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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净土，养心木垒，因山川秀丽、瀚
海无垠、古迹众多、风俗浓郁，偏一隅而秀
天下。2020年以来，第八批福建援疆漳州
分指挥部（以下简称“漳州分指挥部”）干部
人才深深扎根木垒，坚守援疆初心使命，践
行胡杨精神，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唱响援
疆新战歌。

产业发展村民富

进疆伊始，漳州分指挥部把推动农业
产业发展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头等大事，
通过多方调研、反复考察，选择发展芦笋产
业，助力提高木垒农业种植效益，增加各族
群众收入。漳州援疆农技人才余文俊扑下
身来，手把手指导群众种植管理，让芦笋扎
根木垒。2020年8月，余文俊试种的1.5亩
大棚芦笋获得成功；为了扩大试验示范面
积，2021年他又种植5亩大棚芦笋，还把
2020年培育的1500多株芦笋种苗提供给
木垒蔬菜合作社种植，同步进行露天种植，
均达到预期效果。

芦笋一次种植可采摘15年，每亩收入
在1万元以上，经济价值高。2022年，漳州
分指挥部通过组织种植大户外出学习考察、
给予芦笋种苗补助、强化技术指导等方式，
推动木垒县绿苗食品公司和云海畜牧合作
社示范种植芦笋面积186亩、40万株，为各
族群众发展农业经济提供了新思路、创造
了新条件。

产品要做大做强，不能“藏在深闺人
未识”。在漳州分指挥部“线上线下”营销
融合发展策略下，木垒特色产品不断走出
昌吉、走向全国。2021年，漳州分指挥部
重点推动成立木垒良品电子商务有限责
任公司，支持木垒县电商直播基地建设，
建成两个以企业运营为主要形式的电商
直播间，通过短视频宣传、直播销售、线上
销售方式，加大农牧产品销售力度，销售
木垒特产80多种，销售额达2000余万元。
同时，漳州分指挥部先后组织木垒农牧企
业参加北京、湖北、漳州（海峡两岸）等多
个地区食品（农产品）博览会，在西大门集
团开设木垒扶贫产品展销馆，在漳州市以
及宁德市柘荣县开设7家木垒特色产品
门店，举办“天山净土·养心木垒”首届电
商直播节暨年货节活动，木垒优质农牧产
品受到更多认可，“木垒联盟”农牧产品的
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木垒县农牧民群
众的腰包也越来越鼓。

项目落地村貌新

“这个文化广场的建成，既提升了我们村
的整体形象，也让村民们拥有了一处属于自
己的休闲活动场所，他们可以在这里跳麦西
来甫、广场舞，群众的文化生活有了新面貌。”
昌吉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驻木垒县东城镇
沈家沟村“访惠聚”工作队队长高旭青指着杏
福文化广场欣喜地说。

沈家沟村是福建援疆长期对口援建的农
牧结合村。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
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漳州分指挥部充分发
挥对口援疆在资金、项目、人才等方面的优势，
因地制宜、以人为本，启动了“美丽乡村”建设
项目，以杏福文化广场建设为切入点，逐一解
决巷道积水、扬尘，以及活动场所单一、文化
阵地短缺、群众收入渠道不宽等问题，还助力
村民发展庭院经济，打造村集体杏树园，推动
树上干杏逐步成为本村特色农业产业，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

援疆项目为木垒乡村振兴带来了新变
化。三年来，漳州分指挥部共实施援疆项目
近40个、总投资超1亿元，涵盖水利设施、文
化阵地、美丽乡村、创业就业、生态治理等领
域，全力以赴助力乡村振兴，大大提升了木垒
县各族群众的幸福指数。

文化润疆百姓乐

最是文化润人心。漳州分指挥部深入贯
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将文化润疆作
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坚持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围绕打造“雨润胡杨”品牌系统工程，
加大文化设施建设力度，培育文艺人才队伍，
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在相距漳州九龙
江4500公里的木垒河上，奏响了一曲文化润
疆的华美乐章。

近年来，漳州分指挥部大力建设文化创
作阵地，以菜籽沟艺术家村落为重点，支持著
名作家刘亮程、李健建设文学馆或创作基地，
支持漳州籍陶艺大师洪树德建设陶瓷艺术馆，
支持漳州籍书法家沈亮光设立书法创作室，
为文艺家创作提供良好环境，还先后修建了
九龙江文化公园、胡杨精神展示中心、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综合运动中心、镇（村）文化活动
室、校园文化长廊等20多个较大规模的文化
体育设施，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丰富
多彩的文化体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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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具有凝心铸魂的重要作用。福建省第八
批援疆团队进疆以来，充分发挥福建省文
化资源大省优势，始终扎实开展文化润疆
工作，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援疆工作
的方方面面。福建援疆漳州分指挥部全力
打造文化阵地建设、文化人才培养、文化交
流合作三大板块，以“书画润疆”“非遗润疆”

