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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外宣办 合办

5月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在和田地区皮山县乔达乡阿
亚格乔达村举行了“精准扶贫 奉献爱心”慈善活动捐赠仪式。

贯彻“精准脱贫”的要求

活动现场，多家单位向当地捐助了将近170万元的现金和物资。其中
新疆慈善总会向皮山县人民医院捐赠了两套价值近 30万元的医疗设备、
向乔达乡捐款100万元，北大方正集团新疆分公司、新疆国地测绘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新疆甘泉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和新疆金土地投资有限公司
捐助33万元善款，新疆新闻大厦捐助了价值3万元的书籍、音响等物资。

此次捐赠活动，是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在前两年开展住村“访惠聚”
活动的基础上，贯彻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精准脱贫”的工作要求，
既帮助贫困群众“脑袋”脱贫，又帮助他们“口袋”脱贫。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在皮山县乔达乡开展住村“访惠聚”活动已经两
年多时间，每一批工作组成员都用真心换民心，深入基层，潜移默化地
改变村民的思维方式，解决百姓的切实需求，与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今年开展的精准脱贫工作要求精准到户、精准到人。第三批工作组
成员与乔达乡党委、政府密切配合，对贫困农户做到“底数清、建卡
准”，在征求贫困农民意见的基础上，对此次的善款进行了合理的分配：
慈善总会捐助的 100 万元用于阿亚格乔达村与农场村打井改善水源的供
给；各大企业捐助的33万元，其中3万用于贫困生的帮扶；6万元用于建
设沙漠花缝纫厂，让贫困妇女不离家，就近就业；24万元用于帮扶村民
的家庭养殖，为村民购买羊、鸽子、鸡等畜禽。

今年28岁的布合丽吉姆是沙漠花缝纫厂的领头人，是一个敢于向贫
困宣战的“古丽”。她拒绝了本可以申请的贫困户名额，向住村工作组提
出建缝纫厂的思路。在宣传部扶贫办的大力支持下，在村委会建起彩钢
厂房，配置7台缝纫机。她带着8个姐妹，自己设计，自己裁剪，每周二
在巴扎上出售，仅第一个月每人平均就有1200元的纯收入，这更加增强
了布合丽吉姆和姐妹们勤劳致富的信心，通过研究市场和了解订单，现
在每人平均月收入1500元左右。

助力脱贫 他们有话说

第一次参加慈善帮扶的新疆甘泉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军前
期曾拿出1万元帮助沙漠花缝纫厂购买设备，今天在现场看到大家工作的
场景，当场又决定捐款 9万元，用于扩大缝纫厂规模，购买 20台缝纫设
备。在不离家的情况下，此举可解决农场村 30户贫困妇女的就业问题。
他说：“能够帮助当地群众改善生活，我感到很欣慰。我将继续关注沙漠
花缝纫厂的发展，加大帮扶力度。未来企业的工装也要让她们来生产。”

这也是北大方正集团新疆分公司总经理景韶华第一次参加慈善现场
捐赠活动。他表示，看到慈善活动有如此喜人的结果，他坚定了公司要将慈
善事业进行下去的信念。目前正在筹划对孤儿院的孩子开展暖心工程。

新疆国地测绘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周闻说，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当
地都会有一些优秀的文化传承，企业参与进来，也许能在这些传承中发现
更多亮点，能为乡村寻找更多的发展商机，为老乡们早日脱贫打下基础。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负责组织此次活动的负责人汪磊说，每个人心中
都装有一个慈善梦，“访惠聚”工作贴近基层群众、服务基层群众，特别
是正在开展的“精准扶贫、精准帮扶”活动，为企业搭建了平台，提供
了新的渠道。我们有责任引导更多的企业参与到慈善事业中，让他们成
为扶贫攻坚过程中的助推剂和加油站。只要贫困农民怀揣梦想，勤劳努
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对口帮扶的4个村一定会按照上级的
要求，如期实现脱贫，让农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美好。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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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日，新疆南部岳普湖县达瓦
昆沙漠景区爆棚，数万人齐聚沙漠。
传统民族服饰走 T 台、骑骆驼游走沙
漠、篝火晚会等活动，让人感受到沙
漠不一样的魅力。

新疆南部沙漠游火热

▲ 维吾尔族美女走T台秀长发。 ▲ 达瓦昆沙漠景区举行篝火晚会。▲ 达瓦昆沙漠景区举行篝火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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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 日，由 《大陆桥》 杂志
社、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国画院联
合主办的迎五四“中国画家进校
园，培育留学生国学艺术修养”活
动在新疆师范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
中心举办。活动现场，新疆国画院
副院长李志天，新疆国画院书法创
作室主任张蓦，北京清梅书画院副
院长彭述超，青年画家唐蓉及新疆
国画院秘书长魏宝山等 5 位艺术
家，为留学生泼墨挥毫，与留学生
交流互动，将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呈
现在张张宣纸上。

