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拉手，收获新朋友
“终于有我自己的桌子了，可以不用

蹲着写作业了，有了台灯，以后写作业应

该不会再眼花了。太棒了！我一定要好好

读书。”这是今年上海援疆莎车分指挥部

向莎车县伊什库力乡克什拉克村集中捐

赠 233 套桌椅和台灯时的感人一幕。 当

一名儿童看到援疆干部给家中送来的崭

新桌椅和台灯， 脸上随即洋溢出满满的

幸福。

上海浦东新区对口援建的莎车县，

是新疆人口第一大县， 也是喀什地区脱

贫攻坚任务最艰巨的县市之一。 莎车县

委副书记、 上海援疆莎车分指挥部指挥

长虞刚杰告诉记者， 在前期走村入户大

调研的过程中， 上海援疆莎车分指挥部

调研组看到很多村民家中没有桌椅，孩

子只能在昏暗的灯光下趴在床上或蹲在

地上写作业，既不利于他们学习，也不利

于他们健康成长。为此，在自治区经信委

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的协助下， 上海援

疆莎车分指挥部的援疆干部慷慨解囊，

订购了 200 多套可升降桌椅和台灯赠送

给全村有学生的村民家庭， 帮助他们改

善家中学生的学习条件。

近日，由浦东新区昌邑小学、浦东外

国语学校学生认领的 100 条微心愿，与

莎车县第三小学、 恰热克镇中学成功对

接。包括画笔、书籍、电子词典、运动用品

等一大批捐赠物资送到了莎车的受助学

生手中。

阿斯亚·王苏甫艾麦提，是莎车县第

三小学二年级 7 班的学生。她收到的，是

来自上海市浦东新区昌邑小学二年级 4

班曲泽宇等十位同学捐赠的书包、书籍、

电子词典、画笔等学习用品。看到用蕾丝

丝带扎成的礼盒上， 还贴着一只用彩纸

折叠的千纸鹤，小阿斯亚羞涩地说，这是

她今年最开心的一天。

无独有偶。上海世博家园实验小学，

日前也举行了一次全校规模的爱心义

卖。师生齐参与，共筹得爱心款 34000 多

元， 随后用这些钱购买了 800 多套书包

和文具套装， 捐赠给了远在莎车县米夏

镇的恰热克学校。 在上海世博家园实验

小学校长冯政峥看来， 教育本身就是要

发现和培养孩子的真、善、美。 通过这样

的义卖让上海学生和新疆学生结对子、

交朋友，不仅能给孩子们留下快乐，更是

一生难忘的美好回忆。

今年暑假， 在上海举行的浦莎青少

年民族团结“手拉手”活动中，莎车县荒

地镇中学的夏姆西努尔·麦麦提同学，就

结识了一位叫丁艺沄的上海小伙伴：“我

们的兴趣特别相近，都特别喜欢音乐。她

的钢琴弹得特别好， 我送给了她我们的

民族乐器热瓦普，她特别喜欢。我们约好

了，今后通过微信多交流，我教她弹奏热

瓦普，她教我钢琴方面的知识。 ”

