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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西 ，在 维 吾 尔 语 里 是“ 盐 碱 地 ”的 意

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尉犁县达西村曾经是

盐碱严重、人烟稀少的贫瘠之地。几十年来，

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硬是从盐碱地上走出了

一条致富路，昔日的贫困村变成了如今的小

康村。

发展电商，销路越来越好

“刚出炉的馕，薄脆中带着面香嘞……”

“这是我们村的梨园，果农们正在剪枝，

2024 年的香梨已全部摘完开始销售……”

村民王晓红带着自拍杆，将达西村的村

容村貌拍成短视频，上传到社交平台向网友

介绍自己的家乡：“大家多了解达西村，多看

看我们农特产品的生产过程，对我们产品的

信任度就会越来越高。”

2015 年，尉犁县电商协会落地达西村，

通过引入电商产业，帮助周边村民销售农特

产品。听说培训免费，不少村民放下锄头，拿

起手机和鼠标，干起了电商业务。王晓红就

是其中一员，如今已经是年销售额超百万元

的网店经营者。

“有专业人员手把手教，从账号注册、后

台运营，到产品营销，一条条讲得明白。”王晓

红说，第二年村里的香梨滞销，当时每公斤收

购价才 1 元钱，为了帮助果农减少损失，村里

组织电商统一销售。“我们以每公斤 2—3 元

的价格从村民手里收购，再经过包装后以成

本价销售。那年，大家齐心协力卖出了十几

吨香梨。”王晓红说，从那以后，自己的店铺生

意也逐渐有了起色。2022 年，王晓红帮助果

农销售葡萄干，7 天就卖出去 12 吨，现在每年

销售额稳定在 150 万元以上。

因为电商发展而受益的不只王晓红。罗

布麻茶、罗布麻蜜、尉犁小油馕、库尔勒香梨、

若羌红枣、昆仑雪菊……走进总面积近 3000
平方米的尉犁县电商直播基地，100 多种优

质农特产品整齐排列，不少主播正在直播。

直播基地设置尉犁礼物线下体验馆、快

递揽运中心、孵化培训中心等六大功能区，构

建了“农户生产+企业加工包装+电商销售+
物流配送”全产业链。直播基地负责人米日

阿依·阿西木介绍，目前有 38 名村民从事电商

产业，共培育出 14 家电商企业；基地在全县免

费培训电商人才 3100 余人；近 10 年来，引导

全县新开网店 138家，实现稳定就业 906人。

2024 年 ，达 西 村 村 集 体 收 入 230.55 万

元，电商成为拉动就业、促进农民增收、优化

产业结构的新动力。“电商搭建了达西村连接

外部世界的平台，农产品的销路越来越好，大

家收入也越来越高。”米日阿依说。

村子变美，游客越来越多

走进达西村，道路两侧的彩色围栏围起

一个个花坛，村党委书记夏提古丽·热合曼

说：“待到春夏时节鲜花盛开，整个村子都飘

着花香。”

夏提古丽曾是达西展馆的讲解员，累计

给 90 万人次游客讲解过达西村的故事，对村

里的点滴变化如数家珍：自来水、天然气入户

全 覆 盖 ，维 修 、新 建 柏 油 路 25.3 公 里 ，硬 化

7200 平方米泥土路面，村内主干道安装节能

路灯 200 盏，建起 550 米葡萄长廊，新建排污

主管网 3.87 公里、入户管网 21.5 公里……

随意走进一条小巷，整齐的房屋外墙上

用图画展现着达西村农业从纯人工劳作到机

械化、规模化生产的发展脉络，鼓舞着村民，

也装点着村容村貌。“我们陆续改造和美化庭

院大门围墙 260 余户，充分挖掘乡村休闲旅

游新功能。”夏提古丽说。

梨花节、星光夜市、丰收节、烧烤节……在

达西村定期举办的活动中，民间艺人和农牧民

文艺演出队带来精彩的民族音乐演奏、民俗歌

舞展演等，不断增强乡村文化旅游的吸引力。

“不只景美，我们这里还有不少游客喜爱

的研学课程。”夏提古丽介绍，从达西展馆到科

技馆，再到中华文化园，游客在这里能接受爱

国主义教育，还能体验优秀传统文化。2024年

1—11 月，达西村接待游客数量超过 5.1 万人

次，开展研学活动 32场次，近万人次参加。

喀哈尔·喀日每天打包寄出 100 多公斤

馕，加上实体店销售，旅游旺季日营业额有七

八千元；热孜完·卡哈把空房子腾出来改造成

了民宿，房前屋后的空地种上了水果、蔬菜，

游客住在农家院，体验采摘与特色美食；阿依

古丽·艾木尔建起了手工酸奶加工厂，生产的

酸奶、奶皮、奶酪等被游客当伴手礼带走……

目前，全村共有民宿 9 家、采摘园 16 家，旅游

旺季每户平均月收入达 1 万元。

2024 年，达西村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3.92
万元。“我们还打造了红色达西旅游民宿一条

