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援疆项目凸显民生主题

家住昌吉市阿什里乡“天鹅小镇”的牧民木沙合买
提在整洁漂亮的新家中，一边儿弹着冬不拉，一边儿唱
着自己新编的歌曲，怡然自得。“天鹅小镇”是由福建援
疆泉州分指挥部援建的生态移民工程，也是福建援疆
示范项目，总投资超过9200万元。每户牧民只需出资
4万多元，就能拥有一套两室一厅85平方米的住房。
2020年，502户1780名牧民入住，在这里开启美好新
生活。

三年来，福建援疆聚焦民生福祉，共实施计划
内援疆项目231个，投入计划内援疆资金14.21亿
元，其中投向民生的资金占比近90%。一批带动
性强、可持续性好、综合效益高的高质量援疆项
目落地昌吉，在庭州大地上绘就了一幅高质量
对口援疆的新画卷。

这个春天，新落成的阜康市城南幼儿园迎

来第一批幼儿入园。在城市另一端，城北幼儿园正在火
热建设中。两所幼儿园均为山西援疆项目，总投资
4200多万元。项目建设面积近1万平方米，包括教学楼
及教学设施设备购置、信息化建设等配套附属工程，建
成后可容纳幼儿700余名，有效改善阜康市城乡幼儿园
办学条件，推进全市教育均衡优质发展，让群众享受更
多优质教育资源和服务。

昌吉州党委副书记、山西省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
刘鹓介绍，自山西省开展援疆工作以来，实施的援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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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改造项目等领域，将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与助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解决了8万多
人住房、22万人饮水安全、8万多人冬季供暖、20余万人
道路出行等难题，让民生福祉更有“温度”，居民幸福生
活更有“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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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茜刘茜

① 昌吉市阿什里乡天鹅小镇
全貌。迄今，“天鹅小镇”已有20幢
502 套楼房顺利竣工，67 户牧民搬
进新房。

本报记者 何龙 摄

金秋九月，万物丰润。在昌吉市第十一小
学，孩子奔跑在操场上，徜徉在“书海”里。该校1
号和 3 号教学楼是福建援疆泉州分指挥部投入
1730万元援疆资金建设的。这是民生援疆持续增进
各族群众福祉的一个缩影。

昌吉民生画卷壮美，少不了民生援疆工作浓墨重
彩的一笔。福建省、山西省坚持资金项目向民生倾斜、
向基层倾斜、向重点地区倾斜。一张张厚重的民生答
卷，让昌吉州各族群众充分感受到党中央的关怀和祖
国大家庭的温暖，更加坚定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更好建设美丽新疆的决心和信心。

②福建省援疆医生在奇台县
医院了解患者病情。

本报记者 何龙 摄

①

②

对口援疆 潮涌天山

2022 年 11 月，首届全国青少年航
天创新大赛落幕。来自奇台县第二中
学的王嘉诚荣获“星球资源运输挑战赛”
全国决赛一等奖，这一消息让全州师生
倍感振奋。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王嘉诚8个月前
才刚加入福建援疆老师组织的机器人社
团，第一次接触计算机编程。在福建援疆老
师的指导下，王嘉诚从新疆赛区区域赛中完
成所有任务满分用时 154 秒，到全国总决赛
满分用时107秒，实现了惊人的突破。

福建带来的教育经验让更多昌吉学生感
受到科技的魅力。

“医生，医生，我媳妇好像要生了……”6月
14日10时30分，山西援疆医生、阜康市中医医院
妇产科副主任王丽芳正在病区查房，忽然听到病
人家属的呼救声。她马上赶过去了解情况，这是
一位特殊产妇，胎位不正、胎膜早破……王丽芳决
定进行剖宫产手术。与家属沟通后，一条条医嘱不
断下达执行，大家紧密配合，忙而不乱。1个多小时
后，“哇……”的一声啼哭在手术室传开，一名女婴顺
利降生。

