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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援疆 潮涌天山

9月的昌吉，连绵的天山高耸入云，头
屯河清澈明净。在智力援疆的暖意中，福
建省、山西省援疆医生、教师和专业技术人
才跨越万里，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理念
与文化，通过鱼渔并授，为当地培养了一支
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这是一场双向奔赴，援疆干部在三尺讲
台、无影灯下默默奉献；在天山草原、农田大
棚现场培训；在招商一线、建设工地挥洒汗
水……援疆干部四季耕耘，如今，这片“闽晋
智慧”润泽下的土地，越来越多的“新芽”抽
枝发芽，绽放出智力援疆的绚丽花朵。

引来新技术结出“致富果”

9月6日，在玛纳斯县塔西河乡红沙湾
村的林下经济示范园里，村民周海全正采
摘成熟的榆黄菇。

在福建援疆农业技术人才的精心指导
下，周海全已在林下成功种植出榆黄菇、灵
芝、平菇等食用菌，还计划引进种植天山雪
莲菌、羊肚菌等新品种。

近年来，福建省在玛纳斯县授牌成立
多个示范基地，通过加强技术指导、培育种
植能手、延长产业链等多种方式，带动更多
农户发展特色种植，有效助推乡村振兴。

2022年6月25日，从福建省引进的两
万尾黄尾鲻鱼苗，在吉木萨尔县北庭镇兆
祥养殖专业合作社鱼塘下塘，自此在新疆
地区首次引进海水鱼黄尾鲻获得成功。

吉木萨尔县水产养殖面积近1500亩，
但养殖品种较为单一、效益不高。福建援
疆农业技术人才、渔业专家游小艇瞄准在
沿海地区很受欢迎的黄尾鲻，这种鱼是为
数不多经过淡化处理后可在纯淡水中正常
生长的海水鱼品种。经过3个多月精心饲
养，黄尾鲻从3厘米左右长到20多厘米，最
大的有半斤重，养殖成活率达90%以上，其
生长速度与福建、广东等地养殖的黄尾鲻
生长速度相当。“真的很感谢福建援疆农技
专家，帮我们找到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兆祥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说。

在兵团第六师六运湖农场喜洋洋养殖
小区，养殖户赵维学正在给羊喂饲草料，一
只只膘肥体壮的羊儿欢腾跳跃。

山西省着眼于探索畜牧业发展新模
式，引进山西怀仁羔羊养殖技术，助力六运
湖农场建成合作社5个、标准化养殖小区4
个，出栏肉羊6万余只，年收入逾千万元，
形成集种植、养殖、肉产品加工、肥料加工
于一体的绿色产业链，促进受援地畜牧业
提档升级。

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今年6月7日，厦门援疆医生、吉木萨
尔县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黄莉莉带领医院
妇产科团队，对一位卵巢囊肿患者进行腹
腔镜下卵巢囊肿切除手术。该手术的成功
实施，结束了当地需外请专家实施此类手
术的历史，补上了技术短板。

2020年以来，福建省引进福建三明医
改经验，推动昌吉州“三医联动”综合改革；
借鉴福建健康信息化建设经验，推动昌吉
健康云平台建设；支援昌吉州建立卒中和
康复两个专科联盟，建立覆盖全州的救治
和教学网络；推动昌吉州中医医院成为福
建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昌吉市人民医院
成为华侨大学教学医院。

2022年11月9日，福建援疆教师朱
美荣借鉴派出学校福建省浦城三中教学
经验，为奇台县第六中学教师培训“希沃
白板入门”课程，教大家如何使用“班级
优化大师”管理班级、课堂教学，实现家
校共管。

福建援疆教育团队在开展一系列信
息化教研培训、积极输血造血的同时，还
积极引进福建专家学者送培送教，开展

“空中课堂”讲学，传授先进理念和科学
技术，助力受援地教育教学能力提升。

今年6月7日，昌吉州中医医院病理
科正式独立并挂牌，这从“0”到“1”的突
破，意味着该院诊断水平迈上新台阶。
这一切，都与一位山西援疆医生的辛苦
付出密不可分。她就是昌吉州中医医院
病理科主任和娟。在医疗领域，病理诊
断报告被誉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
理科医生被称为“医生的医生”。

时间倒回到 5 月的一天，一名患者
因数日高烧住院治疗。根据经验，同事
判断为单纯性肾脏囊肿。“保险一点儿，
我们再一起观察一下。”和娟说。从低
倍显微镜到高倍显微镜，从囊壁构成、
血管分布到细胞成分，不放过每一个细
节，最终判定为低度恶性潜能多房囊性
肾肿瘤。

昌吉州中医医院之前没有独立的病
理科，相关业务由检验科代管。在和娟
的建议下，建成独立的病理科，并对“师
带徒”的3名徒弟，手把手倾囊相授，提
升了受援地的“造血”功能。

山西通过开展专项培训、结对帮扶、
专家讲堂、科研创新、两地互联等项目，
精准打造育才“孵化器”。2020年以来，
共划拨智力援疆资金3175万元，开展各
类培训 370 场惠及两万余人次，为受援
地打造了一支“用得上、留得住、技术精、
业务强”的专家队伍。

为产业振兴注入“人才活水”

登上玛纳斯县塔西河乡东支渠村村
口的“三明亭”，蓝天下有雄鹰低飞，发源
于天山山脉的塔西河水自南向北从谷底
流过，河谷间的露营帐篷里隐隐传来游
客的歌声和谈笑声。