“文学润疆”为抓手，持续加强国学讲堂、刘
亮程文学馆、技工学校等阵地建设，强化“小
小书画家”、书法和美术家协会会员、茶艺
人员等人才培养，先后举办艺术名家木垒
行、线上线下讲座、艺术作品展览、学校青
少年艺术社团展演等活动，持续不断丰富
文化润疆内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
各族群众心田，增强了各族群众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认同，达到了以文化人、以文
润心、以文培元的目标。

智“惠”援疆提质效

2020年以来，福建援疆漳州分指挥部
干部人才运用信息化赋能智“惠”山城建设
体系，成功解决木垒教育薄弱、医疗短板、
信息闭塞等问题，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2022年12月8日，漳木两地开展了一
场云上教研、线上答疑的活动。“疫情停课
复课后，如何着手准备幼小衔接……”近
3个小时的线上研讨会，总共有67位教师
共同参与，“幼小衔接”的专题讲座让木垒
县与会教师汲取了知识，开阔了眼界。三
年疫情，木垒县各学校同全国各地一样开
启了不间歇的线上教育教学。学生们停课
不停学、教师们离校不离教。针对木垒县
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辐射面不广的现
状，漳州分指挥部积极协调教育系统，强化
信息技术运用，坚持“线上+线下”工作思
路，主动为受援学校提供漳州优质教育教
学资源。

三年来，漳州分指挥部选派36位教师赴
木垒县任教，推动成立“沐心垒魂”援疆支教
工作室，创办“知行合一”名师工作室，举办
云上教学研讨、专题讲座、线上培训等活动
100多场次，结对帮带木垒县教师80多人次，
推动木垒县教育事业较高水平发展。

大力推动漳木两地医院共建，积极引
进医疗新技术，成立医学实践技能操作室，
培养本地人才，助力留下一批“永不走”的

医疗人才队伍；积极探索媒体援疆新路径，在
人力物力上给予实实在在的支持，推动木垒
县融媒体中心建立了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
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
播体系……三年来，漳州援疆干部人才最大
程度将“山城所需”和“漳州所能”有效结合，
推动“引智”与“育人”同步发展，把先进技术
和管理经验带到受援地，促进对口援疆工作
从“输血”到“造血”转变，在木垒大地上奋力
书写了一张张智“惠”援疆的精彩答卷。

民族团结一家亲

“古丽哈依夏，你在家吗？我们今天去看
看你。”“我在家，欢迎欢迎！”逢年过节，木垒
县委副书记、漳州分指挥部指挥长林立鹏都
要带着学习用品和慰问品去看望他的哈萨克
族亲戚——大南沟乌孜别克族乡东沟村村民
古丽哈依夏。每次来到古丽哈依夏家里，林
立鹏都会详细询问家中生产生活情况，嘱咐
她有什么困难一定随时打电话。林立鹏还筹
措1万元资金帮助她家改善了居住条件，协
调解决家中青贮饲料大棚建设资金不足等
问题。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三年来，
漳州分指挥部用实际行动践行“民族团结一
家亲”的理念，累计开展“融情石榴籽 民族团
结一家亲”联谊活动50多场次，结对帮扶60
多位困难学生和困难群众，发放水仙花助学
金30多万元，争取漳州三宝集团奖教奖学资
金100万元，捐赠羽绒服、棉被、篮球、课桌椅
等物品，努力为学生提供舒适的学习生活条
件，慰问福利院、武警消防、边境管理机构等
各族干部群众2000多人次。

同时，漳州分指挥部持续激活政协、统战、
学校、乡镇、“访惠聚”驻村工作队等五支力量，
着力打造“爱我中华、爱我亲人、爱我文明、爱
我家园”四大板块，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交
往交流交融体系，形成了前后联动的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大格局，用援疆之力
凝聚团结之力，团结引领木垒县各族干部群
众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千里援疆路，走出的是一条发展之路、奋
进之路，更是一条团结之路、交融之路。三年
来，漳州分指挥部干部人才在“天山净土·养
心木垒”上踏出铿锵足迹，扶到点上、援到根
上、帮到心上，在木垒乡村振兴的征程中，绘
就了一幅“水仙雪莲根连根 漳木两地一家亲”
的壮美画卷。

水仙雪莲根连根 共绘发展新画卷
——福建援疆漳州分指挥部助力木垒县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荷苒·马汗

2月25日，“花样漳州 食全食美”漳州市首届美食文化节上，福建援疆漳州分指挥
部推介的木垒特色产品引人注目，展位前的新疆特色歌舞表演引来阵阵掌声。

今年1月，福建援疆漳州分指挥部主办的木垒县青少年赴福建“赓续红色血脉，厚
植爱国情怀”冬令营开营，开启了漳木两地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局面。

（本版图片由福建援疆漳州分指挥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