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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军港，海浪不断拍打着银色

战舰。

码头上，参加“海疆万里行·北海

之旅”夏令营活动的新疆乌鲁木齐县

第一中学学生代表，目不转睛地盯着

眼前威武的乌鲁木齐舰。曾经只在学

校海军文化长廊里见过的战舰，如今

就在他们眼前。

“今天终于一睹家乡同名战舰的

风采，我真的太激动了！”学生陈梓龙

说，作为一名“小军迷”，他从几天前就

开始期待这次旅程。

天山与海疆“同框”的故事，还要

从 3年前说起。

2022 年，乌鲁木齐舰与乌鲁木齐

县第一中学建立对口援建关系，开启

对该校的帮扶工作。乌鲁木齐舰党支

部还组织官兵与学校学生结成帮扶对

子，设立“启航助学金”，帮助困难学生

顺利完成学业。

哈萨克族姑娘塔娜·也尔包拉提

是个孤儿，从小跟着姑姑生活，家庭比

较困难。乌鲁木齐舰战士殷伟得知情

况后，主动与她结成帮扶对子，经常通

过电话、书信的方式了解她的学习生

活情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本想辍

学的塔娜重新燃起希望。殷伟的女儿

与塔娜同龄，两个孩子经常视频通话，

一起复习功课、讨论问题。一段时间

后，塔娜的学习成绩稳步提升，家庭困

难也在帮扶下逐渐解决。

2023年，塔娜受邀来到乌鲁木齐舰

参观。看到威武的军舰、体验舰艇生活

后，她梦想有一天也能成为水兵，驾驶战

舰劈波斩浪。“乌鲁木齐舰是第一个以新

疆城市命名的战舰。”回到学校后，塔娜

在海军文化长廊为同学详细介绍乌鲁

木齐舰，在学校掀起了一股“海军热”。

此后，每年暑期，官兵都会邀请援

建学校师生赴乌鲁木齐舰参观见学。

该舰还着手在学校打造海军特色国防

教育基地，引导学生们关心海军、热爱

国防。他们开设“深蓝讲堂”云授课，

遴选优秀官兵代表担任校外辅导员，

与师生“屏对屏”互动交流，提升他们

的海洋、海权、海防意识。

“当亚丁湾海域出现危险时，我们

高度戒备，快速驱离海盗、保护商船的

安全。”讲堂上，乌鲁木齐舰战士秦贞

西讲得生动，学生们听得认真，一颗颗

参军报国的种子悄然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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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下根”的产业焕发
新动能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

