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2 月， 第九批上海援疆干部人才进
疆，漂浮的云，沉静的雪、沟壑纵横的西克尔群山
五彩斑斓，迷人的边疆风光深深震撼了他们。与此
同时，“贫穷”仍然笼罩在当地 468 万各族群众心
头。 如何以上海标准、 科学方法带领对口四县打
赢、 打好脱贫攻坚战成为所有援疆干部日以继夜
的奋斗目标。 2019 年，当身边的金胡杨宛如金色
火焰第三次“燃烧”在这片土地上时，第九批援疆
干部人才的援疆工作也即将迎来收官的时刻。

三年 ，1000 多个日日夜夜 ，79.36 亿元资
金，386 个援建项目，170 名上海援疆干部人才无
惧风沙和艰险，用脚步丈量喀什的每一寸土地，成
就了微信运动步数第一的日常， 帮助对口四县实
现预计 26.87 万 （占喀什地区的 40.85%）人脱
贫。对口援建的泽普县 2018 年在喀什地区 12 个
县市中率先脱贫摘帽， 巴楚县计划在 2019 年底
脱贫摘帽， 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地区占比较大的莎
车县、叶城县援建助推脱贫成效显著，为 2020 年
顺利脱贫摘帽打下坚实基础。上海援疆，让喀什这
座拥有 2000 多年文明的古城焕发新的光彩。

十月的巴楚， 阿纳库勒乡昆其买里

村秋意渐浓， 几位老人坐在种满花果的

庭院前眯着眼睛享受午后时光。不远处，

凉亭错落有致，水波温柔，大有江南水乡

的美感。上海援疆干部、巴楚县住建局副

局长郁震飞颇为自豪地介绍：“这是我们

巴楚的安居富民房， 具有南疆特色的美

丽乡村示范点。 ”

昆其买里村是巴楚的深度贫困村，

南临喀什河，有 70 亩水域，水域周边植

被茂密，常有野生飞禽出没，生态环境较

好。 现有 326 户 1317 人中，建档立卡的

贫困户有 90 户 352 人。 一年前，村里大

多数贫困户还住在“两边是木条、中间用

土垒起来的土坯房里”，条件差、抗震弱。

如何将乡村振兴与建设安居富民房结合

起来，让上海援疆干部花了不少心思。在

同济规划院专家的设计协助下， 援疆干

部遵循“因地制宜、顺应自然、保护优先”

的原则，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反复研

究、几易其稿，利用老房宅院较大特点，

将以往闲置的院落加以充分利用， 科学

规划，每户房屋、每条道路放线时顺应原

有树木位置，将树木留在房前屋后，建设

围墙时纳入庭院内，既保持了绿化率，又

美化了庭院。 郁震飞还带着笔者来到一

座别致的“石库门”建筑前。“为了感谢上

海援疆， 当地人希望在这片土地上留下

上海印记，于是选择了石库门。 ”这座已

变身农家乐的石库门建筑伫立在喀什河

边，印证了上海和喀什人民心心相连。

从土路土房子到如今四通八达的水

泥路、敞亮舒适的现代化庭院，村民木马

提·尼牙孜感触良多：“以前一家人挤在

一起，做什么都习惯在地毯上。老房子漏

雨，刮风声音大，小孩子经常害怕。 现在

我感觉很踏实，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自己住着也舒服。 ”马木提表示，全家人

入住新房仅需 25000 元， 政府补助和援

疆资金给予极大的帮助。 在安居富民房

内，每户人家都实现了功能分区，拥有独

立的厨房、卧室、卫生间，从前没有书桌

的孩子也在援疆干部的帮助下拥有了小

书桌，告别了趴在地上学习的时光。

巴楚并不是孤例， 在上海援疆工作

中，安居富民房建设是“两不愁、三保障”

