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底，来自新疆喀什地区泽普县的
140名村（社区）妇联主席来到上海市闵行区，
就基层妇联组织建设、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家
庭文明新风尚等内容展开为期10天的集中培
训。其实，这次培训只是上海闵行与喀什地区
泽普县交流交往交融中的“沧海一粟”。

泽普是“泽普勒善”的简称。泽普勒
善，塔吉克语，意为“黄金之河”，河有沙
金，故名。泽普又名波斯喀木，是维吾尔语
“波斯提坎”的变音，意为“富饶的土地”。

泽普是一片拥有“黄金之河”的“富饶
土地”，也是全国文明县城、全国生态文明示
范县、国家园林县城……“法桐天堂、胡杨
水乡、精品枣都、寿乡之冠”四大美誉，都
是对泽普的最新诠释。

不久前，上海援疆泽普分指召开全体援
疆干部人才会议。会议提出，在深化乡村振
兴、智力援疆、产业援疆、教育援疆、医疗
援疆、文化润疆、交流交往交融、民生保障
等方面谋新局、谱新篇，不断提高闵行援疆
工作水平和综合效益，携手奋进中国式现代
化新征程。

上海第十批援疆干部、上海援疆泽普分指
指挥长、泽普县委副书记钟华强调，要高水平
谋划和启动2023年援疆工作，着力在补短板、
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上下功夫，推动闵泽两
地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加大
合作力度、提升合作层次，用心用情用力做好
对口援疆各项任务。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
善民生，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泽普：用心用情用力助振兴

▲金湖杨景区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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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关系千家万

户。2022年10月底，泽普县农村规模

化供水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正

在加紧作业。

为解决泽普县农村饮水供水系统供

需矛盾、系统老化、水质降低等问题，

2022年，泽普分指通过援疆资金支持

泽普县实施农村饮水输水管道工程。工

程总长4.8公里，是连接泽普县13个乡

镇、农场供水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项目的联系人、上海援疆干部、

泽普县阿依库勒乡副乡长韩培亮说，该

工程于2022年9月破土动工，建成后，

供水规模可达7.3万立方米/天，预计

2023年7月交付使用。

届时，供水人口可从现今的22万

人/年提高至35万人/年。同网、同质、同

服务的现代化供水体系，不仅能提高泽普

群众健康水平、改善城乡居民生活条件和

生态环境，还能有效推进城乡一体化及区

域协调发展。

上海援疆干部、泽普县公安局副局长

沈爱军表示，稳就业、促增收素来是最大

的民生工程，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

障。泽普分指多措并举，搭建求职平台，

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实现县、乡、村三级

全覆盖。

2022年，全年各乡镇开展各类岗前

就业培训23168人次，全县城镇新增就

业4153人；出台企业稳岗就业补贴、新

增固定资产投资补贴、物流补助等一系

列政策，为企业减负2000多万元，保障

稳定就业约 6000人；通过三产融

合，做优一产、做特二产、融合三

产转移就业11506人。

此外，泽普分指联合技工学校、

泽普职高实施“技能泽普”行动，助

力就业培训15000人次。充分发挥援

疆新建的5个乡镇技工学校的作用，

切实补齐职业教育下沉乡镇，2022

年全年实现待业群众就业3000多人。

上海援疆干部、泽普县委组织部

副部长刘建说，2022年，大型自然

人文纪录片《叶尔羌河》入选“十四

五”纪录片重点选题规划 （第二批）

名单，令他十分欣喜。

在泽普白雪纷飞的冬日里，第十

批援疆干部人才圆满完成2022年各

项任务返沪。

也是在这时节，喀喇昆仑山脉的

冰川逐渐消融，为叶尔羌河输送源源

不断的清泉。河水奔流不止，生生不

息，滋养着泽普大地上的千年胡杨，

也见证着上海对口援疆的光阴故事。

泽普分指副指挥长，泽普县委常

委、副县长李金标介绍，刚刚过去的

2022年，泽普分指按照“援疆资金向基

层倾斜，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倾斜，向促

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倾斜”总要求，

以当地所需、后方所能为原则，编制并

实施干部人才培训培养、两地三交、文

化润疆等大批重点项目。截至2022

年底，计划项目15个，累计开工15个，

累计完工12个，项目总体进度90%。

在泽普县阿依库勒乡阿依丁库勒

村，村民艾合买提 ·库完的家就是一个

小田园，有“一个菜园、一个果园、一架

葡萄、一个棚圈”。

上海援疆干部、泽普县阿依库勒

乡党委副书记高凌介绍，如今的阿依

丁库勒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柏油路

通到了家门口，马路上安装了太阳能

路灯，还有绿化步道让村民散步健

身。乡村变美，村民心里更敞亮了。

走进波斯喀木乡阔什吉格代村的

蔬菜种植基地，一片翠绿映入眼帘。

种植户阿依努尔 ·吐鲁洪正和家人采

摘油白菜。她说：“春天种了西红柿、

辣椒，卖完以后又种了油白菜。一个

棚大概可以收入8000元，收益不错。”

