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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援疆干部于君馆长 蒋新珍摄

孙丕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一八五团文联名
誉委员、书画协会名誉主席。系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甘
肃书画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甘肃国画院副秘书长。

观其笔下写意花鸟，取材生活，追求将客观物象
的灵性与主观心境的情感相融合的意境，赋予画面一
种清雅多趣的效果。其作品多次入展国内书画展。

于君，黑龙江农垦总局对口援建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的文化援疆干
部、黑龙江第二批三年期援疆干部队伍
中唯一的女性。她任职十师文化局局长
助理后不到两年时间，全师精神面貌焕
然一新，广大干群交口称赞，称她为

“北屯军垦文化的使者”。

感悟“屯垦戍边”精神

2014 年 2 月，于君告别家乡父老乡
亲，来到祖国西部边陲新疆建设兵团十
师所在地北屯市。满腔热情的于君不顾
旅途劳顿，克服时差、水土不服的困
难，立即和援疆干部深入边境团场调研。

在调研中，第一代军垦人可歌可泣
的“屯垦戍边”故事深深打动了于君。
她坚定地说：“我敬仰长在风里、长在荒
漠里的屯垦戍边精神，为了这里坚守国
土的人们，我愿意选择辛苦。”

建设北屯图书馆

调研走访中，细心的于君发现整个
十师辖区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竟没有一
家图书馆。于是，于君负责实施北屯图
书馆这一援疆项目的建设。

从开工建设到开馆营业的 300 多个
日日夜夜里，于君奔赴黑龙江、北京、
湖北等数十个省市，为图书馆“筑巢”
和“招蜂引蝶”，为北屯文化产业取经。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5年初，设有幼
儿、青少年、老年、文献、数字等 6 个阅览
室的北屯市第一座图书馆落成。该图书馆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捐赠，共计图书 12 万
册，图书种类1.2万种，杂志180种。

如今，图书馆已成为十师一张靓丽
的文化名片，当地群众精神生活的圣
殿，“到图书馆去”成了十师人一种新的
生活方式。北屯市掀起了全民看书的热
潮，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来此参观考察。

于君没有停止建设图书馆的步伐，
不久的将来，人们可通过移动设备登录
十师北屯市的数字图书馆进行阅读。

创建红色教育基地

2015年初，十师北屯市博物馆开工
建设。为了准确把握历史，探究文化渊
源，于君不分昼夜地翻阅了大量历史文
献资料，奔赴各地博物馆学习取经。她
认识到屯垦史是博物馆的精髓，因此屯
垦老物件的征集显得尤为重要。

“每一位军垦老人都是一段军垦历
史，我们不仅要向他们征集老物件，更要
向他们致敬，继承和发扬老一代无产阶级
革命家屯垦戍边的光荣传统。”于君对征
集组的工作人员叮嘱道。她在走访每位老
军垦、老革命、老前辈时，会尽心竭力地向
他们宣传建设博物馆的意义和作用。“这

妮子脱了几层皮地干活，就是为了给娃儿
们留下军垦文化，支持她！”这些前辈被这
个东北姑娘的真诚感动，纷纷将压箱的宝
贝、陈年老物件捐赠出来。

于君指着陈列架上缀满补丁的棉大
衣、磨损到手掌大小的砍荒镐等3000余
件老物件，对前来参观的人们庄重地
说：“这些老物件是我们博物馆最珍贵的
藏品，见证了第一代军垦戍边人是以怎
样的方式、付出多大的血汗才谱写了今
天幸福生活的历史。”

在博物馆进行紧张的二期装修期
间，于君自费去武汉博物馆、宋庆龄故

居和街头博物馆取经，一个“以十师博
物馆为中心，连接 184团的 4连、185团
的西北之北、183团的锡铂镀、186团的
战备地道”，创建立体式红色教育基地的
设想即将成为现实。

