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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历史重任，勇立时代潮头，詹桂
雄把小我融入时代的大潮中，在玛纳斯
这块热土上，用激情雕刻精彩人生。

谈起规划工作，詹桂雄滔滔不绝，
“农牧民是村庄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之源，在乡村建设发展中只有充分尊重
他们的需求、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提高他
们的参与度，才能确保村庄规划可操作、
可落地、可持续。”2020年8月，詹桂雄在
总结谋划闽玛生态村发展时，从搬得出、
定得住、能发展三个角度，将该村的发展
规律总结为从牧民搬出来、定居下来的
1.0版本，到驼奶产业成长、畜牧业升级、
牧家乐蓬勃发展、牧民定得住的2.0版本，
再到文化中心、红色三明苑等文化润疆
工程的深度实施，促进牧民精神层面再
提升，定居工程焕发新活力的3.0版本。
如今，詹桂雄设计的三个版本都已基本
实现。

塔西河河谷，百年树龄以上的杨树以
顶天立地的姿态，见证了三年来詹桂雄的
辛苦付出，也寄托着他的喜悦和情思。

塔西河乡村庄分散，农牧民沿河而
居，如何进一步助力当地居民富民兴
业？借鉴三明跨村联建的成功经验，詹
桂雄和三明援疆干部制定了塔西河谷

《党建引领跨村联建 产业发展示范带
建设工作方案》，聚焦农牧民急难愁盼
问题，对症下药、精准发力，整体规划、
特点谋划，推动产业发展、牧民增收；以
河谷为轴，将生态、生产、生活三大圈层

有机结合，以党建 模式，将沿线村庄打
造成生机勃勃的宜居乡村典范。

整修一新的玛纳斯县塔西河乡东
支渠村，彻底告别了脏乱差的人居环
境。走近装饰一新的定居房、牧家乐，
浓郁的民俗气息扑面而来。沿着蜿蜒
的木栈道走进河谷茂密的森林，“真人
CS”、丛林穿越、野外露营地、特色林下
食用菌采摘园等文旅项目蓬勃发展。
在詹桂雄和三明援疆干部的共同努力
下，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特
色风情旅游休闲村已成型，文旅融合的
致富新路逐渐清晰。

玛纳斯县塔西河乡新岸村、红沙湾
村种植的“塔河红”苹果脆甜多汁，但个
头小、难储存，其中的一级苹果还不到
35%。詹桂雄和三明援疆干部实地调查
后，就地建起示范园，并加强技能培训，
将一级果占比提升到了70%。牧民们高
兴地说：“有了‘塔河红’，日子红彤彤。”

在红沙湾村，四村联建的物业服务公
司已经成立，大马力拖拉机等机械设备逐
一到位，统一购销的青贮、苜蓿等饲草料
源源不断地送到牧民手上，这是詹桂雄和
三明援疆干部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又
一有力举措。

在詹桂雄眼中，塔西河谷是一条
碧玉带，村庄是一粒粒宝石。詹桂雄
着力于雕琢玉带和宝石，帮助各族群
众在乡村振兴的潮流里摇橹划桨，实
现每个人的美好生活目标。

三年前，福建省住建厅发布的一则关
于援疆工作的报名通知，让潘坚有了一次
重要的人生选择。

当时，身为福建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
副处长的潘坚主动报名，经过严格考核、选
拔，他成为了第八批福建省援疆干部中的
一员，也是过去十年来福建省住建厅机关
选派的第一位援疆干部。2020年4月，潘
坚开始援疆工作，任昌吉州住建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和州造价服务中心副主任，负责
城市建设和市政公用行业管理、建设工程
造价监督管理等工作。

在新疆广袤的大地上，每一名援疆干
部都是一粒种子。潘坚立志做一粒优秀的
援疆种子。援疆三年来，他充分发挥住建
行业援疆干部的优势，主动担当作为，将心
血和汗水挥洒在天山，为昌吉州住建行业
发展贡献了福建住建人的援疆力量。

人如其名，潘坚在援疆岗位上保持“攻
坚”精神，付诸“攻坚”行动。为推动昌吉州
各县市落实好中央、自治区环保督察整改任
务，他顶烈日、冒风雪，组织带队深入各县市
城镇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开展工作，邀
请国内行业知名专家“把脉会诊”，解决困扰
已久的垃圾自燃等难题。通过不懈努力，昌
吉州各城镇污水处理厂全部完成一级A提
标改造，各县市垃圾填埋场均达到无害化处
理标准，顺利通过生态环保督察。

