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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的宣讲队伍

中央开展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新疆自治区
党委高度重视基层宣讲工作，各地充分发挥主体
作用。短短几年，全疆形成了1.6万名的草根宣讲
员队伍、1万多人的干部宣讲队伍，涌现出一大批
敢讲会讲善讲、敢于发声亮剑、深受基层干部群
众欢迎的基层宣讲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会议表
彰了荣获“自治区基层宣讲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的伊宁市千名草根宣讲团等 20个单位及获得“自
治区基层宣讲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的皮山县木吉
镇巴格拉村农民阿卜力孜·阿巴斯等89人。

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强调，基层宣讲
工作关键是解决好“讲什么”“怎么讲”的问题。
一要讲透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和带来的巨大变
化，引导各族群众增强“五个认同”。二要干部、
教师、爱国宗教人士积极主动地讲，用好“五把
钥匙”，坚持“三管齐下”，切实增强各族群众明
辨是非的能力。三要讲准现代文化的引领方向，
引导各族群众走文明、科学、进步之路。四要讲
好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把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
摆在突出位置，感染、教育广大群众，引导各族
群众自觉珍惜和维护民族团结。

接地气的宣讲员

“草根宣讲员”生活在群众当中，最“接地
气”，了解群众的思想困惑。基层宣讲工作为新疆社
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已初步形成了“哪里有
群众哪里就有宣讲、群众在哪里宣讲就到哪里”的
宣讲格局。

喀什地区伽师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卡迪尔·依拉
斯作为代表，在会上作了题为 《我们的生活像伽
师瓜一样甜》 的示范宣讲。“那时生活条件太差，
很多孩子从来不吃午饭，家庭条件好的才能抱个
甜瓜或带个馕就着涝坝水当午饭。”如今苦尽甘
来，村里通了公路，孩子们也能享受义务教育政
策，卡迪尔感到十分自豪。他的宣讲生动而“接
地气”，受到当地群众的喜爱。

和卡迪尔一样，和田地区策勒县群众工作部
部长、策勒县信访局局长阿依古丽·吐送尼亚孜也
作为先进个人参会领奖。早在 2011 年，为解决
2002 年以来沉淀的未就业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毕
业生的就业问题，新疆部署开展未就业普通高校毕
业生赴援疆省市培养工作，阿依古丽作为带队辅导
员护送学员到天津深造。如今，阿依古丽不仅是策
勒县的一名干部，还早就当上了基层宣讲员。

多彩的宣讲形式

草根宣讲员直接来自于基层，他们对基层实
际上发生的情况和问题，有着自己切身的把握。
他们的宣讲内容贴近百姓生活，在群众中获得更
大的、更直接的认可。

今年68岁的杜玉莲是百泉镇榆树村的村民，喜

欢以打快板的宣讲方式抒发自己的所思所想。“对面
住着汉族老大妈，西头住着维吾尔族亚森家，亚森
家的奶奶慈善又开朗，平时喜欢招呼邻居来跳舞，
看到老人搬挪音响很吃力，汉族老大妈急忙上前把
忙帮，维吾尔族奶奶抱住汉族老大妈，左右脸上亲
几下，真是咱的好丫头。”这段民族团结的故事原型
就在榆树村。杜玉莲的快板生动而富有画面感，村
民们都爱听。

阿不都艾力·阿不都克力木今年55岁。2012年
7 月，阿不都艾力创办了“文化大院”。院里的文
化专柜摆放了群众喜欢阅读的图书和关乎群众利
益的宣讲资料，还有群众喜欢看的影视碟片以及
播放设备。“开始创办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后
来村民们都很喜欢，每周都会开展活动。”阿不都
艾力说。村民常说“文化大院”好看、好玩、好
用，有时是不由自主地想走进去。目前，乡里的5
个村子设立了30个“文化大院”。

宣讲员在维泰大厦展厅了解乌鲁木齐经
济技术开发区 （头屯河区） 发展情况。

图片来源：天山网

爱国守边跟党走

上世纪 30 年代，步入中年的艾
孜孜汗·阿布力克木由于为人正直、
勤劳勇敢，成为塔什库尔干县皮斯岭
沟一带最有威望的长者。驻守塔什库
尔干县的守军邀请艾孜孜汗·阿布力
克木带领族人们为驻军义务守边。满
怀一腔爱国热情的艾孜孜汗·阿布力
克木欣然接受了这一请求。

1949 年 10 月，新疆迎来和平解
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后，严格
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带领新疆各
族群众恢复生产，保卫边疆各族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新疆的面貌焕然一新。
感受到新旧社会变化的艾孜孜汗·阿
布力克木把族人召集到一起，立下了
红色家训：所有子孙后代一定要爱国
守边，跟着共产党走。

“石头铭”折射固边情

在艾孜孜汗·阿布力克木的熏陶
下，他的两个儿子也相继加入了中国
人民解放军。

1974年，卡德尔·阿布力克木离
开了工作、生活、战斗了 20 多年的
部队，转业到了地方工作。回到家
中，他把儿子龙吉克·卡德尔叫到身
边，希望他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把
红色家训传承下去。