的重要内容。三年来，上海助推对口四县

完成安居富民房建设 15 万套，占喀什地

区总量的 47%； 共安排援疆资金 20 亿

元 ，占上海援疆资金总量的 25%，上海

对口四县均获得自治区安居富民工程建

设领导小组授予的 “安居富民工程先进

县（市）”称号。 同时，以提高入住率为着

眼点， 加大安居富民房的基础设施配套

建设力度。共投入援疆资金 8 亿元，实施

了自来水管网连接及入户工程、 乡村公

路建设、天然气管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

振兴建设等 17 个基础设施配套项目，极

大改善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真正实

现了让村民住得好、环境美、稳致富。

把“安居”与“富民”相结合，在“住

安稳”的同时，贫困农牧民的钱袋子也

一天天鼓起来。 家住新疆喀什地区莎

车县伊什库力乡的阿依姆妮萨·奥斯

曼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从前由于技术

和种苗等问题， 她的庄稼收成并不乐

观。然而这一切均在 2018 年春天开始

发生变化。“政府工作人员和上海援疆

干部找到我， 说要租我的地建蔬菜大

棚，我还可以在这里工作，学习怎么种

植。我就同意了。”事实证明，阿依姆妮

萨的选择是正确的， 经过援疆企业指

导， 这片荒地上长出了火红的西红柿

和辣椒，收益可观。 “过去种植蔬菜，完

全不懂湿度、温度、通风这些技术。 ”阿

依姆妮萨的脸上泛起满足的笑容，“当

了农业工人后，不但掌握了种植技术，

每月还有 1800 元的工资，相当于过去

一年的收入。”火热的大棚经济也让其

他村民看红了眼， 大家纷纷转出闲置

土地， 蔬菜大棚如雨后春笋般在这里

建起。

“大棚经济 ”的背后离不开上海

援疆干部的策划。 上海援疆干部蒯斌

告诉笔者 ， 稳定了贫困农牧民的住

房，保障了他们的就业，“输血”和“造

血” 共同发力才能进一步帮助脱贫。

“援疆要留下一些带不走的东西 ，我

们把种苗、种植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

教给当地农民， 教他们做现代农民，

打造农业小工匠。 ”莎车素来以农产

品闻名， 为了帮助当地农业发展，上

海援疆力量在这里设立了集种苗培

育 、科普教育 、技术培训 、农产品加

工、休闲旅游等为一体的多功能扶贫

产业园。 目前， 该园区吸纳就业 220

人次，其中贫困户 145 人。 每年，这里

为 4 万余户贫困户输出种苗，为 13.5

万户农户提供庭院蔬菜种苗，每户实

现增收 500 元以上。

如果说发展 “大棚经济 ”是上海

援疆力量为村民种下的 “聚宝盆”，

那么让村民走出家门 ， 走进扶贫工

厂 ，转型为产业工人 ，则使他们收获

到家门口就业的 “幸福果”。

服装厂工人齐曼古丽·库尔班有

些腼腆地说， 最近她有了新的梦想。

然而就在一年前，温饱于她而言还是

一种奢望。 她原来住在英吾斯塘乡，

一家四口人唯一经济来源是在外地

打零工的丈夫，全家全年收入还不到

4000 元。 2018 年，在政府的帮助下，

齐曼古丽一家易地搬迁到幸福园小

区。 “住进了新房， 生活就开始变好

了， 两个孩子去了小区里的幼儿园，

我就可以外出务工了。 ”今年 3 月，齐

曼古丽参加上海援疆干部组织的技

能培训班 ， 结业后直接进入扶贫工

厂。 因为表现优秀，很快就升任生产

小组长。 “现在我每个月有 1500 元的

收入 ，我想努力工作 ，将来帮助爱人

开个修车店！ ”说到这里，这个腼腆的

女人眼里突然有了光 ，“我离梦想越

来越近了”！

以“一人就业、全家脱贫”为工作

重点， 通过工业园区集中就业一批、

乡村生产车间家门口就业一批、劳务

输出转移就业一批等方式，上海援疆

前方指挥部努力扩大就业渠道，增加

贫困人口收入。 2017 年至 2019 年，上

海对口四县新增就业 27.84 万人 ，地

区占比超 40%，其中新增建档立卡贫

困户就业 15.39 万人， 在对口喀什地

区四个援疆指挥部中任务最重，增加

就业总数在四个援疆指挥部中排名

第一。

助力脱贫，并不止于 “输血”、贫困户

收入金额的简单递增。 “教育兴则国家兴，

教育强则国家强。 ”用教育点亮喀什青少

年理想的灯，才能照亮他们前行的路。

十月的一天下午，笔者走近叶城县职

业高中教学楼，忽而听到一阵机器轰鸣的

声音。走进教室，吾买尔江·阿布都克依木

正对着光转动着手中羊头状的玉石，进行

最后的打磨。吾买尔江是叶城县职业高中

雕刻专业部的第一届学生。 由于品学兼

优，今年 6 月，16 岁的吾买尔江第一次走

出叶城，前往上海学习。 这一个月给他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上海的外滩和东方明

珠都很漂亮， 上海同学的雕刻技术高超。

我们一起学习雕刻，交流作品。 回来之后

我把在上海的经历告诉同学，大家都很兴

奋。 我一定要更加努力地钻研技术，把家

乡的玉石雕刻得更美！ ”