潘坚分管建筑业和行政审批工作，他带

领科室成员认真研究国家、自治区和福建省
的政策，学经验、重调研，历经多稿，制定出
台《昌吉州进一步优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工
作实施方案》，将审批时间压缩到30—55个
工作日，审批事项由50个精简到44个，并配
套建立行业负责人驻点等一整套创新制度，
重点解决了项目审批领域多、耗时长等突出
问题，进一步优化了昌吉州的营商环境，受
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潘坚在分管垃圾分类工作中，牵头组
织制定了《关于推进自治州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的实施方案》、昌吉州垃圾分类指南和
操作规程。如今，由他组织编制优化的昌
吉州垃圾分类指南和操作规程成为全疆的
创新样本。

潘坚积极争取福建省住建厅援疆资金，打
造州住建局干部职工健康之屋，改善办公条
件，为干部职工办实事。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东
城镇孙家沟村和白杨河乡西泉村，是潘坚“常
回家看看”的地方。他与福建援疆漳州分指挥
部对接，为这两个村建设村民活动广场。在村
民眼里，这位福建来的年轻人不只是援疆干
部，更是人人竖起大拇指点赞的“儿子娃娃”。

三年援疆经历是潘坚难忘的精神洗礼和
实践锻炼。“不是每一朵花都能开在天山之
上，雪莲做到了；不是每一棵树都能立在戈壁
之中，胡杨做到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踏上援
疆之路，我们做到了!”潘坚喜欢这段话，为自
己是一名援疆干部而骄傲。

在玛河大地雕刻精彩人生
——记援疆干部、玛纳斯县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詹桂雄

三年援疆路 一生新疆情
——记援疆干部、州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潘坚

“陆海虽别，缘结于一带一路；云山
虽遥，情切以对口援助。”2020年4月，
柯国林从福建省晋江市辞别亲朋、远离
故土，来到昌吉州，任昌吉市文旅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作为第八批福建援疆
干部，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援疆人的大
爱与担当。

百里丹霞风景廊道被誉为“天山
地理风光走廊”，号称新疆的“小独库
公路”。2020年4月，柯国林对百里丹
霞风景廊道昌吉市段的旅游开发规划
项目进行多次实地踏勘，开展配套设
施选址和景点取名等工作。如今，百
里丹霞风景廊道顺利通车，成为网红
打卡地。

百姓书屋是福建援疆泉州分指挥
部全资支持的文化润疆项目。2020
年，柯国林联系牵线昌吉和晋江两市
的图书馆成为结对共建伙伴，在2021
年1月8日建设了首批4座百姓书屋，
并正式对外开放。

丝路缘，泉昌情。从文化援疆到
文化润疆，柯国林用实际行动促进了
泉昌两地的文化交流。在昌吉州·泉
州文旅推介专场活动中，柯国林组织
泉州艺术家到昌吉市开展“大美新疆·
遇见昌吉”艺术交流，在泉州举办采风
成果展，先后联系策划了泉昌电视文
化周活动，编排了旅游推介晚会《请到
大美昌吉来》，促成晋江“焕之声”合唱
团和昌吉“丝路之声”青年合唱团结对

共建，促成两地多家文创企业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等。

在福建援疆泉州分指挥部担任宣
传活动组、产业对接组组长期间，柯国
林积极做好招商、产业对接和宣传报
道工作，跟踪签约项目落地，做好服务
保障工作。

每一位援疆干部，都是民族团结的
使者。天鹅小镇是福建援疆泉州分指
挥部接力打造的牧民定居点示范项
目。柯国林为“泉昌情·达尔汗”乐队及
时解决资金不足、节目排练创作难等问
题。紧挨天鹅小镇的是昌吉市阿什里
乡中心学校，学校的“泉昌情”少年足球
队战绩不俗，但经费不足。柯国林得知
后主动联系，促成了福建晋江卡尔美公
司与该校的合作签约。2021年6月，他
还促成晋江英林心慈善基金会为昌吉
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少年宫添置了100
套舞蹈服装和100个足球。