在和莎车当地百姓的交往、交流、交

融上，除了援疆干部的频频发力，上海援

疆医生也在积极行动。

在莎车县人民医院城南分院 3 楼，

今年多了一家由第九批上海援疆医生打

造的小儿脑瘫康复中心。 9 岁的脑瘫患

儿祖力皮卡尔， 每天都要到那里接受康

复治疗。一年前，一场小手术导致祖力皮

卡尔全身瘫痪，经医生检查发现，原来祖

力皮卡尔天生脑血管畸形， 但此前一直

无人知晓。 经过数次手术后， 今年 8 月

份， 家长闻讯带着祖力皮卡尔找到了莎

车脑瘫患儿康复中心进行康复训练。

成立不过半年多， 如今康复中心已

经收治了 500 多名脑瘫患儿。 在经过不

同阶段的康复治疗后， 不少孩子的语言

表达、 自理能力有了明显改善。 上海援

疆医生、 莎车县人民医院副院长董沛晶

告诉笔者， 之所以成立这家机构， 是因

为他们在调研后发现南疆地区缺乏规范

化的高危儿童随访监测和康复体系， 等

到发现孩子有问题已为时过晚。 “当地

及周边其实脑瘫病患数量不少， 但从前

缺乏相对正规的治疗康复手段。 尽管这

并非我们援疆医生的工作主业， 但我们

希望通过这样的机构， 能尽可能帮助更

多脑瘫患儿恢复生活自理能力， 从而降

低这些家庭因病返贫的风险。” 董沛晶

说。

让喀什人更了解家乡
无球训练、带球过人、分组对抗……

11 月中旬的一天，在叶城二中的足球场

上，一堂专业的足球训练课正在上演，尽

管此时当地的室外气温，已跌破冰点。

球场上 ， 教练员带着大家做起了

有趣的小游戏 ， 调动大家的兴趣和积

极性 。 通过生动的肢体动作语言 ， 给

大家讲解了脚外侧运球 、 脚内侧传球

等基本的技术要领 ， 示范并纠正同学

们在训练中存在的问题 。 学生们则全

情投入 ， 认真按照教练的要求转身 、

控球 、 传球 、 分组对抗 。 一个多小时

的训练过后 ， 艾尔夏提和米尔哈提两

位足球小将已满头大汗 ， 但他俩依旧

围着来自上海竞达足球俱乐部的教练

问个不停。

艾尔夏提和米尔哈提是叶城二中

的高二学生， 也是校篮球队员。

一年前 ， 在上海援疆叶城分指挥

部的牵线搭桥下 ， 上海竞达体育俱乐

部的专业教练们来到叶城 ， 开展公益

援疆行暨足球嘉年华活动 ， 对当地师

生开展足球培训。 200 多位热爱足球的

学生不仅收到了俱乐部捐赠的体育用

品 ， 更是接受到了专业足球理论和实

战训练。

正是在那次嘉年华活动中 ， 艾尔

夏提和米尔哈提彻底爱上了足球 ， 随

后加入了校足球队 。 这一次 ， 看到熟

悉的上海教练又来了 ， 艾尔夏提和米

尔哈提格外兴奋。

在叶城县委副书记、 上海援疆叶城

分指挥部指挥长胡广看来， 青少年足球

的培养没有终点， 足球属于每一个爱它

的孩子们， 能够通过上海的专业俱乐部

把校园足球文化带到叶城， 并让足球给

孩子们真正带去快乐， 是他们乐此不疲

组织类似公益活动的初衷。

叶城县柯克亚乡 13 村的加仙姑丽·

麦提托合提， 以前从没离开过乡里。 但

最近， 刚满 40 岁的她却接连去了县城

的烈士陵园和锡提亚谜城景区。 促使她

成行的， 是一场由上海援疆叶城分指挥

部发起的名为 “叶城人游叶城” 的惠民

旅游活动。 光是最近的一场去锡提亚谜

城景区的活动， 就持续了 26 天， 吸引

了 1000 多名当地群众热情参与。 这其

中， 有各个乡镇、 社区的贫困户， 也有

驻村干部、 大学生等。

在锡提亚谜城带领当地百姓开发旅

游的艾克拜尔·艾则孜， 对这样的活动

大为赞赏： “本来冬天就是旅游淡季，

但现在每天都有几十个游客通过 ‘叶城

人游叶城’ 来到景区， 一来能提升景区

知名度， 二来也能适当增收， 帮助参与

经营的贫困户顺利渡过淡季关。”