街，可以为游客提供更舒适的游玩体验。”夏

提古丽说。

互帮互助，致富路越来越宽

石榴花开，籽籽同心。

走进石榴巷，巷道两侧矗立着错落有致

的建筑，每户门口的标识牌上都记录着动人

的故事：吐尔逊·司马义家，二十多年如一日

收养照顾患病的弃婴，是“无私大爱之家”；牙

生·芒力克吃苦耐劳，经营着一家烤包子店，

是“自主创业之家”；艾合买提·艾米都大力推

进庭院养殖，是“养殖能手”……

无论什么样的身份，达西村人始终记得：

“金银财宝不算真富，团结和睦才是幸福”，这

是达西村从历史发展中总结出的经验。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达西村维吾尔族

村民多以养殖和种植果树为生，汉族村民则

以种菜、种棉花为主。“有馕掰开一起吃！”上

个世纪，老支书沙吾尔·芒力克就号召村民互

相学习、互相帮助。

最早尝到甜头的是维吾尔族村民艾沙·

吾守尔，“我家 25 亩地全部种上棉花，汉族兄

弟带着我锄草、施肥、浇水。1990 年，我家年

纯收入就有两万多元。”

如今，艾沙·吾守尔把自己家建成了“同

心小院”，自己设计了民族团结示范墙、民族

团结故事墙、传统文化长廊等，摆放着 56 个

民族的剪纸肖像，给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述达

西村各族群众团结一心、增收致富的故事。

40 多年前，杜孟河一家从山东来到达西

村，村干部带领全村村民帮他们修建新居，“维

吾尔族兄弟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让我们住，把

热乎乎的馕掰给我们吃，我们的心暖了，眼眶

热了，寻思着就把这当家了。”杜孟河说。

几十年过去，民族团结依然是达西村不

断发展的密码，各族群众互相交流，齐心拓宽

致富之路。

村民李文龙刚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库尔勒市回来，好大哥吾买尔·尼亚孜在库

尔勒住院，他宁愿放下自己手里的农活，也

要去探望。“认识十几年，早处成了亲人。”李

文龙一直做装修生意，认识了吾买尔后，经

吾 买 尔 介 绍 在 达 西 村 买 了 房 ，双 方 成 了 邻

居。吾买尔家开了风情园，装修的事儿都交

给李文龙帮忙操办。风情园深受游客喜欢，

吾买尔对着李文龙竖起大拇指：“多亏了好

兄弟帮忙！”

达西村现在已有 318 户村民结成民族团

结对子。“这里的各族群众像沙漠里的胡杨一

样，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夏提古丽说，达

西村的美丽蝶变，离不开党的好政策，

更离不开各族群众的齐心奋斗，“只

要大家紧紧凝聚在一起，日子一

定一天更比一天好。”

新
疆
尉
犁
县
达
西
村
各
族
群
众
团
结
一
心
建
设
美
丽
家
乡—

—

拧
成
一
股
绳
，日
子
一
天
比
一
天
好

本
报
记
者  

李
亚
楠

■讲述·回信背后的故事R

2014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给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尉犁县达西村全体村民

回信指出，“把党的好政策落实到每家每

户，把生产搞得更好，把民族团结搞得更

好，让乡亲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好。”

10多年来，达西村牢记总书记嘱托，着

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电商产业、

充分开发旅游资源。在各族群众齐心奋斗

下，如今的达西村环境优美、产业兴旺、民

族团结，乡亲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编   者   

早上 6 点多，张玉立（见下图中，受访者供图）就从家里出

发，驱车 60 公里，抵达了河北邢台的西部山区。

“持琴！”清晨 8 点，悠扬的琴声准时响起，打破大山深处

的寂静。背靠大山、面临河流的广场上，张玉立正带着 10 余

个孩子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谱、拉着小提琴。

今年 70 岁的张玉立，退休前是文工团的小提琴手。自

2013 年起，张玉立开始为深山里的孩子义务教授小提琴。他

说，“把音乐送进大山，让琴声回荡在山间，是我做的最有意义

的事。”