入疆几个月，王丽芳将多年积累的医疗技术、专
业知识、临床经验整理打包传授给同事，全面提升科室
工作人员业务水平与能力。

福建省、山西省积极推动“组团式”援疆，持续选派
医疗、教育领域人才，将先进技术和理念带到昌吉州，打
造一支带不走的专家队伍，让各族群众享受看得见、摸得
着的实惠。

医疗援疆成色更加厚实——
昌吉州人民医院、吉木萨尔县中医医院、奇台县人民医

院成为福建首批“组团式”援疆重点单位。三年来，福建援
疆医生累计接诊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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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师徒“传帮带”的形式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骨干队伍。

山西援疆医生累计接诊22.5万人次，完成手术两万台次，
开展义诊460余场次，组织培训600余次，捐赠医疗设备物资
价值3500余万元，填补医疗技术空白150多项，为30多万名
群众解决了看病难看病远的难题。 教育援疆底色更加
牢固——

福建援疆教师通过师徒结对、同步课堂、同步教研等方
式，以新的教育理念促进当地教育水平提升。91名“组团
式”援疆支教教师通过成立工作室，开展青蓝工程、校际联
动、结对帮扶等活动，上公开课展示课745节、师徒结对478
对、开展讲座94场次，帮助当地培养教学人才，提升教学能
力。

山西省44所高职院校和省直属21所中小学、幼儿园及
11个市级优质学校与受援地学校结对共建，通过“传帮带
学”，培育一支带不走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人才援疆暖色更加彰显——
福建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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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农科院援疆专家通过开展短期技术指导培训，
推广带动受援地种植新品种6万余亩。协助准东产教融合
科技创新园培训企业职工近万名，化解准东人才短缺难题。

这几天，玛纳斯县包家店镇建昌保鲜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姜建昌，忙着将客商订购的一批香妃海

棠果装车发往上海。“小小的海棠果成为农民增收的
‘致富果’，福建来的农业专家功不可没。”姜建昌说。

福建援疆倾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组织实施直接涉及
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的援疆项目98

个，投入援疆资金6.03亿元，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福建省在昌吉州选定11个重点村，整体规划、

因地制宜，统筹支持发展特色产业、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
建设文化阵地和乡村旅游基地，精心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工程；推进昌

吉州食用菌产业标准化、优质化、规模化，成功种植食用菌12种，年产值
达1.25亿元。

三年来，山西省向民生、基层领域的投入资金分别占援疆资金总额的
93%、86%。在山西援疆资金的支持下，阜康市6个乡镇农村住房提升改造工程

已完工，260户农牧民住上了明亮温暖的新房；总投资650万元、跨度达48米的兵

团第十二师222团便民桥全面通车，缩短了222团与乌鲁木齐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时空距离，也成为联通两地的富民桥。

一组组数据映射出民生优先的援疆理念；一项项事关各族群众福祉的民生工
程建成投用；一个个群众关心的问题得到解决，让昌吉州各族群众的生活越来越
好，幸福感越来越足。

昌吉州党委副书记、福建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长黄立峰介绍，自1999年起，
福建省先后选派各类干部人才4000多人参加对口援疆工作。他们始终牢记嘱托、
不负重托，持续在加强产业合作、推进项目建设、改善民生福祉等方面绵绵用力、久
久为功，着力把“福建所能”融入“昌吉所需”之中，有力推动一个个项目、一件件实
事在庭州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累计实施对口支援项目800多个、财政投入资
金60多亿元，引进产业项目300多个、到位资金400多亿元，为昌吉州经济社会高
质量注入了强大动力。

似海深情，凝聚民心民意；如山厚望，激发奋进动力。
福建省、山西省全方位支援让庭州大地日新月异，让发展更有速度、民生更有

温度、幸福更有厚度。

组团援疆擦亮金字招牌

民生援疆让幸福更有厚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