1995 年 8 月的一天，卡德尔·阿
布力克木在帕米尔高原直通瓦罕走廊
边境前沿的一块石头上刻下了“守边
爱边最光荣，望我子孙守边爱国一辈
子”的赤诚誓言，将自己对爱国护边
的内涵进行了新的提升和充实。

至今，经历了 20 多年风雨洗礼
的“石头铭”依然矗立在边境前沿。

它是龙吉克·卡德尔家族四代人参军
入伍爱国守边的见证，更是塔吉克人
民爱国的缩影。

像雄鹰一样翱翔

“红色家训有传人”。1979 年，
年仅 16 岁的龙吉克·卡德尔不负厚
望，成为了新疆边防总队喀什边防支
队一名边防军人。

“男人就要像雄鹰一样在天空中
搏击！”这句塔吉克族群众的谚语成为
了龙吉克·卡德尔两个儿子当兵入伍
报效国家的理想。在父亲的鼓励下，龙
吉克·卡德尔的两个儿子
先后参军来到了新疆公安
边防总队，在祖辈曾经战
斗过的地方，守护着万里
边防线。

党的恩情永不忘

“我记得，那时我才 6
岁，爷爷领完工资就会把一
部分钱分发给穷人，我们兄
弟俩也要像父辈学习！”阿
布都贾米·龙吉克说。

担任外勤民警 7 年，阿布都贾
米·龙吉克都在认真地做着他所热爱
的工作。这些年来，村民因超生，一
部分人没有户口，阿布都贾米·龙吉
克就跑到民政、计生等部门帮助村民
办理落户。村里发生矛盾了，阿布都
贾米·龙吉克总会第一个去调解。“村
民说你好，你才是真的好。”阿布都
贾米·龙吉克说。

如今，受龙吉克·卡德尔家族四
代从军入伍的影响，他们家族中许多
亲戚的孩子从小就愿意当兵。目前，
他亲戚的孩子当中，有的准备戍边卫
国，有的当上了警察。

雄鹰守护着帕米尔
陈 莉 李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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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 218国道沿线的 34团，是二师塔里木垦区、且若垦区中转
站，更是连接新疆与内地的第二道门户。近年，该团党委巧抓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和“一带一路”战略三大机遇，实现
了团场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跑出了发展“加速度”。

“一红一黑一绿”

“一年好景最是枣红棉白时”。金秋时节，地处大漠深处的34
团一改往日棉花一枝独秀的单色调，红的大枣、黑的枸杞、绿的
青贮，各色产品，呈现色彩斑斓的火热场景。

近年来，为进一步摆脱气候干旱、水资源匮乏的自然条件限
制，34团抢抓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机遇，鼓励职工发展耐旱作物等
多元种植。目前，全团实现红枣 6.5万亩、青贮玉米 1.2万亩、中
草药0.5万亩，农业内部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

据该团农业科介绍，黑枸杞属于耐高温、耐干旱、耐盐碱、适应
性极强的植物，特别适合在荒漠地区生长。由于其富含大量微量元
素，市场行情一片大好。正在加紧晾晒黑枸杞的该团九连职工王三
清开心地说：“今年，我进行大胆尝试，种植黑枸杞40亩，现在最后一
茬黑枸杞已经采摘完毕，预计亩效益能达1万元以上。”

工业落户园区

自河北衡水市开展对口援助34团工作以来，两地之间搭建起
了一座跨越地域的友谊桥梁。把援疆工作做深、做实，实现经济
援疆、人才援疆、教育援疆、科技援疆全面开花，变“输血”为

“造血”，是两地对接援助工作的总目标。
“目前，河北衡水市3个援建工业项目已落户园区，包括丝网

厂、新型板材、纺织印染等。这标志着34团工业经济在量的扩张
和质的提升上迈上了新的台阶，对打造团场支柱产业、发展农业
资源优势、拓宽就业门路、实现产业升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该
团党委副书记、团长陈建华介绍道。

立足优势资源

每当夜幕降临，饭馆里时而传来的过路就餐客人的轻松笑
语;宾馆里步履匆匆、来来往往的旅客;华灯下跳着轻松舞步的职
工，谱写着34团和谐、美丽的“小夜曲”。

“现在团场城镇建设延伸到了218国道旁，我这家旅馆就在物
流园位置，每天人员充足，不愁没有客人。现在田地里和宾馆的
收入每年能保持在40万元以上。我们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忙着
给客人登记的永红宾馆老板信心满满地说。

今年25岁的梁云涛是团场老职工子女，在大学里主修计算机
专业，回团后萌生了开网络公司的想法。此时，该团党委出台了

《鼓励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从事三产服务业租用商铺优惠办法》，
为大学生提供3至5万元的创业基金，并提供5至10万元的贴息贷
款，多渠道培养大学生自主创业“领头雁”。