北屯文化新现象

于君始终不忘文化援疆的责任和使
命，努力通过文化来提升北屯文坛的水
平，拓展北屯人们的视野。她用细腻的工
笔画让北屯的山水充满了诗情画意，如同
大美无言的画卷，铺陈在天地间；她用柔
软绵长的文字，使人们曾经在生活的磨砺
下渐渐麻木的感情饱满起来；她对诸多事
物的生动演绎，为北屯文坛的写作树立了
标杆。

她的长篇理论文章 《弘扬北大荒精
神与兵团精神为师市发展注入不竭动
力》，详尽地阐述了北大荒精神和兵团精
神的同根同源同脉。

一人援疆全家援疆

在援疆工作期间，于君将边远贫困山
区的现实生活照片发给家人和亲朋好友
后，他们纷纷为贫困山区的人民捐款捐物。

她身患癌症躺在病榻上的父亲，在
电话里对她说：“好好为新疆人民服务，
做出成绩来，就是对我最好的照顾。”

于君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沉甸
甸的援疆责任，是一种伟大的感情能
量，它让我在失去父亲的悲痛中找到慰
藉，让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援疆事业中。”

近日，新疆库车县乌尊镇布克其村全村妇女共同见证
了苏绣大师姚惠芬与库车刺绣姐妹花哈那依先·艾尼瓦尔
和米热古丽·艾尼瓦尔合影留念，喜结对子，共话刺绣。

据了解，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接见的刺绣姐妹花回到家
乡后，想开办一家刺绣合作社带领全村妇女致富。此次与苏
绣大师结下“绣缘”，将促进民族刺绣与苏绣的深度融合。图
为两姐妹与姚惠芬一见如故，互赠礼品。 周 旋摄

本报电（王宝君、王雪荣） 今年以来，阜康市委积
极探索党员领导干部廉政教育新路子，抓住岗位职务任
前、任内、离任3个关键节点，创造性地开展了一系列彰
显特色、人文关怀、载体多样的教育活动。

任前引导。领导干部岗位职务变动前，市委会组织
开展集体廉政谈话，进行廉政知识测试、签订廉政承诺
书等一系列引导式廉政教育。2015 年，组织新任领导干
部集体廉政承诺1场次，30多名领导干部签订了廉政承诺
书并参加了廉政知识测试，集体观看了廉政警示教育片。

任内爱护。阜康市委充分利用节假日进行“爱护式”
提醒教育及个人重大事项提醒教育。开展“廉政亲情寄语”
征集活动，将寄语编成短信，发送给每一位党员干部，运用
亲情的作用，共筑反腐倡廉的家庭防线。今年以来，共发放
廉政贺信 22000 余封、廉政语音提示 1700 余条、廉政短信
1200条，印刷廉政微信期刊19期。

离任关爱。市委也时刻关注党员领导干部临退二线
时的心理落差，通过发放廉政心理辅导资料等形式对其
实施有效疏导，使其牢固树立“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思
想。

市委书记王志华说：“对于基层党员领导干部，一方
面要严抓党风廉政建设，另一方面也要体现人性化的关
爱教育，使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真切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从而自觉树立廉洁意识。”

本报电（记者赵珊） 12月1日至
5日，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
的 60 位枣农带着新收获的“若羌
枣”在北京开启了为期5天的红色之
旅。

12 月 1 日，60 位若羌枣农观看
了天安门升旗仪式，随后，来到国
旗护卫队营地，将自己亲手种植的
红枣送给国旗护卫队的战士。伴随
着枣农艾力·麦明的铿锵手鼓声，枣
农麦麦提江·卡米力弹奏都塔尔并为
国旗护卫队战士演唱了维吾尔族歌
曲《毛主席的恩情永不忘》。

