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魅力新疆2016年3月14日 星期一

责编：齐 欣 邮箱：andy-news@163.com责编：齐 欣 邮箱：andy-news@163.com

陈斌，号望雪庐主人，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书法家协会理
事，兵团十三师书协主席。早期多临摹欧
阳询、褚遂良。四体皆书，取法汉魏，追
风晋唐，擅章草隶书。

观其笔下作品，撇捺的分披、波横的
灵动，间出飞白和渗化，笔墨韵致奇崛俊
迈，跌宕有致，新人耳目。陈斌作品多次
获得国内书画展相关奖项。

“妈妈们让我们在部队感受到了无私
的母爱，我们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努
力！”“孩子们，你们同我们的亲生孩子一
样，我们将尽力给你们提供帮助！”在

“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一场题为“爱
的足迹”兵妈妈爱心工作室主题年会在新
疆边防总队举行。这场年会让关爱、奉献
成为一种正能量在绿色警营里流淌。

兑现最初的诺言

“我们要以母亲的名义和博大的情怀
为战士们提供一个‘感受母爱、吐露心声、
得到抚慰’的精神港湾，搭建一个‘爱兵、为
兵、惠兵’的平台。”这是新疆边防总队“兵
妈妈爱心工作室”成立之初的诺言。

近年来，新疆边防总队党委一直很重视
爱兵惠警工作，先后推出了系列“从优待警”
举措。“兵妈妈爱心工作室”是总队在“从优待
警”系列活动中再次推出的关爱之举。

“兵妈妈爱心工作室”成立后，兵妈
妈们从全疆摸排出84名从小丧母、父母双

亡或在孤儿院长大的战士。兵妈妈们亲手
给他们寄去饱含母爱的书信，为他们送去
生日祝福。他们还走到战士中间为他们唱
歌、跳舞，给他们做饭、过集体生日，把
关爱和温暖深深留在了战士们心间。

献出关怀的爱心

残疾理发师方丽，是“兵妈妈爱心工
作室”成员之一。她了解到红其拉甫边检
站前哨班官兵长年戍守在海拔5100米的中
巴边境，极度的寒冷让执勤官兵的手脚经
常被冻伤。

方丽到处搜集布料，赶制出 412 双棉
鞋垫。当鞋垫发到官兵手中时，他们激动
不已，纷纷感慨道：“兵妈妈们真是太好
了，想得太周到了，我爱兵妈妈们！”

兵妈妈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她们的
亲人中都有当兵的。她们中有的父辈是
兵，有的丈夫是兵，有的一家三代、一家
三口都是兵，都与部队有着不解之缘。她
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愿将真情大爱洒向
边防线上的每一名战士，让母爱如涓涓细
流，浸润到每一个战士心田。

收获感恩的喜悦

从最初一个懵懂的想法到现在“兵妈
妈爱心工作室”的正规组建，7个多月来，兵
妈妈与兵娃之间的交流正在逐步加深。

乔健是新疆边防总队的一名战士，在
帕米尔高原服役。他的父母都患有聋哑
症，家里生活十分贫困。“兵妈妈爱心工
作室”了解这些情况后，立即将小乔和他
的家人列为帮扶对象。

2015 年 8 月 21 日，“兵妈妈爱心工作
室”成员金花、路莉、柳智梅等带着所有

兵妈妈们的爱心，驱车近 400公里，去看
望了小乔的父母。当看到“兵妈妈爱心工作
室”制作的小乔生活训练的小视频后，老两
口激动万分。同时，兵妈妈拍摄了乔健父母
幸福生活的视频送给在一线执勤的小乔。

“兵妈妈，您对我的帮助，让我真正感
受到了家人的温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
谢，只能守卫好祖国的边防线，做一名让您
骄傲的孩子。”“我不知道如何回报，只能脚
踏实地努力工作，不辜负兵妈妈对我的帮
助和期望。”兵妈妈金花说，她经常会收到
兵娃们给她发来的短信，觉得能为基层一
线官兵们做些实事，心里很温暖。

为了更好地关心关爱基层一线官兵，
新疆边防总队成立了“兵妈妈爱心公益基
金”，每年定期向该基金投入一定资金，
并争取地方经费支持，让更多需要帮助的
困难家庭、困难战士得到关心和爱护。同
时，还建立了“兵妈妈微信公众平台”，
开通“旭哥说事”栏目，旨在通过讲述发
生在官兵身边的小事，反映热点话题，寓
教于乐，为基层官兵传播正能量。

近年来，新疆兵团第六师共青团
农场倾情关爱女职工生活，让一朵朵
芬芳艳丽的巾帼之花盛开绽放。

“共青团农场为所有女职工都购
买了一份女性安康险，钱虽不多，但
代表了农场对女职工的关爱，我感觉
做一名兵团女职工很幸福！”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共青团农场四连女
职工许万秀谈起该场为女职工免费购
买的女性安康险时，脸上洋溢着甜蜜
的笑容。