合奇县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 ”之称 。

昼夜温差大、无霜期较短、沙质碱土的

自然条件虽不适宜传统农作物生存，却

成为沙棘生长的乐土。

“通过种植沙棘，这里年降水量明

显增加，植被覆盖度由不足 20%提高到

30%以上。这离不开江苏无锡援疆工作

组的大力支持。”阿合奇县林业和草原

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从 2014 年 起 ，无 锡 援 疆 工 作 组 持

续 助 力 该 县 的 沙 棘 产 业 。 近 年 来 ，他

们对 8000 亩沙棘林的浇灌系统进行升

级改造，重新铺设地面管道，检修维护

闸阀井，保障全县 65 万株沙棘苗木生

长。

曾经荆棘丛生的戈壁，如今每年生

产 1700 吨鲜果，产值逾 700 万元。一片

片沙棘林，铺绿了戈壁，带动了就业，沙

棘果成为牧民口中的“金果果”。

在无锡援疆工作组的牵线搭桥下，

一家沙棘深加工企业与新疆农业大学、

江南大学等共同组建研究中心，推动沙

棘 在 市 场 上 完 成 高 附 加 值 的“ 七 十 二

变”。“研究中心目前已研发推广 5 大系

列 30 余种沙棘产品，形成沙棘系列产品

工业化产业链。”企业相关负责人王海

涛说。

在企业的智能工厂内，自动化生产

线正将橙红色的原浆灌装入桶。很快，

经过包装的产品将和冻干粉、精油等，

一 起 运 往 机 关 食 堂 、大 型 商 超 等 。 此

外，研究中心还将沙棘叶变废为宝，开

发出“青柯孜 ”沙棘茶叶 ，市场价格不

菲。“叶子比果子还金贵！”企业工作人

员说。

小小红果，形成一条富民产业链。

近年来，对口援疆省市因地制宜，助力

将新疆本土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

优势 ，做强做精特色产业 ，实现从“输

血”到“造血”的转变。

产 业 援 疆 的 硕 果 ，既 结 在 苍 茫 戈

壁，也收获于现代化厂房。

今年 7 月初，新疆哈密市，由河南省

援建的一家石墨烯产研企业的新生产

线进入调试阶段。由该企业生产的石

墨烯电暖器、石墨烯电热膜、高分子纳

米发热棒等产品一直供不应求。

“我们非常看好哈密丰富的电能资

源和广阔的电采暖市场，计划以哈密生

产基地为中心，辐射西北地区，未来还

将走向中亚。”企业负责人信心满满。

该企业在新疆扎根，离不开豫哈零

碳科技产业援疆平台。该平台由哈密

市政府、河南援疆前方指挥部、河南省

新能源商会共同建立，旨在吸引更多优

质新能源项目入驻。

“豫哈零碳科技产业援疆平台着眼

哈密所需、河南所长，把河南的技术、产

业优势和哈密的资源、市场优势结合，

双方实现合作共赢。”河南援疆前方指

挥部相关负责人说。

2023 年以来，19 个援疆省市立足新

疆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推

动一批产业带动力强、就业容量大、发

展前景好的新兴项目在瀚海绿洲间落

地生根、蓬勃生长。

“带不走”的队伍托起
新希望

“ 李 老 师 的 白 发 ，是 天 山 最 美 的

雪。”这是援疆教师李芳收到的一句学

生赠言。

2020 年，山西省太原市第五中学特

级教师李芳放弃退休待遇，主动申请来

到昌吉回族自治州第一中学“晋才班”

任教。针对学校英语教学薄弱的问题，

她创立“双语晨读角”，清晨 6 时准时到

校辅导。3 年间，“晋才班”学生英语平

均分提高了 35 分。

响应祖国的号召，一批又一批优秀

人才奔赴新疆。他们用专业知识、先进

理念和丰富经验，托起边疆人民“稳稳

的幸福”。

第一次来到昆玉市人民医院中医

科 时 ，北 京 市 昌 平 区 中 医 医 院 副 主 任

医 师 贺 保 卫 看 到 的 ，是 简 陋 的 设 施 和

薄 弱 的 队 伍 。 他 没 想 到 ，科 室 只 有 两

间 小 屋 ，工 作 人 员 除 去 进 修 的 ，就 剩

下 3 人。

感受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贺保卫

打定主意，要一边治病救人，一边培养

队伍，“在当地打造一支理论和临床功

底扎实的医疗团队，让更多群众受益。”