12月2日，若羌枣农在八达岭长
城举行送红枣活动，让游客品尝来
自新疆的味道，激发了他们生活在

“中国最优红枣之乡”若羌的自豪
感。之后，枣农前往中国革命圣地

西柏坡，参观七届二中全会旧址和
伟人故居。随后又赶赴邢台革命军
人干休所举行“若羌红枣送亲人”
活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
到了经济农作物种植行列，依靠新
型农业发家致富。新疆是中国著名
的瓜果之乡，红枣种植面积占全国
总种植面积的近1/3，盛果期产量占
到全国总产一半以上。

以红枣为代表的农副产品不仅
销往内地，新疆作为“一带一路”
的核心区，对外出口的农产品也在
逐年增加。随着新疆农业现代化发
展，面向中亚等地的外向型农业逐
渐成为新疆农业发展中的新热点。
据海关统计，2014 年仅新疆口岸就
出口农产品 42.8 万吨，与 2013 年同

期相比增加 11.9%，货值 32.7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23.2%。

随着新疆农业的不断转型和深
化改革，以若羌枣为代表的经济农
作物正在开启新疆各族人民的财富
之门，奏响“一带一路”经济发展
的强音。

2015 年，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
县扶贫开发工作按照“精准扶贫、重
在实效”的要求，围绕“九通、九
有、九能”的建设标准，按照“缺什
么、补什么”的原则，实现 1088 户
3483 人脱贫致富，全县贫困户人均
纯收入增加了1200元以上。

吉布库镇达坂河牧业村是州级扶
贫开发重点村。今年以来，奇台县把
该村扶贫开发整村推进作为工作重
点，累计投入资金1003.3万元，实施
项目 12 个，通过铺设柏油道路、安
装乡村巷道路灯、改造贫困户危房、
修缮牛羊棚圈等举措，使全村生产生
活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

乌姆提汗 2014 年从山区搬迁到

达坂河牧业村定居。经过奇台县组织
的劳动技能培训后，她每天和姐妹们
一起到天河刺绣专业合作社做工，也
尝到了劳动致富的甜头。

据了解，2015年，奇台县整合各类
资金1600余万元，改造贫困户危房310
户，硬化道路21公里，修建圈舍119栋
……使1189户、3279人受益，贫困户生
产发展的积极性得到显著提高，整村脱
贫致富的步伐加快，帮扶型贫困人口人
均收入达到或超出全县平均水平。

县委书记李新光说：“新疆脱贫
攻坚战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
刺阶段，县委县政府将带领各族群
众，尽早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决不拖
全区的后腿！”

于君：

军垦文化的使者
王宝君 蒋新珍

魅 力 新 疆

新闻周刊新闻周刊

人 民 日 报 海 外 版 编 辑 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外宣办 合办

阜
康
创
新
廉
政
教
育
新
路

阜
康
创
新
廉
政
教
育
新
路

苏
绣
大
师
结
对
库
车
刺
绣
姐
妹
花

““若羌枣若羌枣””播撒新疆味道播撒新疆味道

孙丕俊笔下的花鸟情趣
崔文魁

奇台县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奇台县扶贫开发整村推进
王宝君王宝君 安安 涛涛

一段相濡以沫的情缘
杜炳勋

一个高位截瘫的普通人，18年与3位
维吾尔族孩子结下“父子”情……

如今，3个孩子陪赵刚聊天 杜炳勋摄

若羌枣农代表向国旗护卫队战士送红枣
（图片来源：中国网）

察看牧民定居點建設情況察看牧民定居點建設情況

过去，赵刚给3个孩子辅导学习 杨俊辉摄

赵刚，汉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二
十九团的 42岁高位截瘫残疾人。在自己的移动通
信营业厅里，只要听到两个维吾尔族青年对他
说：“干爸、干爸，我们回来啦！”办理业务的他
就会转过轮椅，开心地对前来交费的群众自豪地
说：“这是我的两个干儿子，还有一个没有回来，
可能是工作太忙，能理解……”