魏宝山还为全体留学生专题讲
解中国画、中国书法的由来、历史，
以及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交
流传播的现状。来自巴基斯坦的留
学生阿兹说：“远在伊斯兰堡家乡的
亲人都很支持我学习中国艺术，这
次活动让我有机会近距离和中国画

家、艺术家交流，我非常高兴。”
在新师大学习了 4 年中文的塔

吉克斯坦留学生孔迷兴奋地表示：
“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着迷。你
看我的汉语名字就知道了。另外，
我对中国书法也特别感兴趣，非常
荣幸通过这次活动见到中国书法艺
术家的墨宝。老师写的字，用一气
呵成这个中国成语形容非常恰当。”

近两个小时的交流活动结束
后，出席活动的各位画家又参观了
新师大留学生公寓和教室内各种富
有中国文化气息的陈列。在教室的

书柜上，一期期 《大陆桥》杂志被
整齐地摆放着。新师大老师说：

“这些杂志，已经成为留学生更好
地了解中国的得力帮手。”

活动主办方表示，为丰富在疆
外籍人士的文化生活，促进中外文
化交流，今后会策划组织更多的

“走进大学，赏析经典，陶冶情
操，提高素养”文化活动，激发各
国留学生热爱和学习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 （据亚心网）

上图为书画家正在演示书画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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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收锁

帕米尔高原古称葱岭，位于祖国
版图最西端。在这片“世界屋脊”的
高原之上，皑皑白雪与灰黄色的戈壁
和山峦交相呼应，全国唯一以柯尔克
孜族为主体民族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
自治州 （以下简称“克州”） 就地处
于此，这里 92%的土地是高山峻岭，
素有“万山之州”之称。

这里世居着可爱的柯尔克孜族兄
弟，他们放牧于此，在地形复杂、沟
壑连绵的帕米尔高原上，秉承着一个
家庭就是一个哨所、一个牧民就是一
个哨兵的“守边精神”，守护着祖国
1133 公里的边境线。长期以来，由
于自然、历史、生态等方面原因，他

们住房条件差，生活环境恶劣，他们既
守边又守穷。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
两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
为了让各族群众住得上房、住上好房，
新疆率先实施“富民安居”工程。从此，
这里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五月的帕米尔高原春回大地，处
处充满着生机与活力。放眼克州大
地，最引人眼球的当属随处可见的安
居富民房。“十二五”期间，中央、
自治区下达克州建设4.38万套安居富
民、定居兴牧房的宏伟计划。几年
来，克州紧密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及新型城镇化战略，按照“一村一
策、一户一计”的要求，累计投入资
金 12.49 亿元 （其中中央补助资金
4.59 亿元、自治区补助资金 3.52 亿
元、对口援疆资金 4.38 亿元），如
今，圆满完成安居富民工程 4.38 万
户，竣工率达 100%，22 万住房困难
农牧民享受到了福祉。

慕士塔格峰下的新牧区

由于自然条件较差、生产方式单
一、自然灾害频繁等原因，帕米尔高
原上的牧民们都散居在一条条险峻的
山谷中，长年处在逐水草而居的生产
生活状态中。为解决这些问题，克州
扎实推进标准化的牧民定居工程建
设。

在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下，
在高原天池——喀拉库勒湖旁，一排
排“白墙红顶”的牧民定居房错落有
致。布伦口江西新村作为定居兴牧工
程的项目之一，在建设标准上，既符
合了新牧区建设的要求，又做到了适
当集中、村容整洁，节约成本、方便
实用，便于公共设施配套和管理。目
前，布伦口江西新村实现了通水、通
电、通路及文化、教育、医疗、娱乐
等各项基础设施功能完备，已修建定
居兴牧房451套。在庆祝布伦口江西
新村落成典礼现场，柯尔克孜族群众
载歌载舞，欢天喜地搬进新房。柯尔
克孜族牧民阿斯亚说道：我们搬进了

宽敞明亮的新房，舒适的卫生间让我
们一家高兴得睡不着觉，总觉得这是
梦，我们太有福气了！ 因为我家世
世代代过着游牧的生活，常年在高原
上放牧，一座简陋的毡房、一个茶
壶、一口铁锅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
一年还要搬三四次家，过着没水、没
电的艰苦生活，其中的辛苦只有牧羊
人才能体会到。如今，我们一家搬进
了这么好的新房，我打心眼里感谢党
的好政策，此时此刻用千言万语也表
达不了我的心情，只有发自肺腑地高
呼：“共产党万岁！……”淳朴的语
言和行动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个人，掌
声响起一片。