诊疗之余，贺保卫通过病例研讨、

实操教学等方式，为中医科培养了 20 名

业务骨干。他还从北京带来珍贵药材，

手把手教授配药技术。在他的带领下，

该科成立了中医康复病区，设有 20 张床

位。

凭借精湛的医术和耐心细致的诊

疗服务，贺保卫的名字很快在患者中口

口相传。他的办公室挂满了锦旗，感谢

信也一封接着一封。去年，本已结束援

疆任务的贺保卫，主动申请将援疆期限

延长一年。

授 人 以 鱼 不 如 授 人 以 渔 。 2016

年 ，中 央 组 织 部 、国 家 卫 健 委 等 部 委

共 同 组 织 实 施 医 疗 人 才“ 组 团 式 ”援

疆工作 ，不少“白衣天使 ”跨越千里组

团 来 到 新 疆 。 抢 救 危 重 患 者 、制 定 管

理 流 程 、开 展 各 类 培 训 …… 他 们 为 新

疆培养了一批“扎下根、带不走 ”的医

疗 卫 生 人 才 ，为 守 护 各 族 群 众 生 命 健

康作出贡献。

眼下，为适应时代发展，帮助本地

青年汲取新知识、掌握新技术、拥抱新

业态，成为新时代人才援疆工作的新亮

点。

7 月 3 日，在阿克苏市电商创业孵

化基地，50 多名青年正通过直播销售家

乡农产品。这个由浙江省及杭州市援

疆指挥部援建的南疆首个多功能电商

园区，通过开展“天山计划”“蒲公英计

划 ”“ 追 梦 计 划 ”等 培 训 班 ，累 计 孵 化

5000 余名电商人才。

2024 年，阿克苏地区农产品网络零

售额达 27.04 亿元，同比增长 19.5%，“土

特产”成了市场畅销品。

“润人心”的交融凝聚
新合力

木门轻掩千年时光，茶馆里飘出玫

瑰花茶的清香。走进阿克苏地区库车市

龟兹小巷，多种业态在浙江文旅援疆“双

珠”计划滋养下蓬勃发展——从非遗展

陈到歌舞表演，从特色餐饮到人文景观，

这条保留着古城原始风貌、巧妙融入龟

兹文化元素的小巷，吸引众多游客慕名

前来。

2023 年 10 月 ，浙 江 文 旅 援 疆“ 双

珠”计划启动，聚力打造托木尔世界自

然遗产和龟兹世界文化遗产 2 条明珠

带。这一计划通过实施规划引旅、强基

兴旅、业态育旅、文化塑旅、人才强旅、

品牌助旅六大行动，实现“串珠成链、串

链成带、串带成环”，打造兼具自然风光

和文化特色的丝路文化旅游带。

蓝天白云，牧歌炊烟。去年，电视

剧《我的阿勒泰》热播，让素有“金山银

水”之称的阿勒泰地区成为不少人心中

的“诗和远方”。

沿着哈巴河县城向西出发，15 分钟

便可到达《我的阿勒泰》主要取景地“彩

虹布拉克”——齐巴尔镇吉林新村。

吉林新村原为牧民定居点阿依达

尔乌英克村。在吉林省援助下，该村完

成整体搬迁和重建，并更名为“吉林新

村 ”。 村 庄 在 保 留 新 疆 地 域 特 色 的 同

时，完善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成为集生态、文化、旅游于一体的现代

化乡村。“白山黑水”牵手“金山银水”，

让吉林新村成为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振

兴的标杆。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

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从文化

阵地建设到密切交往交流交融，以文化

为纽带，19 个援疆省市和新疆各族群众

心越走越近、情越来越浓。在新疆这片

广袤土地上，一朵朵文化浇灌的民族团

结之花正绚丽绽放。

在喀什地区伽师县西克尔库勒镇

中 心 幼 儿 园 ，当 地 教 师 和 来 自 广 州 美

术学院的支教青年正在忙碌。刚翻新

的 幼 儿 园 墙 面 成 为 他 们 的 画 布 ，大 海

与雪山、醒狮与烤馕、广州塔与喀什高

台 民 居 等 粤 新 两 地 文 化 元 素 在 此“ 相

遇”。两地青年共绘的画卷，不仅点亮

边 疆 孩 子 们 的 艺 术 天 空 ，也 滋 润 着 共

创者的心灵。

这是广东文化润疆的生动缩影。广

东醒狮、龙舟竞渡、咏春拳法，这些承载

着岭南文脉的非遗瑰宝，跨越万里在伽

师县“圈粉”。广东对口支援喀什地区 15

年来，精心传播传统文化，两地在交流互

鉴中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感。

在喀什市中心，“悦读粤有趣”城市书

吧成为新晋“打卡点”。作为新疆首个以

声像阅读为特色的书吧，这里配备了数字

朗读亭、AI影像空间等数字化阅读设备，

还 定 期 举 办 名 家 讲 座 、精 品 书 展 。 自

2024年 7月开放以来，城市书吧已吸引读

者约5万人次，举办各类阅读活动39场。

“谁敢把天山拱手让，青史骂名千

年扛。”7 月 6 日，乌鲁木齐京剧院，国家

京剧院与乌鲁木齐京剧团联合出品的

新编京剧《故土新归》首演 ，以国粹为

媒，讲述新疆故事。唱念做打间，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族群众心中深深

扎根。

图①：在浙江宁波对口援疆项目——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甬库同心村智

慧农业植物工厂，工作人员为当地小学

生讲解无土栽培技术。

图②：江苏泰州支持修建的新疆伊

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泰州高级中学。

图③：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

县库科西鲁格乡村民（右）拥抱上门送

诊的广东深圳援疆医生。

本版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跨越山海，榴籽抱团暖天山
—新时代高质量开展对口援疆工作新闻观察

■本报记者 陈 涵

盛夏时节，天山如画。
人人皆言“新疆是个好地方”，不仅是因为“三山夹两盆”形成的壮美自然景

观，更是因为辽阔土地上孕育出的多元文化与开放胸襟。一代代各族儿女如胡
杨般将根须深植于这片土地，用汗水浇灌出共荣共生的家园。

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事关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大局。习主席指出：“全党都要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认识新疆工作的重
要性，加大对口援疆工作力度，完善对口援疆工作机制，共同把新疆的工作做
好。”

戈壁滩上种下“致富果”，纺织机械在智能车间里轰鸣，国家风力发电技术
创新中心揭牌成立……十多年来，中央部委、19省市及多家央企携手谱写对口
援疆“边塞曲”。7月 7日至 9日，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在新疆和田
召开，提出不断提高对口援疆工作实效。

十余载接力，对口援疆工作在产业、人才、文化等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各族
群众安居乐业，如“石榴籽”越抱越紧。行走天山南北，一幅团结和谐、繁荣富
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大美新疆画卷徐徐展开……

写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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