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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幢幢安居房建成使用、一个个援
疆项目扎根落地、一件件惠民实事落实
见效……2020年进疆以来，山西省第四批
援疆干部人才与昌吉州各族人民团结一
心，奋勇前进，携手共绘团结和谐、繁荣富
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新
画卷。

三年来，山西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
（以下简称“山西省援疆前指”）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新疆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
略，全面落实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全国
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实施援疆项
目184个，选派干部人才217名，协调柔性
人才 1570 名，持续推进援疆工作拓展深
化、提质增效，走出了一条具有山西特色、
符合受援地实际，传承式创新、融合式发展
的援疆之路。

民生援疆有力度
幸福生活更有“质感”

聚焦当地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山
西省援疆前指坚持“项目资金谋划有高度、
保障民生福祉有温度、夯实基层基础有力
度”抓好民生项目建设，在昌吉州打造了一
批民心工程——

投资 4200 多万元建设阜康市城南幼
儿园、城北幼儿园，改善阜康市城乡幼儿园
办园条件，解决700余名幼儿入园难问题；

投资8000万元建设晋阜小学，开设36
个教学班，解决了周边11个行政区、22个
村1620名孩子上学远、上学难问题；

投入援疆资金 1.2 亿元，实施项目 13
个，推动当地各医疗机构基础设施明显改
善、医疗水平显著提高、医疗服务体系日益
健全；

在山西援疆资金的支持下，提升改造
阜康市6个乡镇农村住房，260户农牧民住
上了明亮温暖的新房；

……
三年来，山西省援疆前指坚持把保障

和改善民生作为首要任务，先后实施民生
项目136个，向民生、基层领域投入资金分
别占三年援疆资金总额的93%、86%。

昌吉州党委副书记、山西省援疆前指
总指挥刘鹓说，山西援疆项目覆盖抗震安
居群体建房、基层幼儿园及养老院建设、基
层医疗设施购置、人饮水改造项目等领域，
有力促进了农村公共服务等民生事业得到
长足发展，当地各族群众住上了宽敞明亮
的新居，用上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幸福生
活更有“质感”。

产业援疆增活力
助推特色产业长足发展

充分发挥紧靠天山天池景区的区位优
势，阜康市城关镇山坡中心村村民依靠特
色民宿、农家乐增收致富。随着游客逐年
增多，该村服务接待能力亟须优化提升。

在山西援疆资金的扶持下，山坡中心
村启动昌吉州首家村级游客服务中心建
设，进一步完善配套设施，建设停车场和文
化活动广场，设置网络文化服务一体机等
设施，为乡村旅游业发展增添新动能。

三年来，山西省援疆前指坚持把产业
援疆作为富民兴疆的有效途径，聚焦农业
提质增效、工业转型升级、就近就地就业，
着眼增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在招商引
资、园区合作等方面多向发力，助推当地特
色产业长足发展。

山西省援疆前指充分发挥山西省农业
科技优势，在阜康市等地培育蔬菜新品种
88个，辐射带动6万亩蔬菜生产；推广新品
种葡萄、双孢蘑菇等示范种植，带动种植业
结构优化升级；采用云签约、小分队等方式
精准招商，对接企业600余家，实现招商落
地 114 项 195.6 亿元；扶持引导晋能控股、
华阳集团、平遥煤化等200多家企业到准
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地投资兴业，促进了
当地精细化工、新材料等产业延链强链；鼓
励引导山西劳动密集型企业落户新疆，累
计提供就业岗位9500个，推动准东产教融
合科技创新园培训企业职工8000余名，化
解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短缺难题。

智力援疆补短板
培育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2月7日晚，山西省第二批“组团式”援
疆教育人才30人抵达阜康市，开始了他们
的援疆支教工作。山西省第二批“组团式”
援疆教育人才许媚说：“来到这里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我们会不负使命，倾情奉献，
尽快熟悉学校的办学特点和教学要求，发
挥自身优势和特长，搭建起晋阜间教育沟
通桥梁，共促学校高质量发展。”

2月15日晚，山西援疆干部、兵团第六师
五家渠市卫健委副主任田峰和同伴们正在通
过腾讯会议软件为基层医疗机构的心理医师
进行培训。“这样的培训每周有一或两次，不
仅有系统知识讲解，穿插案例分析，理论课后
还有分组练习。通过开展系列培训进一步提
高当地基层医疗机构心理卫生服务人员对心
理疾病的识别和诊治水平。”田峰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山西省援疆

前指坚持“引才”“育才”两手抓，高标准推进
智力援疆，教育医疗“组团式”援疆成果显著。
山西省医疗援疆干部人才以“大培训”为切入
点，举办大讲堂、云指导等300余场次，培训
医务人员4400人次；以“师带徒”为切入点，
建立团队带团队、专家带骨干、师傅带徒弟的
人才培养机制，为当地医院培养专业人才40
名；以“强科研”为切入点，指导科研项目30
余项、发表医学论文10余篇，带动当地医学
高端人才培养，为助力当地医疗事业长远发
展打下坚实基础。