“现在职工们既可以选择发展物流、餐饮、住宿等基础服务，
也可以借助团场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发展农家乐、沙漠探险、胡
杨观光等旅游服务，有条件的大学生可以开网店，大家投资第三
产业的热情很高。”梁云涛说。

据了解，该团今年新增个体工商户100余家，三产预计可实现
增加值1.2亿元。

34团跑出发展“加速度”
王 文 刘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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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元旦前夕，巩留县通过了创建自治区级生
态县的5项基本条件和22项指标总体要求，成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第一个自治区级生态县。

近年来，巩留县始终坚持环保优先、生态立县
发展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推动巩留各项
事业可持续发展。随着生态保护和建设力度的加
大，巩留县森林覆盖率从2010年的17.2%提高到今天
的19.2%；采取了切实可行的节能减排措施，圆满完
成了“十二五”减排任务；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生态修复等项目上投资 4274 万元，改善了 9 个乡镇
27个村队98129人的居住环境；先后实施了城市供排
水、供暖、供气、垃圾处理等项目，污水处理率达
85% ， 生 活 垃 圾 处 理 率 达 95% ； 县 城 绿 地 率 达
41.13%，绿化覆盖率达 42.7%，占地 403亩的湿地公
园建成开放。

2012 年，库尔德宁成功获批世界自然遗产地，
巩留县成功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自治区考核管
理范围；2013年，巩留县被确定为伊犁州创建国家
生态文明示范区试点，并于 2015 年 9 月顺利通过自
治区生态县技术评估验收；2014年，巩留县荣获国
家级园林县城；2015年，巩留县被列为伊犁州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试点县。

“自治区级生态县的创建，不仅标志着巩留县生
态创建工作向前迈了一大步，也为推进国家级生态
县创建奠定了基础。我们将充分利用这一平台使生
态创建工作常态化，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真正做成
德政工程、民生工程，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惠民工
程。”巩留县县委书记张耀华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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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 1 日，塔河油田 S48 井
以 2015 年全年生产原油 3688 吨、天然
气 7.4万方的新成绩完美收官，步入新
年的第一天。

S48井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克
拉玛干沙漠北缘，是塔河油田奥陶系
碳 酸 盐 岩 油 藏 开 发 的 首 批 勘 探 井 。

1997年10月投产后，初期日产原油500
吨，日产天然气 1.4万方，为塔河油田
古生界奥陶系油藏勘探获得重大突破
提供了有力依据。

S48井自1997年投产以来，18年累
计贡献原油 73.8 万吨，天然气 4026 万
方，创国内单井产量最好水平。

2005 年以后，塔河油田通过应用
机采、注水开发、关井压锥等多种开
发 技 术 ， 延 续 了 该 井 的 生 命 活 力 。

2014 年引进的注气提高采收率工艺，
使该井焕发了新的生机。

据了解，国内油井一般井深多为
2000 米至 3000 米，塔河油田油井井深
多在 6000 米左右。油井寿命不但受工
程、开发工艺水平和套管管材等多方
面因素的制约，更因为碳酸盐岩复杂

的地质条件，很难像其他油田的常规
油藏一样稳定开采。S48井完钻井深达
到 5370 米，接近超深井的水平，该井
能够连续 18 年持续安全生产，这在国
内已十分罕见。

目前，塔河油田已在该井建设起
文化教育基地，并引来众多游客参观留
影。在新的一年，S48井仍将以稳定的原
油和天然气产量，为塔河油田碳酸盐岩
油藏开发“功勋井”称号再添新风采。

郭善云，字碧宵，河南郸
城人。系中国中青年书法家
协会理事，河南省书画家理
事，河南省金林文化院副院
长，世界纪录左手反字 188
米书法长卷保持者。

观其作品，刚健遒劲，气
势磅礴，俊逸壮美、字迹秀
美。世界纪录协会香港总部
认证官吴华江评价其行楷诗
词书法长卷有三个特点：一
是长；二是左手反字书法技
艺精湛；三是文化内涵深刻。

塔河有口长寿油井
王福全 卢智慧

郭善云：

左反右正的书法
王 文

讲好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 共建和谐安定的幸福生活

新疆草根宣讲发挥大作用新疆草根宣讲发挥大作用
王宝君 刘晓远 胡启元

生活在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族被称为“鹰的传人”，

自古以来更是一个守边、爱边、护边的民族。龙吉克·卡德

尔家族连续四代从军入伍的事迹在帕米尔高原上传为一段

佳话。薪火相传，他们像雄鹰一样守护着帕米尔高原。

阿布都贾米·龙吉克正在为辖区学生讲解科学文化知识。
（本文图片由周银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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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都贾米·龙吉克和弟弟夏吾古尼·龙吉
克宣传边境法律法规知识。

阿布都贾米·龙吉克和弟弟夏吾古尼·龙吉
克宣传边境法律法规知识。

2016年 1月 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基层宣传工作暨冬季大宣讲动员会在

乌鲁木齐市召开，会上表彰了优秀的基

层宣讲集体和个人，并启动全疆冬季大

宣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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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团九连职工王三清在采摘黑枸杞。 刘 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