为了提高女职工参与团场发展的
能力，该场工会、妇联不断创新和深化
双学双比、巾帼建功等载体，举办各类
实用技术培训20多期，女职工参培率
达98%，200多名女工通过培训获得了
相关的职业证书，全场女职工形成了
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

该场四连女职工张玉芳利用培训

中学到的技术，在场部开办了“美味
凉皮店”，年收入 10 多万元，连续 3
年 被 该 场 评 为 “ 多 元 增 收 致 富 标
兵”。“农场工会、妇联为我开店出主
意、想办法，我和家人十分感谢他
们。我有信心把凉皮店的生意做得更
好！”张玉芳信心十足地说。

同时，为了丰富女职工的业余文
化生活，该场积极组织女职工参加各
类文体活动和专业竞赛，在实践中锻
炼才干，在竞赛中提高素质。组织成
立健身操协会、交谊舞协会、秧歌协
会、乒乓球协会、篮球协会、摄影协
会、老年文体协会等 10 个文体协

会，吸收女职工600多人。
“职工是团场事业发展的基础，

女职工更是宝贵的财富。”该场党务
书记、政委胡晓江说。一直以来，该
场致力于维护女职工权益、关爱女职
工健康、帮助女职工解决工作和生活
中遇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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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暖边关橄榄绿
——新疆边防总队“兵妈妈爱心工作室”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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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妈妈方丽与退伍战士一起包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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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妈妈柳智梅与战士谈心。
李康强摄

脱贫攻坚有利于增强各族群众凝
聚力向心力，提高对宗教极端思想的
免疫力。

新疆脱贫攻坚，不仅事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而且有利于增强各族群
众 凝 聚 力 向 心 力 、 增 进 “ 五 个 认
同”；有利于各族群众融入现代文
明，提高对宗教极端思想的免疫力；
有利于争取人心、稳疆固边。必须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
的重要论述，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
略，把建档立卡搞扎实，落实好“五
个一批”“六个精准”，逐户制定落实
扶贫措施，切实提高群众满意度。集
中攻坚南疆，逐地州专题研究部署。

坚持精准扶贫与稳疆固边紧密结
合。120多万边民是稳疆固边重要力
量，也是脱贫攻坚重点对象。要坚持

“一线守边、二线固边、三线服务”
的边境扶贫路子，不断改善生产生活
条件，扶持发展边境贸易和特色经
济，加快边民脱贫致富。守边群众不
能易地搬迁，通过多种措施，确保边
民不流失、守边不弱化。

脱贫攻坚既要管好“肚子”，又
要管好“脑子”。在新疆，“三股势
力”与我们争夺群众的斗争异常激
烈，要把群众思想工作和“五个认
同”教育贯穿始终，使扶贫脱贫成为
争取和凝聚人心的过程。把“去极端
化”贯穿始终，坚持正信挤压、文化
对冲、法治约束、科学普及“四管齐
下”，思想的问题用思想的方法去解

决，文化的问题用文化的方式去解
决，习俗的问题用尊重的态度去对
待，宗教的问题按照宗教规律去做好
工作，暴恐的问题用法治和严打的方
式去解决。扶贫先扶志，要强化感恩
教育，引导群众用勤劳双手建设美好
家园。

新疆从2014年2月起开展“访民
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全疆
20 万名机关干部分批常年住村，实
现了所有村、所有干部全覆盖，有效
推动了扶贫措施精准到户，同时极大
加强了基层组织，为稳疆固边奠定坚
实基础。

（杨明方整理）

精准扶贫 稳疆固边
张春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

虽然已是阳春三月，但是新疆阿勒泰喀纳
斯山区里的严寒还没有褪去。3月5日，新疆阿
勒泰公安边防支队喀纳斯边防派出所的官兵们
像往常一样在辖区图瓦村巡逻时，老远就看到
在叶尔德什家门口有人向他们招手。

对辖区情况很熟悉的巴尔斯·卡德尔警官一
眼就认出那个人是村里的图瓦族学仁大妈，连忙
跑过去和学仁大妈用图瓦语交流。原来，学仁大妈
早上8点多钟就等着收看两会现场直播，但从没有
学过汉语的她听不懂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
报告，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电视画面着急。

学仁大妈由此回想起几年前去世的老伴叶
尔德什，不由地抹起了眼泪，要是老伴在世的
话，老两口一起看两会直播，老伴就能给她翻
译。叶尔德什老人是图瓦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楚吾尔的最后一个传人，其吹奏楚吾尔

（图瓦族一种乐器） 享有盛名。
现在有派出所官兵在身边陪同自己收看两

会，边看边翻译，学仁大妈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
容。巴尔斯·卡德尔警官一边看着两会直播，一
边用图瓦语给学仁大妈翻译着李克强总理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总理报告中的意思是，改革要
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从社会各界能够连成共识的
环节改起。”