这一切得从18年前说起。

如同一家人

1997年1月的一天，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维吾
尔族农民阿拉木江夫妇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不远千
里来到二十九团谋生。他们初来乍到，举目无
亲，四处寻找住房没有着落。天慢慢黑了下来，
寒冬时节，气温降至零度，3 个孩子冻得哇哇乱
叫。阿拉木江抱着一线希望推开了一家网吧的
门。坐在轮椅上的小老板赵刚见此情景，赶紧让
人腾出一间住房，像招待家人般地安排他们住了
下来。第二天，赵刚又吩咐家人给孩子买来食品
和玩具，无偿拉来柴火、煤炭、米面油盐等生活
必需品。阿拉木江一家人感动不已，决定在这儿
长期打工。

赵刚见3个孩子无人照管，便主动提出帮忙照
看。从此，高位截瘫的赵刚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
困难，买来笔墨书本，找来一张小木桌放在轮椅
前，教孩子们学习汉语。阿拉木江夫妇看在眼
里，喜在心头。一年过去了，该进学校的大巴郎

（维吾尔族称男孩为巴郎） 阿里木江不愿意回老家
上学，赵刚二话没说，叫人推着轮椅来到当地的
学校给孩子报了名，交了全年学费。入学那天，
两人击掌约定，赵刚每天给阿里木江买一样好吃
的东西，阿里木江学习好了还会有奖励，阿里木
江高兴地背着书包走进了学校。

看着哥哥阿里木江每天快乐地上学，整日开
心地谈论学校发生的事情，弟弟阿德江、阿比江
羡慕不已，都不愿回老家上学。在赵刚的资助

下，他们也相继走进了当地的学校。
一天，恰逢赵刚的生日，阿拉木江特意杀了

一只肥羊，做了十几个菜。席间，最小的阿比江
双手端着酒杯，跪在赵刚面前，祝“干爸”生日
快乐。老大阿里木江、老二阿德江跟着上前敬酒
说：“和爸爸在一起，感觉很温暖！”“爸爸您放
心，我们给您养老送终。”3 兄弟拥着热泪盈眶的
赵刚。从此，赵刚认下了3个维吾尔族干儿子，供
他们上学直到中专、技校毕业。

争气三兄弟

一声声“干爸”叫得赵刚心里乐滋滋，赵刚
像亲生父亲一样给他们讲诚信做人的道理，传达
党的富民政策和大胆创业的观念。2009 年，赵刚
无偿提供万元资金，帮助老大阿里木江开起了小
饭馆。

2010 年，阿里木江想发展养殖业，但是缺乏
启动资金。赵刚得知这一情况后，从家里拿出5万
元，资助他买羊建围栏，并租用了十几间废弃的
平房供全家人居住，从书店买来养殖书籍，传授
他科学饲养方法。当年，羊群发展到 400 多只，
年收入超过10 余万元。

2011 年，老二阿德江在赵刚的资助下回到老
家承包了500多亩土地，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店，娶
了一个漂亮的媳妇，收入颇丰。老三阿比江帮着
大哥卖羊肉，同时经营一家小餐馆，日子过得红
红火火。

如今，3 兄弟陆续成家立业，买了楼房、汽
车，有了自己的子女，孩子们都叫赵刚“爷爷”。

珍视这段情

赵刚先后卖过报纸、冷饮，摆过地摊，开过
网吧。2010 年，他在城里开始经营一家移动通信
营业厅。

3 个干儿子三天两头来到赵刚身边陪伴他，
伺候赵刚的生活起居，为他打扫卫生、整理房
间，推着赵刚外出散步、聊天、晒太阳。他们总
会拿出当年赵刚辅导他们学习的那张珍贵照片
看，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小时候有幸认识了这个汉
族“干爸”，学会了许多新知识，懂得了做人道
理。

赵刚谈起与3个孩子相处的经历，感慨万千地
说：“认识他们是我的缘份，没有他们我也活不到
今天，看到他们过得很幸福，我也放心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