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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
昌吉人

信息快递信息快递

11月14日，照力得汗·瓦里吾拉（右三）和协会的姐妹们来到了哈斯亚·叶尔肯巴义
家中，看望患病老人，并送上500元慰问金。 本报记者 刘雪 摄

“我的女儿去年考上了新疆师范大
学化学系，她学习很努力……”11月14日
中午，照力得汗·瓦里吾拉正和记者谈起
她的女儿时电话响了，她拿起手机高兴
地合不拢嘴。

“妈妈，我期中考试考了全班第一！”
“真棒！我们这里下雪了，最近天气冷
了，你也要穿暖和一点。”照力得汗·瓦里
吾拉与电话那头报喜的女儿薛民丽热聊
起来。

照力得汗·瓦里吾拉是奇台县大泉
塔塔尔族乡民政专干，她与女儿薛民丽
的故事，还得从12年前说起。

2011 年，石门泉村的汉族村民薛姚
富身患重病，妻子患有智力障碍，9岁的
女儿薛民丽一直寄养在外公家。照力得
汗·瓦里吾拉在一次入户走访中，了解到
薛家的困境后，心情格外沉重，她决定把
薛民丽认作女儿，呵护她成长。

就这样，薛民丽来到了这个塔塔尔
族家庭。12年来，薛民丽得到照力得汗·
瓦里吾拉和丈夫无微不至的关怀，一天
天长大，成长路上有无尽的欢笑。“女儿
现在上了大学，我会继续资助她。希望
她顺利完成学业，将来做一个有爱心、对
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照力得汗·瓦里
吾拉说。

“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团结带领更多
的姐妹，将爱和温暖传递给身边的人。”
照力得汗·瓦里吾拉由心而生的善良不
仅温暖了女儿薛民丽的心，还影响着周
围的人。2014年2月，她牵头成立了大泉
塔塔尔族乡“爱心妈妈”互助协会，当起
了关心群众疾苦、乐于奉献助人的“爱心
妈妈”。经过9年的发展，“爱心妈妈”互
助协会发展壮大，已有158位汉族、塔塔
尔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乌孜别
克族的“爱心妈妈”加入其中，经常为需
要帮助的困难、患病、残疾人家庭提供爱
心援助。

今年36岁的哈萨克族妇女哈斯亚·
叶尔肯巴义是大泉塔塔尔族乡大泉湖村
的村民，也是 158 名“爱心妈妈”中的一
员，在照力得汗·瓦里吾拉的带动下，她
加入“爱心妈妈”协会4年了。去年她的

婆婆库力恰提查出乳腺癌，她便关掉了
自己的小商店，专心照顾老人。

11 月 14 日，照力得汗·瓦里吾拉和
互助协会的姐妹们来到了哈斯亚·叶
尔 肯 巴 义 家 中 ，看 望 患 病 的 库 力 恰
提。“身体怎么样？吃饭好不好？”照力
得汗·瓦里吾拉坐在库力恰提身边，拉
着她的手嘘寒问暖，临走时还留下了
500 元慰问金，库力恰提不舍地拉着照
力得汗·瓦里吾拉的手，抹了抹泛出眼
角的泪花。

“以前，我跟着姐妹们一起帮助各族
群众，今天她们来给我和婆婆送温暖，真
让我感动。”哈斯亚·叶尔肯巴义感动地
说，“以后我想继续跟着照力得汗·瓦里
吾拉，把这份公益事业做下去，去帮助更
多的人。”

在“爱心妈妈”互助协会的爱心超
市，墙面、衣架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新衣
服，货架上整齐地摆满了崭新的鞋子、手
套和各种“温暖包”。

“六年前，我将家里的一间房子腾出
来，开了‘爱心妈妈’互助协会爱心超市，
在照力得汗·瓦里吾拉的带动下，‘爱心
妈妈’免费捐赠的物品有1000多件。其
中，有一半以上已经送给需要帮助的
人。”“爱心妈妈”互助协会志愿者佐热·

托来乌坎说，“这些年，我们开展了很多
公益活动，帮助过300多人，资助善款近
13万余元，照力得汗·瓦里吾拉一人就拿
出了5万多元。”

9年来，互助协会里的各族姐妹像一
家人一样，手足情深，不论谁家有困难，
大家都会出手相助，与她们共渡难关。
照力得汗·瓦里吾拉和“爱心妈妈”身穿
红马甲的身影，成为了大泉塔塔尔族乡
最漂亮的一道风景。

