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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边疆村庄的小 康 之 路
本报记者 李 婕 文/图

阳光洒满上学路11

共同致富好日子共同致富好日子2

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3

“牧场的草滩鲜花盛开，沙枣树遮住了戈壁村庄，冰峰雪山银光闪闪，沙海深处清泉潺潺流淌……”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一个普通村里的民间艺人佧伍力·麦麦提从未想过，他能有机会用传统乐器艾吉克为那位尊贵的客人演奏

《最美还是我们新疆》。

201 4年4月2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新疆考察期间，深入天山南北

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农户家中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研，使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备受鼓舞，纷纷表示要齐心协力，

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美好新疆。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的疏附县托克扎克镇阿

亚格曼干村是其中的一站，3年多来，从学校师生到普通村民，大家感念党中央的关爱，也将这份情谊化作行动的

动力。日前，记者来到阿亚格曼干村，听听当年的人们讲那时的故事，说今日的变化。

“习爷爷问我们，离家远不远，中午饭吃的好
不好，家长支持不支持学双语。”2014 年 4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疏附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
学。今年读六年级的学生努尔比耶·图拉洪回忆起
当时的场景。在那张与总书记大合照中的其他学
生纷纷升学离校，努尔比耶是最后的一位。

3年多来，这所普通的乡村小学送走了一届届
学生，也迎来了更多变化。覃利英老师是学校一
路成长的见证者，她说，“能够得到党中央的关
爱，是我们这所边疆小学莫大的荣幸。学校最大
的变化是全校师生精气神明显提升，学风更加浓
厚，催人奋进。牢记使命与嘱托，我们普通任课
老师的责任心比任何时候都重。”

教师是学校教育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如何留
住人才也是考验所有村镇小学的问题。2014 年，

学校只有 2 名汉族教师，现在增加到 10 名，基本
保证汉族老师教汉语。三年级二班班主任郭润兰
大学毕业后就离家来到新疆教学，刚开始只想试
一试，却因为这里平和的生活、热情的学生而留
恋不已，再也走不开。如今，她已经说服丈夫一
起来到新疆，宝宝也即将出生，一家三口就此在
这里扎下了根。

“我们学校教育的一个重点就是双语教育，让
学生学好汉语，既方便他们将来找工作，也能开阔
孩子们的思维和视野，对孩子一生都有好处。”学校
党委书记姚红玉说。除了这所小学，如今疏附县
村村建起了双语幼儿园，学生从4岁开始学习汉语，
到上小学时使用汉语听说读写基本没有问题。

郭润兰为自己的事业感到骄傲，她感慨地说，
“一个孩子会影响一个家庭。比如家访的时候，如果

家长不会汉语，小孩子就能当翻译，有的家长还跟
着孩子学习汉语，真是‘小手拉大手’。”

3年多来，还有更多显而易见的变化在学校发
生。教学设施焕然一新；学生吃住条件不断改
善；国语、书法、快板，这些基础和特色教育更
让学生变得朝气蓬勃……

这是新疆加快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新疆优先支持教育发展，2017 年全疆基本
实现12年免费教育，南疆则率先实现15年免费教
育。农村双语幼儿园“应建尽建”、适龄儿童入学

“应入尽入”。截至2017年6月30日，自治区共拨付
各类资助资金24.32亿元，惠及学生207.52万人次。

“从前娃娃玩儿泥巴学唐诗，如今娃娃把家
夸，学唐诗，背宋词，双语说的是顶呱呱……”，
看到女儿流利的快板表演《阳光洒满上学路》，家
长巴图尔·马木提突然眼眶湿润了。当年因为贫穷
而不能上学的他没有想到，今天他的3个孩子可以
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快乐地上学、受教育。“感激党
的政策，我把孩子托付给国家。”他说。

走进村民阿卜都克尤木·肉孜的家，维吾尔族
特色的庭院里，葡萄藤爬满支架，阳光投射在一幅
醒目的大照片上。2014 年 4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阿卜都克尤木家中，与大家围坐拉家常。“总书
记察看了起居室、厨房、牛羊圈、果园、农机具，还非
常情切地跟我们交谈，问我们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
民的生活状况。”谈到当时的场景，阿卜都克尤木的
语速变快了。3年多过去了，他牢牢记住了这样一句
话——要带领周围的农民共同发展致富。

位于南疆喀什地区的疏附县，是一个以农业
为主的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脱贫致富、改善生
活是当地村民的共同愿望。