东支渠村是一个哈萨克族牧民聚居

的村庄，牧民过去以养殖为生。从2020年
开始，福建投入500万元乡村振兴资金，打
造党建引领跨村联建的产业发展示范区，
村里建起了具有哈萨克民族风情的牧家
乐，修建了通往塔西河谷的木栈道，在河谷
建起了露营场地，2022年村里牧家乐收入
有50多万元。

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启动以来，福建
援疆干部人才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汇
聚起“星星之火”，点亮人才之光。

2021年初，电视剧《山海情》播出后在
全国引发广泛关注。尤其是剧中带领闽宁
镇老乡种植双孢菇的凌一农教授，感动了
很多观众。剧中人物凌一农的原型，正是
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
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福建农
林大学教授林占熺。今年6月，在第二十
一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期间，
带队参会的昌吉州党委副书记、福建援疆
前方指挥部总指挥长黄立峰专门拜访了

“菌草之父”林占熺，邀请他来新疆调研指
导，让菌草技术助力受援地乡村振兴。7
月7日上午，林占熺走进呼图壁县，在进行
实地考察后表示，计划今年内在呼图壁县
进行菌草种植的相关试验。此后，福建援
疆龙岩分指挥部将在呼图壁县全面推广菌
草种植产业，通过“国有企业+农户”产业
发展模式，打造高效畜牧生态养殖体系，带
动当地农牧民增收致富。

山西援疆干部着力解决准东经济技术
开发区人才短缺问题，仅用280余天准东
产教融合创新园就建成投用。按照“1+N
组团”方式组建准东现代产业学院，与疆内
10 余所院校签订合作协议，建立准东“智
库”。实施“蒲公英”品牌科普培训计划，组
织各类科技人员参加院士专家线上大讲
堂，累计培训人员4000余人次。

一批批福建省、山西省援疆干部接续
努力，积极探索智力援疆新领域、新模式、
新路径，全力培育援疆工作新亮点、新特
色、新载体，为昌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智力支持。

智力援疆的春风吹拂天山，又是一个
崭新的季节，昌吉州大地生机勃发。从东
南沿海到天山北麓，从三晋大地到庭州南
北，一批又一批援疆干部勇毅前行，步履坚
定，不断延续着天山下的约定……

愿把援疆岁月打磨成

人生最美的风景
吴海映

援疆感悟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从东海
之滨到西北大漠；从九龙江畔到天
山北麓；从花开五月到夏日炎炎，转
眼入疆已有 100 天。翻开日志，来
时的情景、近期的经历，如同电影放
映般一帧帧浮现眼前。

我清楚地记得，临行前妻子一
再叮咛，在行李箱里装满御寒衣物
和常用药品；孩子在行李箱上挂上
了寓意平安的中国结。行李箱不
大，却装满了家人的满满牵挂与依
依不舍。熟悉的满目苍翠渐行渐
远，陌生的群山越靠越近，我心中五
味杂陈，有对家人的不舍，有对大美
新疆的向往，有是否能适应当地环
境的忧虑。

去往准东的路上，我第一次感
受苍茫戈壁的浩瀚，一过阜康市地
界，接我入准东的骞部长说：“再过
一阵子手机就没有信号了。”看着眼
前一望无垠的大漠，一种“瀚海阑干
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的落寞瞬
间涌上心头。

初到准东，一切都是那么陌生
而新鲜。第一次感受如此强烈刺眼
的太阳光，晚上10点多才落下的夕
阳、两个多小时的时差，带来了从未
有过的体验。迎着朝阳、踏着落日，
每次都会被仿佛触手可及的日出日
落感动。

第一次品尝西域风情美食，清
炖羊肉、拉条子、大盘鸡、凉皮子、羊
肉焖饼……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令人
垂涎欲滴。

第一次领略到沙尘暴的威力，
沙尘暴袭来时，刹那间沙尘弥漫，眼
前一片混沌，几米之外，什么都看不
见了。

身处大漠，天气干燥，水土不服
接踵而来；嘴唇干裂、喉咙疼痛、鼻
子流血、皮肤发痒、肠胃不适等一样
不落下。这里紫外线很强，将我的
皮肤晒成了古铜色。

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时常会感
到寂寞，但我已渐渐适应独自一
人，或孤赏“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
钩”的美景；或静听自己丈量岁月
的脚步声；或细品一杯清茶、慢读
一本好书，徜徉在属于自己的时光
中。

在准东新城，援疆的日子过得
很快，我每天都在见证±1100特高
压直流输变电工程，不断演绎着“煤
从空中走、电送全中国”的传奇；每
天都同上万辆重卡一起来回穿梭在
煤矿间；逐步适应谈笑间“日行八百
里、穿梭准昌两地间”的轻松写意；
渐渐习惯了“早上十点上班、下午两
点午餐”和“上两周休两天”的工作
节奏；偶尔还能冒出几句当地方
言。闲暇间，我更乐意一边儿大块
吃肉，一边儿侧听准东人畅谈在大
漠拓荒坚守的创业故事……

援疆岁月，让我涤荡心灵，让浮
躁归于平静。在茫茫戈壁上，我愿
以“大漠孤烟直”的执着求索，用实
干担当把援疆岁月打磨成人生最美
的风景。

化雨入疆育新苗
——福建省、山西省以智力援疆为昌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本报记者 刘茜

9月12日，昌吉市民在位于昌吉市宁边路的福建泉州援疆·百姓书屋里阅读。目
前，全市8个百姓书屋藏书近5万册，累计借阅量达14万人次。 梁宏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