实事好事 2400多万件。

阿克苏市王三街维吾尔族商户阿曼古力·
托合尼亚孜和兴隆街汉族商户安生福是在 2016
年 12 月的一次民族团结联谊活动上结对认亲

的。“我们两家有事的时候互相帮忙，没事的时候

经常走动，早就像一家人了！”阿曼古力说。

不止在阿克苏，新疆各地民族团结的先进

模范层出不穷，守望相助的暖心故事处处涌

现。库尔班·尼亚孜，十几年如一日，坚持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深播

撒进各民族孩子心中；阿尼帕·阿力马洪，收养

不同民族的孩子，成为 19 个孩子的妈妈，用真

情谱写民族团结互助佳话：库尔勒市民曼苏尔·
帕塔尔和买买提·努尔东跨越 4700 公里，自费

替江苏货车司机赵序磊把车开回徐州老家……

如今的新疆，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和衷共

济，处处充满了温暖和力量。

让大美新疆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

谈会上强调，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坚决守住生态保护红线，统筹开展治

沙治水和森林草原保护工作，让大美新疆天

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蓝天白云下，数百匹普氏野马在荒野中

悠闲觅食，不时有野驴和鹅喉羚成群跑过，扬

起阵阵尘土……这里是位于准噶尔盆地东部

的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

区，是我国唯一温带荒漠有蹄类野生动物集

中分布区，濒危物种普氏野马的原生地、世界

规模最大的野放栖息地和繁育地。

近年来，随着新疆对珍稀濒危和特有种

群的抢救性保护力度不断加强，野生动物重

要栖息地不断恢复，种群数量不断增加，在卡

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普氏

野马、鹅喉羚等有蹄类野生动物的数量也在

大幅增长。截至目前，保护区内野放野马总

数已达到 328 匹，是 2001 年第一次野放野马

总数的近 10 倍。

近年来，新疆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坚决守住生态保护红线，统筹开展

治沙治水和森林草原保护工作，让各族群众

共享蓝天白云、清水绿岸、鸟语花香。

今年 4 月，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干

部群众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种下 30 万株梭

梭和 2 万棵胡杨，这也是该县连续第二十四年

持续开展大型植树活动。

且末县，东隔车尔臣河与沙漠紧邻，生态

环境极其脆弱。在这里，河东沙漠区域已建

成以梭梭和芦苇为基础的生态屏障。近年

来，随着这道生态屏障不断向前推进，当地人

居环境持续改善。

且末治沙，是新疆推进生态改善的一个

缩影。2021 年，新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

设，恢复湖泊湿地面积 226.5 万亩，完成造林

265 万亩，草原修复治理 634 万亩，退耕还林

57 万亩，治理沙化土地 659.9 万亩，新疆的天

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

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让新疆各族群众享

受到实实在在的红利。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

西北边缘的阿克苏地区，在持续推进生态治理

进程中，走出了一条以林养林的路子，带动群

众致富增收。如今，当地农民年人均林果收入

超过 5000元，占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 1/3。
5 月，新疆首个入选全国第一批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的项目在阿克

苏地区集中开工，总投资超 50 亿元，计划用 3
年时间对阿克苏河流域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改

造提升。

从准噶尔盆地到塔克拉玛干沙漠，从帕米

尔高原到塔里木河，新疆的生态画卷翻开了新

的篇章，天山南北处处洋溢着生机与希望。

图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奇台农

场职工在田间劳作。

王志清摄（影像中国）

图②：新疆伊犁边境管理支队民警为牧

民送药并讲解使用方法。

王 帅摄（影像中国）

图③：新疆布尔津县禾木村景色。

徐光健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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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深处，塔里木河上游，新

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Ⅰ标项目

部施工现场一片繁忙。项目经理

李东飞说：“我在这里已经战斗 3
年了。”这一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

程建设完工、投入使用后，将对改

善水资源供需矛盾、保障生态用

水、促进南疆地区发展发挥重要

作用。

新疆地区干旱少雨，发展必

须抓住水这个“牛鼻子”。行走在

西北边疆，一首民歌唱出了群众

心声：“哎！塔里木河呀，故乡的

河，你用乳汁把我养育，母亲河。”

歌声中尽显依水而生、因水而兴

的 勃 勃 生 机 。 然 而 曾 有 一 段 时

间，塔里木河流域生态恶化、水质

下降。新疆老水利人魏军回忆：

“当时下游河道断流、湖泊干涸，

大片胡杨林死亡。”痛定思痛，当

地启动综合治理，改善流域生态、

调 节 水 流 水 量 ，取 得 明 显 成 效 。

实践表明，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

持续发展，必须统筹做好节水、蓄

水、调水文章。

改善水生态，以生态美带动

百姓富。“以前出门是沙包，现在

家门口建起小公园。”今昔之变，

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

四团六连职工李爱德心生喜悦。

如今，蜿蜒的塔里木河在沙漠中

形成一道“绿色生态走廊”。在塔

里木河流域，灰鹤、麻鸭、马鹿等野生动物越来越多，浩

瀚沙漠中，草木婆娑、飞鸟翔集的风光重现。良好生态

环境，为各族群众带来普惠的民生福祉。

实现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要保护好山山水水，更

要立体施策。农业生产，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节

水灌溉滋润着粒粒种子；呵护生态，退耕造林、治理沙

化、城市绿化稳步推进，湿地保护率逐年提高；产业转

型，严控污染物排放，压减高耗能生产，发展方式转型

升级……从生产到生活，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态修复

到生态涵养，统筹水资源开发配置同经济发展、生态

环境保护的关系，大美新疆山绿水清的壮丽画卷正徐

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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