2014 年，阿卜都克尤木家里只有一头母牛、

一头小牛和 4 只羊，现在有 12 头牛，去年每头牛
卖到两三万元。此外，阿卜都克尤木家还买了农
机具，农忙的时候帮人家收割，可以添加不少收
入。庭院里的大棚也搭起来了，瓜果蔬菜满园，
去年仅西瓜就卖了1万多元。

这样的庭院经济模式在村子里火起来。阿卜
都克尤木还说动邻居一起购买农机具，大家相互
学习畜牧业及种植技术，家家户户干劲十足。

更新鲜的是，村里如今也有了合作社。扎扫
把这门在阿亚格曼干村相传了100多年的老手艺又
被盘活起来，将近 1000 名村民成为能工巧手。管
培训、管销售，合作社每年可卖 10万只扫把，农
民每人每天可以挣200元。

3年多时间，这座小村庄的面貌日新月异。全
村新盖安居富民房550套，中央、自治区下拨的补
助金额为每户补贴2.85万元；村里5.5公里土路建
成柏油路，主要村道装上路灯……

从致富技能到补贴优惠，村民也念念不忘党
的恩情。“党的惠民政策非常多，小孩上学有营养
补贴，老人看病有医保。农业补贴也非常多，包
括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保障性住房也有补
贴。补贴太多了，用十个手指头都数不完……”
阿卜都克尤木的父亲肉孜老书记把手捧在胸前说。

“上得起学、治得了病、住得起房、养得起老、走
得上好路、挣得到钱、学得到技术……”近年来，新
疆工作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基础，真抓实干，
成效显著。2016 年自治区全区投入民生类资金
3094 亿元，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 74.7%，就
业、教育、医疗、扶贫、安居等惠民工程顺利实施。

变化，就在村子的每家每户、一庭一院间。

肉孜老书记今年67岁，村里36年的工作经历
让他对民族团结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感悟。“各民族
要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我们也是团结开
展工作的。只要民族团结起来，就什么都有了。”
他说。

团结互助融进日常生活里。在托克扎克镇中
心小学，32 名教师组成一支维吾尔族、壮族、藏
族、土家族和汉族的多民族教育队伍，大家互学语
言，齐心教学；在阿亚格曼干村，阿卜都克尤木向
他的汉族朋友们学习种植技术，还经常开着自己
的农机去别人地里帮忙，基本上做到随叫随到。

程永利是阿卜都克尤木的汉族朋友，30 多年

前，他来到新疆便就此扎下了根。如今他在附近
承包了 70 亩地，和当地的维吾尔族农民互相帮
忙，打成一片。“这里是最安全的，夜不闭户，路
不拾遗，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好。”他说。

最让阿亚格曼干村第一书记申德英感动的，
是每周一村委会的升国旗仪式，村民的队伍常常
排到村委会的院子外。如今，升国旗仪式已是村
里的惯例。大家紧紧团结在五星红旗下，既升国
旗、唱国歌，也聆听党的政策、了解惠民项目、
探讨更美好的生活。

什么是民族团结？
程永利说，“民族团结就是我70亩地找人帮忙

有人理，棉花成熟一下子能找到五六十名维吾尔
族同胞来帮忙。如果不是团结，你出再多钱没人
帮忙有啥用？”

在姚红玉看来，“民族团结就是在岗位上扎扎
实实把工作做好，不同民族的老师齐心协力，共
同把学生教好，民族之间的纽带就建立起来了。”

家长巴图尔·马木提说，“民族团结就是我们
发展的希望。”

记者离开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恰逢村里文化
大院的活动。村民定期相聚在此，穿戴起各式色
彩绚丽的民族服装，用他们的能歌善舞传递生活
的美好。音乐响起，无论多么结实的庄稼汉子，
此刻都变成灵动的舞者。

突然一片沉寂。佧伍力·麦麦提又拉起了那首
熟悉的曲子，“哎，当我走遍大江南北，我要说最
美的地方，还是我们新疆……”

图①：疏附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正在表演快板
《阳光洒满上学路》。和着轻快的节奏，说着流利的普通话，孩
子们越来越喜爱快板这个新奇的玩意儿。

图②：3年多来，感恩教育成为疏附县校园的一大主题。图
为疏附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教学楼一角。

图③：疏附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学生正在书法课上练
习。学校建成了当地首间书法教室，书法和快板也成为学校教
育的两大特色。

图④：让村民住上新居是疏附县实施安居富民工程的成果
之一。图为疏附县托克扎克镇阿亚格曼干村村民巴图尔·马木提
的新楼房和出租车，其中出租车是巴图尔·马木提一家主要的生
计来源。

②

③

④

①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