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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福建省第八批对口援疆工作的收官之
年，197名援疆干部人才，跨越4000多公里，历经1000
多个日日夜夜，用心血和智慧书写着“舍家报国 倾情
援疆”的家国情怀，让闽昌友谊之花遍开天山脚下，援
疆硕果香溢庭州。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福建省第八批援疆前方指
挥部顶层设计、精心谋划，重点工作梯次展开，坚持“输
血”与“造血”、“硬件”与“软件”、“支援”与“互利”相融
合，持续在产业援疆、教育援疆、医疗援疆、人才援疆等
领域取得新突破。

量体裁衣量体裁衣 精准授鱼亦精准授鱼亦““授渔授渔””

2022年6月25日，从福建省引进的2万尾黄尾鲻
鱼苗，在吉木萨尔县北庭镇兆祥养殖专业合作社鱼塘
下塘，标志着由福建援疆农业技术人才、渔业专家游小
艇负责的新疆首次引进海水鱼项目获得成功。

三年来，福建援疆干部积极投身到昌吉州发展建
设中，在各自领域熠熠发光、贡献智慧。

续航健康力，“医疗组团”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骨干
队伍。三年来，福建援疆医生助力提升医疗技术水平，
累计接诊近29万人次，实施各类手术1.5万台次；引入
医疗新技术322项，组建新科室39个；深入基层开展义
诊390次，接诊群众近5万人次，免费发放药品价值50
余万元。

凝聚向心力，“教育组团”优质教育示范线开花结
果。援疆教师用心用情授业育人，累计开展校内听课
评课约3000次，举办各级公开课561场次，组建名师工
作室15个，师徒结对231对。

激活源动力，“经济组团”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福建省坚持优选优派、供需相适，按时完成137名专技
人才中期轮换，分三批选派农业技术人才126人，分两
批选派支教教师331人，进疆开展支农服务、支教工作。
农技人才深入基层调研指导2266人次，解决农牧渔业
生产问题429个，撰写调研报告123篇。同时，灵活运用
柔性引才机制，多渠道链接智力资源，缓解昌吉州紧缺
人才引进难、留用难问题。

三年来，戈壁绿洲上，福建企业落地发展；天山脚
下，学生期待的新学校拔地而起，百姓心心念念的好医
院建到家门口……一组组数据，展示着援疆干部人才
三年来用心用情用智援疆的成果。

搭台架梯搭台架梯 务实推进产业发展务实推进产业发展

推动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凝聚人心，产业援疆是有
效路径。

玛纳斯县塔西河乡红沙湾村的林下经济示范园里，
有个“百菇园”。在福建援疆农业技术人才的精心指导
下，村民周海全已在林下成功种植出灵芝、榆黄菇等食
用菌，还计划引进种植天山雪莲菌、羊肚菌等新品种。

“福建援疆农业专家每周都会过来现场指导，这给了我
很大信心。”周海全说。

福建省第八批援疆工作队在昌吉州授牌成立多个
示范基地，通过加强技术指导、培育种植能手、延长产业
链等多方式，引进“名优特新”品种271个，推广先进适
用技术150项，带动更多农户发展特色种植。同时，积
极推广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等网络销售新模式，打造了
一批绿色高效、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的乡村产业发展样板。

产业援疆不是简单就发展谈发展，而是深刻认识
发展和稳定、发展和民生、发展和人心的紧密联系。三
年来，福建援疆扎实推进智力支援、产业支援、民生改
善、文化教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231个计划内援
疆项目，投入计划内援疆资金14.21亿元。

聚焦重点产业招大引强补链强链，充分利用“6·18

海创会”“9·8投洽会”等展会平台，通过驻点招商、定
向招商、以商招商、联合招商、线上招商等多种方式，促
成好项目大项目落地昌吉。2020年以来，实现招商引
资项目落地142个，总投资455.19亿元。