“送教上山”，始于一个偶然的契机。2012 年秋天，张玉

立和同在乐团的几个朋友一起到位于邢台市冀家村乡的云梦

山登山游玩。秋日山景迷人，几人触景生情，便即兴演奏起

来。悦耳的琴声吸引了许多当地孩子。

“这是什么琴？这么好听！”不少孩子发出疑问，他们好奇

的眼神让张玉立久久不能忘怀。从云梦山回来的第二天，他

便拿上自己的相关证书，前往相关部门了解山区音乐教育情

况，并主动提出“去山区支教”。由此，位于太行山深处的冀家

村完全小学成了他音乐支教的“首站”。

“当我拨响四根琴弦，清亮的乐声让孩子们瞪大了眼睛，

连连发出‘哇’的惊呼声……”第一堂课的场景张玉立印象尤

为深刻，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触摸小提琴，这让张玉立更坚定了

“把琴声送进大山”的决心。

教学渐渐步入正轨后，张玉立还将支教的范围扩大到其

他 4 个同样偏僻的乡镇。山路崎岖，往返山间，张玉立乐此不

疲。“‘把琴声送进大山’不仅能够丰富孩子们的生活，还可以

帮助他们走出大山。”张玉立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以后，自

己开始有意识地挑选对小提琴有兴趣、有天赋的孩子，成立小

提琴班，利用课外时间进行专门训练。

2013 年 3 月，第一批“小提琴生”招了 24 人。教学时，孩

子们水平参差不齐，张玉立就耐着性子手把手教、一对一指

导。年龄最大的学生张明锟在张玉立的陪伴下，坚持锻炼柔

韧性，克服因为训练起步晚，在持弓时柔韧性差的难题。后

来，她成功考入宁夏大学音乐学院，凭借小提琴走出了大山。

年龄最小的“小提琴生”张明玉，2024年已升入一所幼儿师

范专科学校。张玉立在她通过小提琴演奏 8级考试后，曾从上海

购置了一把专业小提琴送给她，鼓励她坚持音乐梦想。“带动更

多的孩子热爱小提琴”，也成了她未来学习和工作的目标。

坚持“送教上山”12 年，张玉立招录了共计 11 批 400 余名

“小提琴生”。其中有 20 多名学生考取小提琴演奏 10 级证书，

多名学生在国家级、省级比赛中获奖，有 8 名学生因音乐特长

被高中录取。

2024 年 8 月，在邢台清风楼广场举办的一场“彩色周末”

文化惠民活动中，一曲小提琴集体演奏让众人眼前一亮，大家

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一支从山村里走出来的小提琴乐队。

2016 年开始，张玉立主动找到相关部门，带着艺术团一

起参加乡镇的文艺汇演。一场场演出增强了孩子们的信心，

也打响了艺术团的名气。“以前是我们四处找舞台，现在是舞

台直接‘找上门’。”张玉立说，如今，艺术团也从大山中走了出

来，有了更多机会参与省级、市级活动，未来还将走向更广阔

的舞台。

随着年龄的增长，2023年下半年起，在医生的建议下，张玉

立开始减少往返山区授课的次数。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练琴，他

在家附近自费租了一间小平房，改造成孩子们练琴上课的教室。

“以前是张老师上山教，现在轮到我们下山学。”在家长的

支持下，小提琴班的孩子们坚持利用周末的时间，相约着一起

乘车来到小平房里练琴学习。

“我和孩子们约定好了，只要他们想继续学，我就继续

教。”张玉立说。

张玉立不进山区的日子里，孩子们也坚持自主练习。夜

幕降临，山间总会响起悠扬的小提琴声。12 年前，张玉立把

琴声送进大山；12 年后，孩子们“踏着”琴声走出大山……

    河北邢台退休小提琴手张玉立

“送教上山”12 年

大山深处

琴声悠扬
本报记者   邵玉姿

■■守望守望R

本报哈尔滨 1 月 6 日电   （记者郭晓龙）

1 月 5日，2025冰雪旅游发展大会在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举行。大会以“激发冰雪消费活力   建

