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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援疆 潮涌天山

青山一道同云雨青山一道同云雨 明月何曾是两乡明月何曾是两乡
———福建省—福建省、、山西省对口援疆工作综述山西省对口援疆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薇王薇

跨越千里，时钟回转，一个美好的约定24年前在祖
国西陲缔结。

20多年前，福建省和山西省肩负起了对口援助昌吉
州的光荣使命，聚焦民生、智力、产业、文化等领域多点发
力、善作善成，高质量援疆结出累累硕果——

福建省选派 1591 名援疆干部人才，累计投入援疆
资金65.5亿元，实施项目613个；山西省选派818名援疆
干部人才，累计投入援疆资金 35.1 亿元，实施项目 537
个……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第八次全国
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以来，闽、晋坚持育动能、惠民
生、补短板，携手庭州各族儿女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一道砥砺奋进，奋力谱写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

“中国麦乡 天山孕育”，这是奇台人为奇台面粉而骄
傲的央视时间。

2022年9月19日—12月31日，“奇台面粉”区域公共
品牌再次亮相中央电视台 CCTV1、CCTV4、CCTV7、
CCTV13频道黄金时段，短短的10秒“央视时刻”开启了

“奇台面粉”区域公共品牌建设的新里程。
央视助力，意味着奇台县域农产品的营销进入品牌

时代，这得益于福建援疆工作的有力支撑。
奇台县是全疆最大的面粉生产加工基地，每年种植

小麦100万亩以上，“奇台面粉”通过国家级农产品地理
标志示范样板创建验收。

优质高产的奇台面粉何以香飘神州？2017年起，福
建援疆福州分指挥部以发展电商为突破口，先后投入援
疆资金1100余万元，创立奇台礼物、奇台面粉两大公共
服务品牌。2022年，奇台县正式启动福州援疆·奇台县
直播电商产业基地项目，实现电子商务规模化、产业化。

今年前8个月，奇台县农产品网络零售额4000万元，
其中面粉线上成交额超3000万元，网上销量稳居新疆面
粉首位。

昌吉，安定和谐、繁荣发展、开放自信。第八次全国
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以来，立足受援地资源禀赋和区
位优势，助力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福建省和山西省累计投
入援疆资金17.46亿元，在昌实施的415个援疆项目贯穿
于人才援疆、产业援疆、“组团式”医疗教育援疆、文化润
疆等各个领域。

当下，乘着“一带一路”建设东风，福建省、山西省与
昌吉州携手合作日益密切、频繁、深入。

引进一个龙头，带动一个产业。福建省、山西省分别
立足纺织服装产业优势和依托煤炭、火电、煤化工等行业
先进经验，引进卡鑫隆服饰织造、连运物流、国泰新华五
彩湾矿业、信友能源等企业落户昌吉；

在对口援疆省的支持帮助下，昌吉州分别在福州、厦
门、泉州、太原、吕梁、运城等地建立农产品展示中心、销售
门店165个，销售农特产品2.36万吨，销售金额3.92亿元；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优势充分发挥，福建省、山西
省累计执行招商引资项目73个，已落地资金161亿元，项
目建设成果亮眼，昌吉成为投资兴业热土……

做好援疆工作，没有捷径，唯有实干。一个个带着福
建、山西印记的产业项目、“造血”工程，犹如颗颗明珠镶
嵌在广袤庭州上，支撑起了一条条风头正劲的产业链。

湛蓝的天空舒卷着如絮白云，苍黛的天山守候着美
丽家园。艳阳高照，昌吉市阿什里乡“天鹅小镇”门前石
碑上镌刻着的“感谢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感谢福建援建省
的无私援助”一排大字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天鹅小镇”，是由福建援疆泉州分指挥部投入8133
万元支援建设的生态移民工程，也是福建援疆示范项
目。2022年，昌吉市最后一批502户1780名牧民告别游
牧生活，圆了安居梦想。

阿什里乡牧民玛依努尔定居“天鹅小镇”后，开办刺
绣专业合作社，在抖音平台做直播，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她乐呵呵地说：“毡房变楼房，生活大变样，在援疆干部的
帮助下，我们走上致富路的底气十足！”