喀什，意为“玉石集中之地”。 叶城，

更是喀什著名的“玉石之乡“。 但长久以

来，由于缺乏专业的玉石加工技艺，这里

仅仅出产价格低廉的原石。 2018 年，在上

海援疆和“沪喀职业教育联盟”上海工艺

美术学院的帮助下， 叶城县职业高中开

设了雕刻专业，有体系地培养雕刻人才。

“从专业建设、 师资培养到设备购置，上

海援疆给予了我们大量资金、人才支持。

现在我们已经有 563 名学生。 ”该校雕刻

部专业部部长努尔麦麦提·麦麦提明介

绍道。

从无到有， 第一步总是走得困难，从

零起步的雕刻专业亦如是。为了打造好这

个新专业， 上海援疆干部可谓倾尽其力。

一方面，找到了以玉雕为王牌的上海工艺

美院对口支援， 不仅请专家做学科带头

人，还请到了“海派玉雕大师”孙精神近距

离指导；另一方面，帮助叶城县职业高中

成立玉雕工作室，深耕玉雕技术。 “别说是

叶城了，整个喀什地区可能都是第一个。 ”

校长梁虎说。 三年来，为强化职业教育基

础， 充分发挥沪喀职教联盟成员单位作

用，进一步深化沪喀职业教育对口支援全

覆盖工作， 上海援疆以上海 14 所中高职

院校对口喀什地区 3 所、对口四县 4 所职

业学校，重点打造了 10 个精品专业。上海

援疆， 给像吾买尔江这样对雕刻有兴趣、

有天分的学生提供了新的选择机会。

在泽普县第五中学，八年级的学生希

依代·阿布力米提同样感觉自己的学习更

加丰富多彩了。 “老师们上课非常生动，尤

其是语文课上老师的朗诵和讲解让我不

用课后复习就能牢牢记住课堂知识。 ”

第九批上海援疆教师来到喀什后，充

分发挥传、帮、带作用，以特有的精细化管

理方式，为受援地学校带来了新气象。 上

海援疆教师、泽普县第五中学化学组组长

孙耀清告诉笔者，学校每周都会组织各学

科教研活动， 老师们坐在一起头脑风暴，

集思广益。 为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上海

援疆还助力受援学校搭建远程教育平台，

师生共享上海市优质网络资源，有力地提

升了受援地教师的教研水平，强化了两地

的交往交流。

当笔者问希依代初中阶段和以前相

比有什么不同时，她的脸上露出可爱的梨

窝 ：“老师从来不会占用其它的课程 ，相

反， 他还经常鼓励我们积极参与体育锻

炼，培养艺术爱好。 ”正如上海援疆前指副

总指挥王从春所说：“基础教育是面向全

体学生的国民素质教育， 具有全面性、基

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我们希望通过上海

援疆和喀什当地的共同努力，让孩子们不

仅学得好，更能从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

养、个性发展等方面综合发展，为当地培

养高素质人才打好基础。我们不仅要让喀

什的孩子走进学校，还要让他们知道什么

才是好的学校。 ”

带着这份愿景，今年 10 月，上海援疆

教育集团正式成立，上海“大组团”教育援

疆由此拉开序幕。上海援疆教育集团采取

“1+4+N”模式组建 ，依托上海优质资源 ，

立足喀什实际，重点建设好喀什第六中学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喀什中学核心学校和

4 个县一批标杆学校。

深夜的喀什， 一阵铃声打破了平

静， 正准备休息的援疆医生陶然君接

到电话连外套尚未来得及穿便冲向

ICU。 原来，一名刚分娩的产妇由于失

血过多而转送喀什二院 ICU， 危在旦

夕。当地医生接到病例后略显为难，而

陶然君冷静从容地组织医护团队展开

了“生死时速”的抢救，最终挽回了这

位年轻母亲的生命。 他听到身边人开

心地说：“没有想到我可以这么做！”陶

然君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金医院，援疆后，他听到最多的话就是

“这个我们没做过”。在陶然君看来，本

地医生执行力和学习能力都很强，但

目前在评估方面尚有欠缺。在急诊科，

时间就是生命。于是，他明确了急诊分

级分区的规范， 极大地改善了从前分

级诊疗不规范的现象。“以前本地医生

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提问， 现在他

们学会了自己主动解决。 我可以在旁

边指导，但我更希望让他们放手去做，

增加经验。 ”