这些年，照力得汗·瓦里吾拉还带领
“爱心妈妈”多次开展“民族团结一家
亲”活动，让更多的人团结起来、互帮互
助，大力推进民族团结工作。

“我们村的20多名少数民族妇女和
石门泉村的20多名汉族妇女结为亲戚，
经常在一起开展活动，大家越走越亲！”
大泉塔塔尔族乡大泉湖村村委会副主
任、村妇联主席阿孜古丽·毛吾开说。

照力得汗·瓦里吾拉扎根基层27年，
坚持把服务群众放在第一位，团结和关
心、爱护各族群众，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
到各族群众心坎上，成为各族群众喜爱
的“爱心妈妈”。近年来，她先后获得“全
国妇联工作先进个人”“自治区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个人”“昌吉州巾帼民族团结先
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爱心妈妈”照力得汗·瓦里吾拉
本报记者 刘雪

“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团结带领更多的姐妹，将爱和温暖传递给身边的人。”她发自内心的善良

不仅温暖了女儿薛民丽的心，还影响着周围的人——

昌吉市晶彩城社区

开展剪纸活动 丰富社区生活

本报讯 实习生李洋报道：11 月 21
日下午，昌吉市建国路街道晶彩城社区
网格党支部举办了“巧手剪纸心向党”主
题活动。

社区邀请辖区党员谢玉佳给居民讲
解剪纸艺术。活动中，谢玉佳介绍了剪
纸的文化起源、剪纸的分类、常用的剪纸
方法等知识，在她的指导下，社区居民全
神贯注投入创作中，经过一个多小时的
尝试，一张张凤凰、龙、马、猪等动物造型
的剪纸作品诞生了。

图为昌吉市建国路街道晶彩城社区
居民展示自己创作的剪纸作品。

实习生 李洋 摄

近年来，公安机关全力推动户籍
制度改革，“跨省通办”业务逐渐发展
成熟，新生儿落户、首次申领居民身份
证、全类型户口迁移等，能够在居住地
办理的业务越来越多。

新生儿登记，向线上数据流
转方式转变

据了解，新生儿落户“跨省通办”
在前期京津冀、江浙沪皖、川渝黔、闽
赣、粤湘片区开展试点基础上，进一步
在黑吉辽、鲁豫鄂、桂琼滇、蒙晋陕、甘
青宁、藏疆和兵团片区相继开展试点，
并逐步在全国范围全面推开。公安部
相关负责人介绍，为高质量推进新生
儿入户“跨省通办”，公安部积极推动
与卫生健康部门实现出生医学证明数
据跨部门共享，更好地辅助开展新生
儿入户“跨省通办”工作。

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可直
接在居住地办理

在上海市就业、就学、居住的外省
份户籍来沪人员首次申领居民身份
证，可就近至派出所或进驻街镇社区
事务受理中心的公安综合窗口申请办
理；非山东省常住户口居民首次申领
居民身份证，只需提供申请人居民户
口簿和就业、就学、居住的相关证明材
料，即可到当地公安机关办理……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跨省办理首
次申请居民身份证的需求，各地公安
机关按照公安部部署，纷纷出台具体
细则办法，推动解决百姓烦恼。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围绕首
次申领居民身份证“跨省通办”，公安
部坚持问题导向，集中技术攻坚，及时
解决系统升级、信息流转等方面问题，
确保“跨省通办”试点工作高效顺畅运
行。截至今年10月底，31个省份已全
面启动申领居民身份证“跨省通办”，
累计办理居民身份证57万余张，获得
群众广泛好评。

推进全类型户口迁移业务
“跨省通办”

最近，在福建福州市仓山区政务
服务中心公安服务综合窗口，有不少
来办理户口迁移的市民。“以往只有特
定的户口迁移类型可以‘跨省通办’，
人才引进等情况仍需回户籍地办理迁
出手续，费时费力。”邓女士去年从安
徽来到福州工作，由于手续繁琐，一直
未把户口迁到当地，如今听说户口迁
移业务“跨省通办”覆盖了全领域，便
来试试。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9
月，全国已有29个省份实现全类型户
口迁移“跨省通办”，预计年底在全国
范围内全面实施所有类型户口迁移业
务“跨省通办”。

除户口迁移、开具户籍类证明之
外，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申领临时居
民身份证等户政业务也有望在今年年
底实现全国通办，推动解决“多跑路”

“折返跑”难题，方便群众生活工作。
来源：学习强国

公安机关加快便利化

改革，多项户政业务

年底有望全国通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