助力扩大农特产品外销，安排奖补资金600万元，
支持福建省各地设立“福建援疆昌吉特产店”60家，销
售昌吉农特产品180种，年销售额达1亿元。安排奖补
资金200万元，在福建省建立天山北麓葡萄酒旗舰店
20家，年销售额达3000万元；促成三方合作，采购中葡
酒业葡萄酒1万吨，价值约2亿元。2022年“5·18海博
会”期间，在闽举办昌吉州馕、畜牧、葡萄酒三大产业推
介活动，达成销售协议7.97亿元。安排援疆资金1115
万元，助力各受援县市打造电商平台、培训网络主播，
提升当地特产线上营销能力。

文化润疆文化润疆 共绘美好新图景共绘美好新图景

今年元旦，在木垒县大南沟乌孜别克族乡，漳州木
版年画省级传承人颜朝俊与村民齐聚一堂，现场教他
们印制木版年画。毛刷上墨、铺上红纸、打平拓印……
一会儿工夫，一张大红“福”字版画就在乌孜别克族少
女江阿古丽的手中拓印出来。

这样的文化碰撞，得益于漳州援疆“雨润胡杨”文
化润疆系列活动。漳州拥有100多个非遗保护项目，
居福建省前列，系列活动深化了两地交往交流交融，丰
富了文化润疆的精神内涵。

文化润疆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实现新疆长治久安的长远之策、固本之举。

驼铃声声，文化润疆水乳交融。2020年以来，福建
组织开展闽昌两地各类文化交流活动200余场次。开
展“红色文化润边疆”“重走红军路”等主题活动，打造原
中央苏区红色展馆、“闽东精神”体验馆等教育基地。安
排福建党史故事宣讲团来昌巡回宣讲；组织“重走林公
路·丝路援疆情”主题采访活动。推进文化交流互鉴，举
办“鹭昌情”民间工艺精品展、“交相辉映·耀世千年”福
建黑白瓷器展、“清新福建”图片展、“武夷杯”文艺作品
展等系列活动。在厦门大学举办新疆北庭学研讨会。

打造文化惠民工程，在4个受援县市建成“援疆书
屋”10座，在昌吉市32所中小学援建“刺桐朗读亭”。
搭建“互联网+”文化交流平台，帮助昌吉州举办两届
网络文化节、三届天山论“见”新媒体论坛，打造网络文
化IP“七剑下天山”，大力弘扬新时代主旋律、多维度
展示新疆良好形象和闽疆携手共进的精神风貌。

石榴融情，团结之花绚丽绽放。举办福建青少年
入疆研学、昌吉州青少年赴闽研学夏令营，组织两地少
年儿童传书信、聚“云端”，架起手拉手、心连心的桥梁，
三年来累计2.2万人次参与相关活动。支持举办“网络
大V闽昌行”活动，2023年2月12日—18日成功举办

“石榴花开闽疆情”网络名人讲援疆故事暨第三季“新
疆记忆·昌吉印象”网络主题传播活动，网络各平台活
动话题阅读量达5亿人次。持续“引客入昌”，助力旅
游兴疆，通过组织旅游包机、专列和举办文旅推介会等
措施，引导福建游客约2.2万人次来疆。深入开展“民
族团结一家亲”活动，84名援疆干部人才与134户少数
民族群众结亲结对，与当地各族干部群众开展多主题
多形式民族团结联谊活动，增进了情感交流。

三年来，福建援疆干部人才积极探索文化交流交
往工作的新领域、新模式、新路径，全力培育文化援疆
工作新亮点、新特色、新载体。

三年来，福建援疆干部人才带来发展新理念、新速
度、新成效，推动福建对口援疆综合效益不断提高，助
力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站在新的起点上，福建对口援疆将继续用心援疆、
倾情援疆、精准援疆，在天山脚下、在庭州大地，续写更
加壮美的新篇章。

春风送暖拂天山
同心逐梦壮庭州

——福建省第八批对口援疆工作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 刘茜 黄荣亮

一束鲜花、一首诗歌、一次踏青……连日来，我州各地干
部群众用绿色、健康、环保的方式纪念逝去的亲人、追忆革命
先烈，在缅怀中传承精神，在家风家教中忆初心，汇聚对生命
的感动和前进的力量。