其实 ， 不仅仅是叶城 ， 类似的活

动今年也在巴楚 、 泽普 、 莎车等地频

频上演。

为什么要组织这样的活动？ 在上海

援疆干部看来， 不少喀什百姓没有很多

机会走出村庄， 可能这一辈子最远的就

是去过县城一次。 他们希望通过组织这

样的 “万人手拉手看喀什” 活动， 鼓励

更多当地人看看家乡的新变化， 让少数

民族同胞和汉族同胞一起结伴参观上海

对口援建四县的援建成果、 城乡变化和

红色旅游景点， 让干部群众充分感受改

革开放 40 年来， 尤其是实施新一轮对

口援疆以来喀什城乡建设的巨大变化、

社会发展的和谐稳定和脱贫攻坚的显著

成果。

据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

指挥部总指挥史家明介绍 ， 除了 “万

人手拉手看喀什 ” 活动 ， 他们还组织

了对口四县的优秀教师、 医生、 警察、

致富带头人 、 脱贫摘帽农民 、 计划生

育模范家庭 、 民族团结模范等到内地

进行参观学习活动 ， 让他们深切感受

祖国的发展变化及强大 ， 进一步感受

到党组织的温暖。

“明年 ， 我们还会在上海和喀什

之间组织更多的结对共建 、 更多的互

动交流 、 更多的旅游包机专列 ， 通过

各种交往交流交融的手段 ， 不断增进

沪喀两地各族群众民族团结 。 ” 史家

明表示 。

扶贫，扶智，更要扶志
周末的巴楚县市民之家 ， 好不热

闹！ “西塞山前白鹭飞， 桃花流水鳜鱼

肥……” 演播室里， 身着汉服的维吾尔

族孩子们神采奕奕地朗诵着经典诗词，

学习传统礼仪；多功能教室中，老师带着

学生兴致勃勃地用 3D 打印笔做着手工

艺品； 乐高教室时不时传出孩子们的喝

彩声， 进去一看原来小朋友们正在志愿

者的带领下用自制的遥控赛车进行绕桩

比赛。即便是在走廊里，沿途摆放着的两

排最新的科学小实验装置也常常引得家

长带着小朋友驻足“尝鲜”。

与此同时，巴楚县 30 名国语口语大

赛的获奖学生，已经组队启程前往上海，

参加游学交流活动。 生怕这些孩子不习

惯上海的湿冷，临行前，上海援疆巴楚分

指的援疆干部们， 还特意捐款为他们每

人购置了保暖内衣和冲锋衣。 对于他们

而言，离开父母前往上海，无疑是一次难

得的“看世界”机遇。 学生代表帕提古丽

告诉笔者，在此之前，自己从来就没有离

开过巴楚县城，这次到上海游学几天，不

仅让她知道了祖国之大， 也从心底里萌

生了今后报考上海学校的意愿。

这一切改变，与一个叫“小胡杨”的

援疆品牌有关。源自巴楚的“小胡杨”，如

今已在上海对口四县“茁壮成长”，其宗

旨，是要将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通

过各类活动推进“美好童年、美好少年、

美好就业、美好心灵、美好生活”的形成，

着力激发当地群众的内生动力。

巴楚县市民之家，是“小胡杨”项目

的 001 号活动点。据巴楚县委副书记、上

海援疆巴楚分指挥部指挥长李永波介

绍，在当地，类似的活动点已陆续设立了

69 个，其中乡村活动点就有 52 个，覆盖

了巴楚县 43 个深度贫困村。 短短两年，

已开展各类活动 400 多场， 惠及当地群

众 8 万多人次，其中贫困户 3 万多人次。

巴楚镇的幸福社区， 是一个异地搬

迁形成的新社区。 自从“小胡杨”项目把

实践基地设到了那里， 很多原本并不熟

悉的居民都借着周末带孩子来参加活动

的机会成了好朋友。在那里，笔者观摩了

一堂亲子课。 二十多位小朋友和他们的

家长一同坐在教室中， 由巴楚县社区教

育协会的志愿者努尔曼斯姑·阿布里米

提教大家普通话。 当天教学的主题是感

谢，问到最想感谢谁，好几个孩子都起身

