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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
奋斗的起点。”在木垒县东城镇鸡心梁村村
民阿力木·阿不都尔家，写在“感恩墙”上的
这句话十分醒目。近年来，他享受的扶贫
政策、收入情况等，都记录在这面“墙”上。

“今天的好日子从何而来？看到这面‘墙’
就清清楚楚了。”阿力木·阿不都尔笑着说。

鸡心梁村有 104 户脱贫户，家家都有
“感恩墙”。“让每家每户都清楚享受了哪些
惠民政策，也让大家铭记惠从何来，彻底甩
掉‘等、靠、要’思想。”木垒县东城镇鸡心梁
村党总支书记王万龙说。

为了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鸡心梁村
充分发挥国家防返贫监测预警平台和 12
名网格员的作用，采取“线上预警+线下排
查”的方式，对589户1939名村民开展常态
化监测排查和每月一次集中排查，及时发
现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点的农户，确保乡村
振兴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

据悉，截至目前，木垒县共有监测对象
22户71人，该县坚持精准施策、对症下药、
靶向治疗，全过程跟踪、全方位服务、“一对
一”帮扶，直至风险稳定消除，监测对象风
险累计消除16户51人。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防止规模性返贫
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明确
要求“强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健全分层
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做好兜底保障”。

精准脱贫要下绣花功夫，防返贫监测
功夫更要深。早在2018年，我州已实现现
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村全部
退出。自2019年起，我州始终把建立健全
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工作作为守
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的关键抓手，毫
不松懈、压茬推进。

2023 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之年。我州着重
在“早、简、准、实”上下功夫，严格落实过渡
期内“四个不摘”要求，保持主要帮扶政策
总体稳定，持续压实行业部门责任和帮扶
责任，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

筑牢防返贫“保障网”。
聚焦监测环节，织密扎牢排查网

络。我州瞄准脱贫人口和“三类户”，持
续深化乡村振兴系统干部常态化包联机
制，统筹运用好农户自主申报、基层干部
排查、部门筛查预警、社会信息补充四种
监测方式，开展常态化、精准化监测，通
过“绿色通道”开展救助并落实帮扶措
施，有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这个春天，奇台县西北湾镇二屯村
村民阿卜杜如苏力·阿卜杜拉家里迎来
了80多只小羊羔，让过了半辈子紧日子
的他对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更有体会：

“以前只能面朝黄土靠天吃饭，一年到头
日子过得紧巴巴，现在我养的黑头羊发
展到了 200 多只，儿子贷款买了车跑运
输，全家收入一天比一天高，心里踏实
了，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阿卜杜如苏力·阿卜杜拉的妻子患
有小儿麻痹症，女儿患有脑膜炎，都需要
人照顾。那些年，全家人仅靠种地为生，
日子过得非常艰难。2014年，被识别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后，阿卜杜如苏力·阿卜
杜拉的妻女不仅看病报销了大部分医药
费，当地政府还送来了9只扶贫羊。两
年后，阿卜杜如苏力·阿卜杜拉脱贫摘
帽，如今日子越过越有起色。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在这一新征程上，既要守底
线、稳增收，也要运用系统思维，聚焦聚
力基础薄弱脱贫地区‘扶上马，送一
程’。”州乡村振兴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梁
建说。

近年来，我州坚持把增加脱贫群众
收入作为巩固脱贫成果的根本措施，加
大脱贫地区产业扶持力度，确保中央衔
接资金用于产业的比例不低于60%，逐
年稳步提高中央衔接资金用于产业发展
的比重，当前昌吉州已下达2023年中央
衔接资金 16361 万元，用于产业发展资
金12212万元，占比74.64%，较去年提高
9.6%。

2023 年，州乡村振兴局落实《自治
州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方
案》，动员453家企业（社会组织）开展全

覆盖定点帮扶、结对帮扶，贯彻落实“五年
过渡期”“四个不摘”要求，发动 505 个州
（县、市）直单位定点帮扶440个行政村，引
导企业、商（协）会组织参与实施高效农业、
优质种业、特色种养业、民俗旅游、农副产
品精深加工等产业项目，带动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

发展好了产业，还要抓好脱贫人口稳
岗就业。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增强
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要求

“持续运营好就业帮扶车间和其他产业帮
扶项目”“充分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保
障作用”“深入开展‘雨露计划+’就业促进
行动”。

今年28岁的瓦提别克·阿斯里别克是
鸡心梁村村民，2021 年创业失败后，经过
企业岗位培训，在新疆东方希望新能源有
限公司当了一名产品处理工，成为按时上
下班的产业工人。