一个个援疆项目，是连接闽昌两地的一条条纽带。
“南果北种”特色产业示范基地、标准化食用菌生产

示范基地等产业建设生机勃勃，援疆书屋、互助养老院等
一批具有开创性的特色亮点项目为昌吉州建设发展带来
了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法……细数这些一件件做在人民
心坎上的民生工程，无异于一座座援疆丰碑。

翻开山西省第五批对口援疆工作队三年规划，一个
个目标数字，牵动着一项项民生部署，强健了昌吉州高质
量发展筋骨，留下了与昌吉人民历久弥新的情谊。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山西省对口援疆交出了一份
漂亮的成绩单，分别投资4200万元、8000万元建设阜康
市城南幼儿园、城北幼儿园和晋阜小学，解决孩子上学
远、上学难问题。

守护人民健康，昌吉人民有了“医靠”。山西省投入
医疗援疆资金1.2亿元，这些资金有力保障了昌吉州13
个医疗卫生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提升了昌吉医疗卫生服
务能力。

厚植民生，才能凝聚民心。第八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
作会议以来，福建省、山西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坚持资金项目向民生倾斜、向基层倾斜、向重点地区倾
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了一大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补助农村安居工程2217户，近万人喜迁新居；支持
新建、改扩建州县两级医疗机构6个、乡镇卫生院和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3个；组织医务人员赴偏远农牧区开展义
诊活动135次，受益群众4万人次；累计支援实施幼儿园、
中小学校、中高职业院校等教育项目38个；投入1亿元援
疆资金实施61个基层组织阵地建设……源源不断的支
持，正汇聚为建设美丽幸福昌吉、共圆伟大复兴梦想的磅
礴合力。

“剧中的故事就是我们的生活。”4月25日，兵团文艺

精品工程扶持项目话剧《北塔山》在新疆人民剧场上演，
观众席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北塔山牧场护边员
帕尔丁·努尔曼热泪盈眶。

《北塔山》讲述了两家三代守边人坚守边疆，用生命
守卫祖国边境线的感人故事，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
师五家渠市与山西省话剧院精心打造，荣获“兵团儿女心
向党”职工文艺汇演优秀剧目奖。

3年来，山西省打造的《立秋》《布衣于成龙》《日昇昌
票号》等精品剧目叫响新疆，以受援地题材创作的话剧

《北塔山》《扎根》《沙枣树》《生命如歌》登上舞台，文化援
疆“轻骑兵”文艺演出、“晋阜民间文物交流展”等系列活
动持续擦亮山西文化援疆品牌。

7月8日，40名昌吉州青少年前往福州参加“我从天
山来”闽昌青少年融情夏令营，开启为期 7 天的研学之
旅。

参加公益暑托活动、参观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领
略八闽风土人情……这段研学时光在每个孩子的心中留
下深刻烙印，为他们埋下一颗续写山海情的种子。

3 年来，闽昌两地开展“红色文化润边疆”“重走红
军路”“朱子文化进校园”等主题活动、“重走林公路·丝
路援疆情”主题采访活动，成功举办两届网络文化节，
打造昌吉州网络 IP“七剑下天山”，创办天山论“见”新
媒体论坛，建立“天山新媒体联盟”，“网络大V闽昌行”
等活动得到中央网信办及自治区网信办充分肯定并向
全疆推广。

最是文化润人心。援疆工作正成为促进福建省、山
西省与昌吉州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走深走实的重要
载体，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棠棣花开，枝叶相扶。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20
余年间，一批批援疆工作队奔赴天山南北，挥洒汗水，奉
献青春，贡献聪明才智。

2021年以来，福建省、山西省累计投入1.55亿元，在援
疆省市举办培训班225个班次、培训干部8936人次；在受
援地举办各类培训441个班次、培训干部5.68万人次。

尤为一提的是，福建省、山西省创新开展“五个一百”
援疆工程，各选派200余名优秀人才赴援疆省市培训，采
取“自助点餐式”培训模式累计为昌吉州培养高层次人才
170名。

携手大漠胡杨，并肩戈壁红柳，跨越八千里路云和
月，无论岁月变迁，各族人民始终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并肩奋斗。福建、山西与昌吉，情缘已久，未来
常新。

2023年1月4日，由福建援疆厦门分指挥部援建的吉木萨尔县北庭镇东二畦村集中连片居民点。
本报记者 何龙 摄

产业援疆 实干为要

民生为本 守望相助

文化润疆 情满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