2018 年 8 月 21 日， 第九批第二

轮上海援疆医生张俊文刚到喀什二院

完成科室对接， 便遇到了一名因 “心

慌、胸闷、气短”来求诊的患者。观察 B

超，张俊文发现患者主动脉瘤破裂，左

室壁运动减弱， 全心增大……经过认

真评估，他建议患者立即入院治疗，并

亲自为其实施 “主动脉瘤破裂修补

术”。这是喀什二院心胸外科在上海援

疆专家带领下又一次攀登心胸外科高

难度手术的成功病例， 也是张俊文援

疆的第一台手术。 张俊文来自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新华医院，擅

长婴幼儿、 成人的各种先天性心脏病

手术及微创治疗。在喀什，每年有许多

婴幼儿因先天性心脏病无法得到救治

而早夭。 喀什二院的心胸外科虽已有

八年历史， 但仍主要依赖外院专家和

援疆医生， 本地医生仍缺乏独立主刀

技术及经验。张俊文的加入，为心胸外

科带来了新气象。通过传帮带，张俊文

不仅成功救治了多名先心病患者，还

为当地培养了人才。 喀什二院心胸外

科副主任吕会斌就是张俊文的徒弟之

一。 目前吕会斌已独立完成了 4 台心

胸手术， 他告诉笔者：“从一开始的援

疆医生带教到形成自己的体系， 在这

个过程中张主任起到了重要作用。 ”

陶然君和张俊文是众多上海援疆

医生的缩影。 在第九批援疆医疗队的

努力下， 三年来共计完成接诊 16000

余人次，主持抢救急重症病人 1100 余

次，参与完成三四级手术 600 多台。开

展业务培训 800 余次，累计惠及 9000

多人次医护人员。开展 63 项新技术应

用， 参与指导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申报

共计 244 项。 开展沪喀两地的远程培

训讲座 98 场，远程会诊 535 次。 在喀

什二院， 援疆医生收到患者锦旗是常

有的事情。 对于当地人民而言，“上海

医生”早已不仅仅是一个代称，更像是

一块医疗保障的招牌， 是医者仁心的

化身。

喀什是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口

中 “文化汇聚的福地 ” ，作家张承志

渴念的名城 ，余秋雨笔下 “一连串无

可超越的绝境，一重重无与伦比的壮

美，一系列无法复制的伟大”。 当十月

的秋风一起，胡杨林便如一团金色火

焰“燃烧”在这片土地上，兼具雄壮与

旖旎，吸引大批游客。 近年来，上海援

疆力量深挖南疆风情，促进喀什地区

文旅事业发展，带动第三产业扩大就

业，给当地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泽普金湖杨国家森林公园是喀

什地区仅有的两家国家级 5A 景区之

一 ，“胡杨 、水 、绿洲 、戈壁 ”四位一体

的独特自然风貌向人们展示了一幅

祖国边疆的壮美画卷。 2012 年起，上

海援疆干部以 “古朴 、温馨 、休闲 、舒

适 ”为特点 ，对民居围墙 、廊檐 、葡萄

架、大门进行改造。 不仅如此，还为景

区栽种荷花 ， 构成了泽普的独特景

观。 目前，景区形成了春季赏蔷薇、夏

季观荷 、秋季看胡杨 、冬季滑雪的稳

定经营模式。 未来，景区还会发展夜

市，打造夜经济。

今年 92 岁的阿瓦孜·阿迪力是

金湖杨景区的 001 号车夫。 提起上海

援疆带来的变化 ， 老人有很多话要

说。 仅仅回忆从前的日子，他的眼里

已经蓄满了泪水。 “以前我住的是胡

杨林树枝做的房子，现在我住进了安

居富民房 ， 赶马车一年能挣 2 万多

元。 我感到幸福，也很满足。 感谢政

府，感谢上海援疆！ ”

景区里很多上海游客，都是通过

沪喀旅游包机来到这里 。 2017 年至

2019 年，沪喀累计开行旅游援疆包机

85 架次，近两年包机数量分别增长了

17 架次和 39 架次， 带动上海市民游

喀什的爆发式增长 ， 包机数量居 19

个援疆省市首位。 旅游包机助推当地

旅游产业 ，带动了文化 、住宿 、餐饮 、

交通等多行业、多方面发展。

专题

上海援疆：让喀什百姓生活像金胡杨一样火热

安居富民房，让村民住得舒心 以院包科，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文化旅游“热”起来

“1+4+N”模式，

“大组团式”教育援疆播下希望的种子

多方联动，实现家门口就业

荨秋日

的泽普

金湖杨

国家森

林 公

园。

荨喀什百

姓在上海

援疆企业

工作。

荨当地村民收获

家 门 口 就 业 的

“幸福果”。

荨上海

援疆力

量科学

规 划 ，

将老旧

土房改

造为现

代化民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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