走进布伦口江西新村，新建成的
玛纳斯生态民俗旅游文化广场上，几
位柯尔克孜族老人面带微笑，正在悠
闲地聊着天。村委会大喇叭里播放着
英雄史诗 《玛纳斯》，优美铿锵的吟
唱声在帕米尔高原上空回荡。新建的
布伦口江西新村在蓝天白云碧水的映
衬下，显得更加美丽和谐。

杏花村里的新家园

安居乐业是千百年来帕米尔高原
各族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近年来，
克州通过实施一系列惠民利民的安居
富民、定居兴牧工程，并大力实施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

学校、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兴
建，对居民点进行新建、改造、升级
集中连片建设，成效显著，为高原各
族人民建设了一座座幸福的新家园。

在帕米尔高原、在昆仑山深处，
到处都有以盛产甜杏而名扬四方的山
乡村落。据了解，当地因地制宜，将
杏产业发展与特色林果业、退耕还
林、拆旧房还耕地、集中连片建安居
富民房等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引导农
民发展杏产业，杏树种植规模逐年增
长，现已形成生产生活布局合理的巴
仁杏生产基地。

夕阳西下，农忙过后的村民们欢
快地在安居富民房院内，在杏花树
下，在自己的“文化大院”里弹唱、
说笑……“我拿国家的补助盖上了新
房，又承包了土地和杏树，现在主要
种植巴仁杏。安居富民工程让我们告
别了低矮昏暗的旧房，住上这么漂亮
的新房子，圆了我们农民的住房梦。
今后我将更加努力生产，争取过上更
加富裕的生活。”阿克陶县巴仁乡农
民阿不力孜高兴地说。像阿不力孜一
样种植巴仁甜杏的农民，由于生产的
杏果及杏干品质独特，深受市场青
睐，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州等
地，广大农民也从杏子产业中普遍受

益。杏子已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摇
钱树”，杏园已成为农民的“取款银
行”，杏花村已成为农民的“绿色幸
福家园”。

援疆带来的新面貌

援疆是为了促进新疆跨越式发
展，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战
略目标。他们带着技术和资金，多次
奔赴高原，实地调研，为高原人民谋
划着幸福的生活。

各援疆省市、企业按照“统一规
划、集中建设、整村推进、突出特
色”的建设原则，大力推进安居富
民、定居兴牧工程。他们结合当地的
历史文化、民俗特色、自然资源等因
素，融合内地徽派建筑等设计理念，
按照“五通三有三改”（五通：通
水、通电、通路、通暖、通液化气，

三有：有电视、有广播、有电话，三
改：改灶、改厕、改牲畜圈）、三区
分离 （生活区、养殖区、生产区）、
设施全配套的标准，编制了克州安居
富民工程图集，有 36 个户型可供选
择，受到了各族群众的欢迎，极大地
改善了农牧民居住条件，使农牧民住
上了干净、整洁、宽敞、明亮的房
子，用水、用电、出行、上学、就医
等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为农牧民安居
乐业向现代化生活迈进打下了坚实基
础。

驱车在帕米尔高原，从绿树成荫
的农村、从壮美的冰山之下、在车来
人往的边境口岸……我们看到江西新
村、沈阳新村、无锡新村、常州新
村、华能新村，一座座别具一格的民
族与现代融合式安居房正拔地而起，
一个个民居排列错落有致，规划整
齐。洋溢着生机，让整个帕米尔高原
变得活力十足。

在茫茫的帕米尔高原之上，一个
牧民就是一个哨兵，他们不仅守望着
祖国最后一抹晚霞，更是守护着祖国
西部边陲的安宁。行走于帕米高原，
一顶顶白毡帽、一把把古老的库姆孜
琴、浓烈的红色服饰、绵延不断的雪
山峭壁、错落有序的安居富民房美不

胜收；置身帕米尔，高原的风贴耳呼
啸，雪峰、白云、蓝天、圣湖和安居
房，如画卷铺展在眼前。一件件惠民
之篦，梳尽帕米尔高原上万山的寂
静，成千上万座安居富民、定居兴牧
房铺满高原……这些元素构成了帕米
尔高原最直观的地域符号。当然，感
受最深的还是这里人的微笑，他们的
微笑干净纯洁，像帕米尔高原的蓝天
白云；他们的微笑灿烂多情，像帕米
尔草原上的溪流。

从他们的微笑里，你能感受到对
生活的满足，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党的
无限感恩之情。微笑不正是充分展示
了在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在党的民族
政策光辉照耀下，在自治区党委、人
民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援疆省市、
企业无私援助下，帕米尔高原发生的
翻天覆地变化吗！

图片摄影：那斯甫江、约提克尔

阿克陶县布伦口乡江西新村牧民定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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