清明祭英烈清明祭英烈 鲜花寄哀思鲜花寄哀思

昌吉州各级公安交管部门组织民辅警前往昌吉烈士陵园
开展清明祭扫活动，民辅警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擦拭烈士墓碑，
清理周边落叶和枯枝，整齐列队依次向英烈们献花，以告慰烈
士忠魂，寄托无限哀思。

昌吉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兆杰说：“我们要学习
英烈对党忠诚、坚定信仰的政治品格和牢记宗旨、忠诚为民的
公仆情怀，忠实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做到知责于
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为奋力推进平安昌吉、法治昌吉建设
再立新功。”

州党委统战部、州社会主义学院（分院）、昌吉公路管理局
组织党员干部、各民主党派人士代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
等90余人来到昌吉烈士陵园开展“缅怀先烈志，共铸中华魂”
清明节祭奠英烈暨“党旗映天山”主题党日联建活动。全体人
员整齐列队、齐唱国歌、向人民英烈敬献花圈，并集体朗诵诗
歌《缅怀先烈志，共铸中华魂》，向烈士致敬。

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五彩新城社区组织开展了“文明祭
扫 从我做起”清明节系列活动，以鲜花祭扫、植树绿化、踏青
遥祭、网上祭扫等文明低碳的祭扫方式来怀念逝者、寄托哀
思。“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引导居民文明祭祀、理性追思。”
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五彩新城社区党委书记郭丹丹说。

古诗话清明古诗话清明 民俗进校园民俗进校园

为了加深幼儿对清明节传统文化习俗的了解，激发幼儿
对先辈的缅怀之情，萌发感恩之情，昌吉州实验幼儿园开展了

“清明节”主题活动。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各班老师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通过诗歌、
故事、绘画等形式，让孩子深入了解清明节的来历、习俗等，宣
传“文明祭扫，爱护环境，安全出行”的新风尚。

为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昌吉市第八幼儿园开
展了“春暖花开忆清明”系列主题活动。小班的幼儿们通过吟
唱诗歌、观看红色影片，了解革命烈士的先进事迹；中班的孩
子们通过放风筝、制作菊花、手工制作青团等体验清明节的传
统习俗，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记忆；大班的幼儿们用双手将春景
绘于团扇上，用树叶、花叶拓印“蛋宝宝”。孩子们在动手创作
中，直观形象地感受着清明节文化和习俗。

吉木萨尔县第四小学举办了以“诵经典 传先志 赴未来”
为主题的清明节诗词吟诵大赛，通过吟诵诗歌、宣讲先烈革命
故事的方式，引导学生了解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学习革命先
烈的伟大精神。

吉木萨尔县第四小学学生苏巴提·阿合买说：“通过参加
这次比赛，我知道了清明节的来历、习俗，更明白了要继承先
烈的精神，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春归万物生春归万物生 踏青正当时踏青正当时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清明踏青的习俗。踏青古时叫探春、
寻春等，即为春日郊游，也称“踏春”。

清明时节，春归万物生，大地复苏、生机勃勃，正是踏青赏
花的好时节，以自然的生机激发人的生命活力。

清明节假期，天气晴好，春意盎然，在昌吉市滨湖河中
央公园，柳树、榆树开始吐芽，树林间的草地已经返青，不少
市民携儿带女，走向户外，一起放风筝、游玩、拍照，感受美
好春日。

玛纳斯县在葡萄酒公园举办了“春暖凤城 筝筝日上”主
题风筝文化旅游节。活动现场，形态各异的五彩风筝漫天飞
舞，争奇斗艳，吸引了众多居民游客驻足观看。除了放风筝，
手绘风筝大赛也吸引了不少学生参与，大家用五彩画笔绘就
美丽画卷、放飞童年七彩梦想。

玛纳斯县第四中学教师汪芳说：“春天来了，很高兴带着
孩子们来到户外，和他们一起感受放风筝的快乐，让他们在户
外感受春天的暖阳、春天的快乐。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像一只
只风筝，在属于他们的天空中飞得又高又远。”

祭奠先烈、追思亲人、踏青郊游——

我州各地绿色环保过清明

本报记者 刘辉 通讯员 于梅 张树勤 赵善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