上海援疆干部、泽普县波斯喀木

乡党委副书记崔顺荣介绍，阔什吉格

代村蔬菜种植基地占地110亩，有216

个温室小拱棚。拱棚蔬菜不受季节限

制，市场供不应求。

上海援疆干部、泽普县波斯喀木

乡副乡长卢晓宏补充说，他们将充分

利用现有设施发展特色蔬菜种植，大

力发展“一村一品”，让蔬菜种植成为

带动村民增收的产业。

除了蔬菜，泽普还用心打造精品

林果产业。泽普分指大力支持泽普县

特色现代富民产业园项目建设，通过

土地平整、土壤换填，在茫茫戈壁建设

了一万亩鲜果种植基地。基地以红富

士、瑞雪、秦脆等优质苹果种源为核

心，以樱桃、蟠桃等其他林果为辅，打

造绿色、简约、高效的现代林果园。

上海援疆干部、泽普县文旅局副局

长张勇介绍，每到金秋十月，泽普金湖杨

国家森林公园里，1.8万亩天然胡杨林金

灿灿的一片，美不胜收。依托胡杨林，泽

普分指打造“长寿村”农家乐、非遗文化

手工艺制作、特色美食等项目，推进泽普

县全域旅游规划建设。

在上海援疆干部、泽普镇党委副书

记郑霄军和副镇长王超等人的共同努力

下，泽普镇1.5公里特色旅游文化主题街

区旅游标识、健身娱乐设施等方面得以

改造提升，与梧桐水乡湿地公园、法桐公

园等绿地公园产生集聚效应。

近三年，上海援疆干部、泽普县发改

委副主任秦刚思考最多就是如何布局农

产品深加工龙头企业。2022年，上海塞

翁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落地泽普，注册

成立新疆月亮姐姐农业供应链有限公

司，投产后预计每年可带动当地农产品

销售超5000万元，将继续提升泽普农产

品加工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水平。

农产品销售方式上，泽普分指不断

调整思路，积极推动企业平台销售。

2021年，上海的盒马被引入当地，泽普

成为鲜果、馕等食品的重要采购地。

2022年，搪瓷缸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

羊肉、比脸还大的皮牙子馕等新疆特色

美食，成为沪上新网红，引来饕餮食客打

卡。泽普特色农产品还进入“申工社扶

贫商城平台”“百县百品”等各类线上平

台，走出新疆，走进上海，走向长三角。

截至2022年底，泽普分指帮助泽普县销

售农副产品8000多万元。

为优化产业布局，泽普分指还紧抓

政策优势填补空白。深入挖掘南疆地区

电价优势，引进新疆晶冠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水晶生产及加工项目，项目投资1.1

亿元，月度计划用电超过30万度，实现

电力供需双赢。作为水晶生产领域的全

国龙头企业，晶冠科技可吸引大量下游

企业入驻泽普，突破当地工业以农产品

加工为主的瓶颈。

产业发展：全域旅游填补空白 组团帮扶：打造带不走的队伍

民生稳固：改善水网促进就业

诗词、书法、绘画、围棋等社团频频

亮相，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

“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精彩纷呈……近

年来，泽普开展了各类中华传统文化进校

园活动，让孩子们充分感受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魅力。

2022年上半年，“泽普县乒乓球训练

基地”成立并启动。在“文化润疆”中，

一颗小小的乒乓球大大促进了民族团结，

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22年5月，首批四间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AR动漫体验功能教室在泽普县赛力

乡中心小学、依玛乡中心小学、波斯喀木

乡中心小学和泽普县第三小学落成并交付

使用，有力提升了泽普县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教学水平，促进了文化交融。

上海援疆干部、泽普县教育局副局

长杨光介绍，正在建设中的泽普县第八

中学，是泽普县2022年重点项目之一，

项目建筑总面积4.2万平方米，办学规

模为64个教学班，可满足3000名学生

就读和2500名学生住宿。项目建成后，

不仅有利于泽普县整体教育教学水平的

提升和教育均衡化发展，而且有助提高

全县各族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的满

意度。

为持续巩固和帮助提升泽普县教育

质量，泽普分指发挥“组团式”教育援

疆优势。闵行援疆教师团队全面开放课

堂，开设县级、校级公开课。同时，邀

请闵行部分优秀校长采用线上培训形

式，开设“中小学中层干部培训班”“骨

干教师研修班”“骨干班主任名师工作

室”，提高各校中层干部、骨干教师的业

务能力。并成立“闵泽中学教研联合

体”，构建“教研+培训”的研训一

体模式，“输血”变“造血”，打造

带不走的骨干教师队伍。

上海援疆人才、泽普县职业高中

副校长佘瑞龙说，一直以来，泽普分

指把职业教育摆在突出位置，依托优

质职教资源，探索项目、机制、人

才、理念、产业、就业六融合“职教

援疆模式”。

2022年，推动泽普职校成功从

职业高中转设为中等职业学校，成为

南疆唯一省级优质学校建设单位。

“东西协作背景下多元协同育人模式

改革与实践”“聚焦‘四个着力’开

启助农‘金钥匙’”均获自治区级优

秀教学案例，并推荐为国家级教学成

果奖。

以前，泽普病人遇到疑难杂症就

会想到去乌鲁木齐寻求救治，如今，

情况大为改观。上海援疆干部、泽普

县卫健委副主任兼泽普县人民医院院

长全勇介绍，近3年，医疗援疆围绕

注重预防、搭建平台、强化专科等方

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比如：投入援

疆资金加大泽普县13家乡镇卫生院

的中医康复等科室建设，践行“治未

病”理念，通过加强疾病预防和慢病

管理，提升乡镇卫生院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的能力。同时，助力县域医疗

共同体信息管理平台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在援疆医生团队

的带动下，县人民医院开设首个甲状

腺疾病MDT门诊，带领当地医务人员

逐步开展腔镜下甲状腺癌根治术、乳

腺癌根治术等新技术，取得较好成效。

◤泽普特色农产品进入“申工社扶贫商城平台”“百县百品”等各类线上平台，

走出新疆，走进上海，走向长三角。

 依托胡杨林，泽普分指打造“长寿村”农家乐、非遗文化手工艺制作、特色美

食等项目，推进泽普县全域旅游规划建设。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AR动漫体验功能教室。 均资料照片，上海援疆泽普分指供图

■沪疆携手谱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