学仁大妈对有些专业术语没有听明白，问
道：“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是什么啊？”巴尔斯·卡
德尔耐心地给学仁大妈解释道：“群众最期盼
的领域，就是咱老百姓最希望政府给我们做的
事情，咱老百姓自己的念想。”“原来政府考虑
得这么仔细啊。要是老伴在世的话就好了，享受
着国家的好政策，吹着楚吾尔，带给世界各地前
来的游客一种不一样的音乐享受。”学仁大妈不
时地抬头看看老伴的遗像自言自语地说。

2006年叶尔德什老人去世后，经喀纳斯景
区批准，叶尔德什的儿子蒙亏将自家的几间木
屋腾出来，开办了“叶尔德什家访”。其作为
喀纳斯风景区一个图瓦民俗旅游项目向游客开
放，每年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令学仁大
妈印象最深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
张春贤那次来家访参观，张春贤书记给学仁大
妈带来的不仅是领导的关怀与问候，更带来了
政府的利民惠民政策。

从今年 3 月 3 日两会召开起，学仁大妈每
天都会按时打开电视，虽然听不懂电视里面说
什么，但看着画面里国家领导人和全国各地、
各领域、各族代表委员在一起共商国是，学仁
大妈心里很开心。

今天学仁大妈想第一时间听到总理的政府
工作报告，知道边防派出所官兵每天都要来村
里巡逻，就在家门口等着官兵的到来。

“学仁大妈，李总理说要建立统一的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与职工养老保险
的衔接办法。我们图瓦村的老人以后就会有一
个可靠的养老保险制度了。”巴尔斯·卡德尔高
兴地对她说。

“国家的政策就是好啊，越来越操心我们
老人的生活了。看着我们这些普通牧民的日子
一天天红火起来，我这心里也是暖暖的。”学
仁大妈抿嘴笑着说。

屋外寒气逼人，屋内暖意融融。两会的
召开牵动着各族群众的心。喀纳斯边防派出
所的官兵积极担当两会政策宣传人的角色，
在加深自己对两会精神理解的同时，也将国
家的好政策、取得的成就传达给辖区的图瓦
牧民及其他少数民族群众。官兵们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为增进民族团结，确保辖区安全稳
定做出了贡献。

图瓦老人有了两会翻译
王宝君 潘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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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在新疆哈密市以西 67公里处的柳
树泉农场的设施农业基地，粉红的桃花香气扑
鼻，引得一批批游客驻足拍照。鲜红清香的大棚
草莓，让每一个吃了它的游客流连忘返。每到周
末，这里会有 1000多人慕名自驾前来赏桃花、摘
草莓。年前，这里的360多座大棚里，桃花竞相绽
放，圣女果等水果挂满枝头。

近年来，柳树泉农场先后建造了300多座观光
大棚。其中 200 多座大棚种植了桃树，40 多座大
棚植了草莓、圣女果、西瓜、木瓜等，打造了集
休闲、观光、自采摘、餐饮、娱乐、住宿为一体
的高标准旅游观光农业。当桃花还在羞涩地含苞
吐蕾时，目光长远的柳树泉农场场长刘晏森就开
始倡导起了“观桃花、品草莓、探访古文化”的
设施农业观光系列活动。

场长刘晏森说：“我们的设施农业要做就要做
出精品化、产业化的设施农业。‘观桃花、品草
莓、探访古文化’就是以现代精品设施农业为载
体，让各地观光客感受到十三师柳树泉别样的风
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树立起柳树泉设施农业
形象，打造品牌，提高知名度、美誉度，为这个
产业发展带来人流、物流、信息流和金钱流。”

目前，柳树泉农场的设施农业面积均超过
1200亩，其中设施农业大棚360座，精品桃树大棚
281座。以精品葡萄园、枣园建设为主的设施农业
旅游的重要产业地位在主产区已经确立。他们还
充分利用团场光热、水土资源和水果具有早熟质优等优势，大力推广先
进科学技术运用，使设施农业实现了一年二熟、三熟甚至多熟生产。同
时，提高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
的农场林果业生产方式。

“吃水果不来柳树泉，自认不是十三师人”。好水果就在柳树泉，这
是对人们垂青柳树泉林果的真实写照。“会跳舞的葡萄”，这个诗情画意
般的水果名字，充满着设施农业文化的气息。

如今在柳树泉农场的特色种植中，设施农业可谓一枝独秀。说起其
中的奥秘，该场副场长陈江激动地说：“这不仅取决于设施农业独特的魅
力，还得益于它特有的旅游文化功能。设施农业本身就是高精尖科技和
农业产业结合的产物，再加上设施农业观赏性、反季节性等，让设施农
业旅游有了独特的文化观赏价值。”

兵团第六师让一朵朵芬芳艳丽的
巾帼之花盛开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