拥抱了身后的母亲， 并用不太流利的汉

语描述起了对母亲的爱。课后，家长热孜

完古丽·图尔荪激动地告诉笔者，这样的

亲子互动让她非常感动，以前在家里，这

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场景。

多次带着学生来到巴楚县市民之家

参与“小胡杨”活动的巴楚县第三小学副

校长吕燕， 从孩子们身上看到了诸多变

化。 “这些特色项目，对孩子们来说都是

全新的。 以前，除了上学时间外，孩子们

只能在家呆着， 但现在每个周末他们都

有了新选择。 无论是练普通话、学礼仪、

演小品还是参与各种动手实践， 他们都

非常愿意去体验、去尝试。在‘小胡杨’的

课堂， 他们不仅学到了很多书本外的知

识，也掌握了许多新技能。‘小胡杨’让他

们的童年生活变得更丰富，也更美好。 ”

吴汉镇，是上海市第九批援疆干部，

也是上海援疆“小胡杨”项目的办公室主

任。围绕“小胡杨”项目耕耘近三年，他同

样欣喜于见到无数当地农村群众身上那

种由内而外的变化。“就说我们今年开展

的 3D 打印课， 通过之前从上海公益组

织引来的老师带着设备给他们上课，到

现在很多孩子已经自发成了 ‘小小创

客’，还拉着家长一起参与，大家的积极

性远超我们预期。 最近我们开展了作品

征集，收来的作品很多都充满了创意。在

我看来，把‘小胡杨’的点扩散到镇，扩散

到乡，甚至扩散到村，等于是把扶贫、扶

智、扶志的触角延伸到了农村最基层。实

践证明，‘小胡杨’倡导的教育理念，多少

会对当地群众的内心有所触动， 对于帮

助他们实现脱贫攻坚的目标， 同样也会

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吴汉镇自豪地说。

上海亲戚来了以后
在上海援疆干部人才的持续发力

下， 上海对口四县中的泽普县， 今年已

率先实现整体脱贫摘帽。

11 月 20 日下午 6 点 ， 将最后 20

箱冰糖心苹果搬上大货车， 泽普县阿克

塔木乡园艺场 9 组 16 号的买买提·吐孙

长舒一口气。 五天后， 这些打着上海援

疆 “双线九进” 品牌首发的泽普苹果就

随着大货车进到了上海的各个社区销售

点。

于买买提这样的普通果农而言， 自

从和 “上海援疆” 挂上了钩， 家乡出产

的这些苹果不仅需求量大了， 收购价也

跟着水涨船高。 买买提告诉笔者， 去年

当地苹果的收购价最高不过每公斤 3.5

元； 今年， 在上海援疆干部的牵线搭桥

下， 由相关援疆企业直接向果农进行收

购， 收购价均在每公斤 5 元以上。 援疆

企业再将这些优质苹果运送至上海， 通

过上海援疆的 “双线九进” 渠道进行线

上线下平价销售， 让上海市民以最优惠

的价格享受到来自对口支援地区的优质

农产品。

“这样一来真的就是双得益。 一来

我们农民的收入大大增加了， 就比如我

自己， 今年光是在苹果上的收入就能有

20 万左右， 忙碌的时候我还请了 20 多

个村民来帮我 ， 他们每月的工资也有

3000 多元 。 二来 ， 上海援疆干部一直

大力帮扶我们， 能让上海百姓尝到我们

这里最好的农产品， 也表达了我们对上

海的感谢之情。”

前来收购苹果的援疆企业上海艾山

江贸易公司负责人刘金升告诉笔者， 以

前他们都是去阿克苏批发苹果， 但来了

泽普之后发现当地的苹果质量丝毫不逊

于阿克苏的： “今年我们已经在泽普收

了 20 多车、 1000 多吨苹果计划陆续发

往上海， 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努力， 一方

面帮助当地农民脱贫致富， 另一方面也

希望能让上海市民对 ‘泽普苹果’ 留下

好印象， 慢慢树立品牌形象。”