“以前在家里种地、搞养殖，2017 年
起，我做牛羊肉批发生意，赔了 80 多万
元。现在我工作稳定，一个月能挣 8000
元，每天按时上下班，感觉很幸福。”瓦提别
克·阿斯里别克说。

近年来，我州持续升级“互联网+就
业”服务，建立州公共就业服务网络平台，
将“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等24项公共
就业专项招聘活动贯穿全年。围绕产业发
展与企业用工需求，建立健全“输出有订
单、计划到名单、培训列菜单”的“三单”模
式，推动脱贫人口想就业、敢就业、能就业。

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
一年干。“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责任
依然重大，任务仍然艰巨。我们将认真学
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严格落实‘四个
不摘’要求，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
推动扶贫产业提质增效，在做好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中，奋力跑好‘接
力赛’！”梁建表示。

乡村振兴，时不我待。如今，行走在昌
吉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乡村面貌焕然
一新，百姓安居生活幸福。一幕幕美丽如
画的场景，正书写着昌吉州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幸福光景。

本报讯 通讯员宋华敏报道：
4月10日，笔者在位于昌吉国家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昌
吉高新区”）新材料产业园的新疆
新铝铝业有限公司看到，新型环保
铝型材开发与运用项目已基本完
成。据公司副总经理董晓梅介绍，
项目达产后，预计每年可新增营业
收入2200万元。

董晓梅表示，公司落户昌吉
高新区 13 年，目前年产值已达 3
亿元，产品销往天山南北，企业
发展离不开昌吉高新区的大力支
持，最近又获得了 10 万元产业援
疆资金，进一步坚定了企业的发
展信心。公司将进一步加大科技
研发投入，提高市场占有率，为
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
献。

为进一步吸引援疆省市企业来
昌吉高新区投资发展，鼓励扶持产
业援疆项目，提高福建援疆企业产
值产能、市场竞争力及科技创新能
力，根据福建援疆泉州分指挥部产
业援疆工作安排部署，昌吉高新区
结合实际制定《昌吉高新区产业援
疆资金管理办法》，聚焦产业带动
效果显著、成长性好、发展潜力
大，对昌吉高新区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大，符合产业导向，效益良好的
福建援疆企业，给予专项资金支
持。不久前经综合评估，昌吉高新
区为4家科技创新力度大、能力强
的福建援疆企业发放了 50 万元产
业援疆资金。

当前，中瀚顶达科技有限公
司太阳能光伏支架生产项目已完
成厂房主体建设，并进入设备安
装调试阶段。该公司董事长许芦
辉说：“昌吉高新区刚为我们发放
了 20 万元产业援疆资金，让我们
很受鼓舞，我们将加大太阳能光
伏支架新产品研发力度，争当行
业标兵，为园区新能源产业贡献
力量。”

2021 年落户昌吉高新区创新
创业基地的新疆鲁班木塑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是新疆首家木塑复合地
板生产公司。最近获得昌吉高新区
发放的 10 万元产业援疆资金。公
司董事长江涛表示，上级政府、福
建援疆前方指挥部和昌吉高新区管
委会的关心支持是企业发展的最大
动力。公司将把产业援疆资金全部
用于科技研发。公司目前拥有 12
条生产线，8月全面达产后，产能
可达15000吨/年。

据了解，昌吉高新区产业援
疆资金项目坚持“快”与“好”
并重，充分发挥资金引导和放大
效益的作用，促进援疆企业提产
增效、提高企业竞争力、优化企
业生产生活环境，凡福建援疆企
业均可申报。昌吉高新区党工委
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黄世兴表
示，要发挥好援疆干部的桥梁纽
带作用，争取好、用好援疆资
金，增加产业援疆“含金量”，增
强已引进的 25 家福建援疆企业

“造血”功能，为园区经济高质量
发展增添新活力。

4 月 11 日，
呼图壁县呼图壁
镇华安社区协同
县委统战部、呼
图壁农商银行总
行在县图书馆举
办了“畅阅全城
书香呼图壁”全
民阅读活动。

30余名单位
干部、企业职工、
辖区居民一同走
近文学经典，共
享阅读盛宴，共
启美妙的心灵之
旅。

王俊伟 摄

昌吉高新区：

发放产业援疆资金

增强企业“造血”功能

奋力跑好“接力赛”
——昌吉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综述之三

本报记者 王薇 通讯员 段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