援疆，是一种使命，一种责任，也
是一种情怀。柯国林在三年援疆工作
中感悟和收获了很多。三年里他坚持
写好援疆日记，记录心路历程，撰写的
散文《努尔加大峡谷随想》在新疆和福
建等媒体发表。

风雨多经志弥坚，关山初度路尤
长。柯国林在结束援疆工作前还有一个
心愿，就是把一封早已写好的信发出去，
邀请《唐轮台》的作者来百姓书屋举办读
书讲座，再为打造“书香昌吉”出一把力。

“援”来有我“疆”爱同行
——记援疆干部、昌吉市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柯国林

在昌吉烈日炎炎的盛夏季节，他穿着
一件短袖衬衫，一张“娃娃脸”充满青春朝
气，为参观者介绍闽昌莆玛产业馆，干练洒
脱的举止，真挚诚恳的谈吐，热情大方，刚
毅又自信。

这位年轻人就是魏来荣。进疆后，他
担任玛纳斯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福建援疆莆田分指挥部副指
挥长。

出发来新疆的前一夜，父亲与魏来荣促
膝长谈，随口吟诵出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
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你们这一代人出
征援疆恰逢盛世，赶上了报效国家的好时候，
年轻人唯有把个人理想和国家复兴之梦结合
起来，才会有一番新作为。”父亲的一席话，让
当时还有一丝不安的魏来荣对新疆这块土地
愈加神往，也更加坚定了援疆的信心。

到玛纳斯县后，正赶上开春。魏来荣
立马投入工作，马不停蹄深入各乡镇、企业
开展专题调研。

2020 年魏来荣被抽调至福建省援疆
前方指挥部办公，在各项工作紧锣密鼓落
实之际，他接到了妻子的电话，得知父亲被
确诊为肝癌晚期。思量许久，他第一次请
假回家，边陪护父亲边处理工作。父亲病
情刚刚稳定，就不断催促他说：“来荣啊，别
担心我，赶紧回新疆吧，那里还有工作等着
你。”安顿好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魏来荣便
迅速返疆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不久，父
亲的病情再次恶化，他强压住心中的不安，
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后赶回莆田，陪父亲走
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走进玛纳斯县清水河乡红坑村，一片
徽派建筑中，清水河乡乡史馆格外引人注
目。自2021年7月开馆以来，这里吸引了

全疆各地6000多名游客前来参观，成为远
近闻名的旅游网红打卡点。

魏来荣介绍，近年来，莆田援疆累计投入
800余万元，建设了包括清水河乡乡史馆、贝
母房子村产业振兴馆、闽昌莆玛产业馆、兰州
湾镇兰溪苑等11个文化润疆项目，让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群众的生产生活。

在魏来荣的牵头组织下，莆田援疆宣
传组参与拍摄了《玛纳斯欢迎您》《玛纳斯
当与君相遇》《碧玉妆成玛纳斯》等10多部
文旅宣传片，赴莆田开展了两地红色文化
线上交流直播活动，协调30万元资金提升
改造乐土驿新疆驿站博物馆，与玛纳斯县
委宣传部、县教育局、县网信办等部门联合
开展了“文化润疆诗词比赛”“翰墨飘香润
凤城书画展”“玛纳斯桃文化旅游节”“凤城
朗读者”“沿着玛河看振兴”等10多场文化
润疆活动。

魏来荣认为，援疆干部要发扬胡杨精
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扎实迈好援疆
工作的每一步。

三年来，依托福建莆田对口援疆项目、
产业、人才、资金、技术和地缘优势，魏来荣
积极推动闽昌莆玛两地产业交流合作。他
牵头组织策划了2022年新疆昌吉州·玛纳
斯县名优农产品莆田推介会，在线观看人
数达到18万人次，10多家参会企业的产品
销售火爆。

在魏来荣的促成下，莆玛两地举办葡萄酒
推介会、碧玉展销会和青年企业家座谈交流会
10余场次，举办了首届云上莆玛情茶文化节，打
造了8家新疆天山北麓葡萄酒外销平台莆田旗
舰店，并与莆田市多家知名企业达成销售合作
意向，进一步拓宽了闽昌莆玛名优农产品的销
售渠道，销售额达2000多万元。

情暖天山永不悔
——记援疆干部、玛纳斯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魏来荣

（本版稿件均由福建省援疆前方指挥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