援疆伊始 ， 上海援疆泽普分指副

指挥长丁铖惠， 就和泽普县 9 乡 14 村

4 组的贫困户图尼亚孜·萨比克结下了

亲戚 。 两年来 ， 丁铖惠每隔一两个月

总要到图尼亚孜家走一走 ， 看看亲戚

家有啥实际困难 。 在援疆干部的帮助

下 ， 图尼亚孜家的庭院里陆续添了葡

萄架 、 禽舍以及牛羊 ， 屋子里也陆续

有了沙发 、 书桌 、 双人床等现代化家

具 。 最近一次走访 ， 得知图尼亚孜已

经顺利脱了贫 ， 丁铖惠又给他送去了

一吨援疆爱心冬煤 ， 以便他们在寒冷

的夜晚能烧煤取暖。

白天 ， 当地百姓一般都靠烧木头

取暖 ， 到了晚上 ， 如果能烧上煤 ， 对

百姓而言无疑会很方便 。 于是丁铖惠

和援疆干部们一合计 ， 决定自掏腰包

给他们各自的 “结亲户 ” 每家买上一

吨煤。

这下， 不仅是各家 “结亲户”， 就

连在村里担任第一书记的泽普县团委

书记周斌 ， 都被这些援疆干部的暖心

义举深深打动了 ： “他们是真心关心

我们的百姓 ， 每位援疆干部在村里都

有结亲户 。 他们每次来村里 ， 除了给

大家带来脱贫致富的金点子 ， 还会细

致观察百姓所需 ， 尽心尽力帮助他们

生活得更好。”

泽普县委副书记 、 上海援疆泽普

分指指挥长胡志宏告诉笔者 ， 在泽普

县阿依库勒乡 ， 尽管已经整体脱贫 ，

但由于群众对厕所的观念意识还未完

全改变， 当地 14 个行政村的农村厕所

大都面临着脏 、 乱 、 臭的局面 。 得知

乡里计划为每个村修建公共厕所却又

苦于资金有限 ， 上海援疆干部和后方

一番商量 ， 决定利用闵行区的援疆资

金 ， 帮助当地完成这一好事 。 眼下 ，

相关项目已完成初步选址。 等到明年，

14 座全新的公共厕所就将在阿依库勒

乡的 14 个行政村陆续建成， “美丽乡

村”， 未来可期。

“小胡杨”力促沪喀交往交流交融
春去冬来，又是一年。距离

上海五千公里外的新疆喀什，

此刻的最高气温早已跌破零
下，但近 200 位上海援疆干部
人才，却依旧在上海对口喀什
地区的莎车、 泽普、 叶城、巴
楚，冒着严寒奔忙着。

在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
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史家
明看来 ， 即将过去的 2018

年，除了常规的援疆项目和工
作，第九批上海援疆干部人才
在和喀什当地民众的交往、交
流、交融上做足了功夫。 他们
通过各种方法，用心、用情、用
力，把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作为贯彻落实新疆工作总目
标的重要抓手，充分发挥援疆
干部人才在加强上海与新疆
各族群众联系中的桥梁纽带
作用，增强互动、深化互融、拓
宽互助， 开展了系列活动，努
力把上海对口援疆工作打造
成民族团结的优秀典范。 不仅
喀什民众多了上海亲人，在不
少上海百姓的心里，也有了对
喀什深深的思念。

巴楚县市

民之家内， 家

长带着孩子在

学生们制作的

模型前驻足观

望。

莎车县人

民医院城南分

院的小儿脑瘫

康复中心内 ，

医生帮助患儿

康复治疗。

泽普县阿

克塔木乡园艺

场生产的苹果

正在装箱打包

准 备 运 往 上

海。

在上海教

练的指导下 ，

叶城二中爱好

足球的学生正

在进行专业训

练。

在 “小胡杨” 项目 001 号活动点巴楚县市民之家， 孩子们正在上国学课。 均 秦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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