设冰雪经济高地”为主题，发布了《中国冰雪旅

游发展报告（2025）》《哈尔滨冰雪旅游发展报告

（2025）》以及 2025年冰雪旅游十佳城市等。

报告指出，2023—2024 冰雪季我国冰雪

休闲旅游人数为 4.3 亿人次，冰雪休闲旅游收

入为 5247 亿元。冰雪旅游市场热度不断攀

升，冰雪旅游消费的综合带动能力突出，2023—
2024 冰雪季我国冰雪休闲旅游的人均消费

为 1220 元，是 2023 年全国国内旅游人均消费

1002 元的 1.22 倍。2024—2025 冰雪季，我国

冰雪休闲旅游人数有望达到 5.2 亿人次，旅游

收入有望超过 6300 亿元。

大会上，哈尔滨市、沈阳市、长春市、呼伦

贝尔市、张家口市、北京市延庆区、牡丹江市、

伊春市、吉林市、阿勒泰地区获评 2025 年冰雪

旅游十佳城市。哈尔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

游局的“冰世界   雪天下”、长白山管委会旅游

和文化体育局的“长白天下雪，千里觅奇缘”

等案例获评 2025年冰雪旅游营销创新案例。

2025冰雪旅游发展大会在哈尔滨举行
本报北京 1 月 6 日电   （记者王浩）近

日，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编制的《引

汉济渭工程水资源调度方案（试行）》（以下

简称《方案》）获水利部印发实施，为规范引

汉济渭工程水资源调度，统筹协调汉江流域

用 水 及 跨 流 域 调 水 工 程 调 水 提 供 了 重 要

依据。

引汉济渭工程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

域，横穿秦岭，是从汉江流域调水至渭河流

域关中地区的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工程自

汉江干流黄金峡水库和支流三河口水库取

水，通过输配水工程向关中受水区供水，近

期多年平均调水量 10 亿立方米。

《方案》在统筹考虑引汉济渭工程水源

区和受水区用水需求，协调引汉济渭工程与

汉江流域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资源调度

的基础上，提出了引汉济渭工程的调度目

标、调度原则，确定了近期调水规模、供水范

围、年度调水量等，规范了水源工程、输配水

工程的调度方式，明确了调度权责、水量交

接、调度监测及信息共享、年度计划编制与

下达、执行与调整等管理要求。

引汉济渭工程水资源调度方案印发实施 本报西安 1 月 6 日电   （记 者张丹华）5 日 11 时 04 分 ，

G828/5 次列车从陕西省西安北站缓缓驶出，标志着西安至香

港直达高铁列车正式开行。这是陕西西安首次开行直达香港

高铁列车，也是西北地区首趟进港列车。

5 日首发的 G828/5 次列车途经华山北、洛阳龙门、郑州、

武汉、长沙南、广州南、深圳北等站，于当日 21 时 09 分抵达香

港西九龙站，全程 10 小时 5 分钟。当天，香港西九龙至西安北

G826/7 次列车于 9 时 07 分始发，20 时 01 分到达西安北站，运

行时间 10 小时 54 分钟。西安至香港直达高铁自 1 月 5 日起实

现每日双向对开，列车采用 CR400BF—Z“复兴号”智能动车

组重联运行，为旅客出行提供舒适乘车体验和充足运能保障。

西安至香港直达高铁列车正式开行

本版责编：张彦春   刘涓溪   曾亦辰   本版制图：蔡华伟

■快评R

达西村的发展变化说明，有党的好政

策，有各族群众齐心奋斗，就一定能让乡亲

们过上舒心幸福的生活。

生活中，村民们亲如一家。腾出房子

借住、掰开热馕一起吃……各族村民心连

心 ，邻 居 处 成 亲 人 ，有 事 尽 心 帮 忙 照 顾 。

团结和睦，是共同生活的基础，也是更加

幸福的保障。

致富路上，大家携手奋斗，村里能人带

头做电商，大家一起努力销售农特产品；建

设美丽家园，深度开发特色文旅资源……

曾经的贫困村，走出宽阔的致富路。“口袋

里要鼓囊囊，精神上要亮堂堂”，正是达西

村群众团结一心、勤劳致富的生动写照。

生活富足，齐心协力，相信达西村的未

来会越来越好。这样的村子，也将在祖国

大地上不断涌现，为民族团结、乡村全面振

兴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团结和睦

村里更富
孙佩瑾

▲学生们在尉犁县罗布麻种植基地参观。 奥   琼摄   

▶沙吾尔·芒力克（右一）和村民交流蔬

菜种植经验。 白佳丽摄   
▼达西村新貌。 蔡增乐摄   

▲王晓红在电商直播基地直播销售农

特产品。 刘   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