山西省教育援疆工作积极探索“校级
领导+中层干部+专业骨干”的援疆模式，
精选56%的援疆教师加强主要课程师资队
伍，有效增强了当地学校的学科综合实力；
山西省 44 所高职院校、省直属 21 所中小
学、幼儿园及11个地市优质学校与当地的
52所高职、中小学、幼儿园结对共建，通过
送教、互访、讲座、评课等，开展教学交流
600 余场次，培育了一支带不走的高水平
师资队伍。

文化润疆沁人心
携手共画“同心圆”

元代木雕、明代门楼；平遥漆器、应县
木塔模型；刺绣、陶瓷、皮影……2022 年 5
月18日，晋阜民间文物交流展在阜康市博
物馆正式开展，来自山西长治市600余件
民间珍贵文物，以实物、图文、场景复原等
方式亮相。

让当地各族干部群众在近距离感受三
晋文物魅力的同时，山西省援疆前指还持
续开展“晋疆一家亲”文化援疆系列活动，
将千里之外的山西文艺精品送到当地群众
的家门口和田间地头，进一步丰富当地群
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为晋疆两地各族群
众交往交流交融搭起了桥梁。

山西省援疆前指先后推动《立秋》《解
放》等精品剧目入疆巡演，开展“晋疆情晋
疆行”等“十大行动”和“晋疆一家亲同筑中
国梦 百篇（部）文艺作品基层巡展”等五个
百系列活动；协助创作了《生命如歌》《沙枣
树》《北塔山》等文艺精品力作；推动山西省
艺术职业学院与昌吉艺术剧院合作，让国
家级非遗新疆曲子真正“活”起来。

最是文化沁润人心。三年来，山西省
援疆前指充分发挥山西历史悠久、文化厚
重的优势，持续推进文化润疆工程，让两地
干部群众在文化交往中增进共识，在文化
交融中强化认同，携手共画最美“同心圆”。

从精品剧目展演到民间文物展览，从文
化交流交融到部门合作共建，山西省援疆前
指多角度、深层次唱响文化润疆主旋律，千里
共筑晋昌情，共同浇灌民族团结之花，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积极贡献。

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晋昌将携
手奋进，勇毅前行，共著更美华章。

本报讯 通讯员吾拉恩·巴
合提努尔、马嘉俊、康明强报道：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呼
图壁县把发展特色养殖作为优化
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法
宝”，大力发展骆驼、驴、鸵鸟、鸡
等特色养殖，进一步拓宽农民增
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可持续发
展。

近日，笔者来到五工台镇十
九户村，见到了呼图壁源康畜禽
养殖合作社法人徐亮，他正在鸡
舍里操作全自动喂料机。徐亮今
年养殖的第一批三黄鸡已上市，
纯利润达80万元，这让他开心不
已。2021年，徐亮回到家乡成立
了呼图壁源康畜禽养殖合作社。
徐亮说：“现在我们合作社的三黄
鸡单批次养殖量可以达到 15 万
羽，主要以笼养为主，成活率达
98%，70天就可以出栏，单只重量
可达3公斤。”

据了解，目前呼图壁源康畜禽
养殖合作社的养鸡场占地面积为
42亩，有标准化鸡舍4个，年出栏
60万羽。鸡舍采用专业养殖设备，
自动填料、自动清粪、自动控温、自
动调节空气，所有饲养环节都是自
动化运作，不仅省去人工饲养成
本，养殖出的三黄鸡口感紧实嫩
滑，鸡味浓郁，畅销至乌鲁木齐、阿
克苏、博乐、库尔勒等地。

呼图壁源康畜禽养殖合作社
饲养员汪克志说：“我每天早上起
来打扫卫生，检查各种设备运行
情况，一个月能挣 5000 元左右，
我打算一直干下去。”

徐亮说：“我们今年带动了
周边一些农户，发展笼养三黄
鸡。今年年终，合作社将建设二
期工程，争取到 2025 年，将这里
打造成整体笼养集散地，带动村
民一起致富，在小康路上越走越
远。”

五工台镇依托地理优势，积
极挖掘发挥特色养殖业带头人引
领模范作用，鼓励带领各族群众
发展特色养殖，扩宽致富之路，助
力乡村振兴。

呼图壁县五工台镇党委委员
李武德说：“目前，我镇有骆驼
1600余峰、驴110多头，畜禽养殖
数量达到 120 万余头（只），带动
集体经济显著增长。下一步，我
们将扩大特色养殖规模，增加养
殖场数量，推动五工台镇高质量
发展。”

近日，小朋友在呼图壁县
吉祥广场放风筝，乐享春光。

本报记者 陶维明 摄

呼图壁县：

三黄鸡“啄”出致富路

千里共筑晋昌情 同心共绘新画卷
——山西省第四批对口援疆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刘辉

4 月 12 日，吉木萨尔县二工
镇农科站的技术人员来到六户地
村冬小麦地里，查看冬小麦苗情
长势。

连日来，吉木萨尔县二工镇
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指
导农民开展冬小麦田间管理工
作，确保冬小麦丰产丰收。

张德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