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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自治区地矿局驻温宿县托乎拉乡稻园村工作队员艾尼瓦尔·艾拜都拉

真情守得稻花香

贫困户艾散·马木提家养殖的羊已

经增至13只；阿娜尔罕·扎依提家的烧

烤摊变成了小饭店；阿木提·阿吾提家

水稻的产量一年比一年高……自治区

地矿局驻温宿县托乎拉乡稻园村工作

队员艾尼瓦尔·艾拜都拉整天盘算的都

是村民的事，不知不觉他已经是第四年

在田间地头忙前忙后，他耐心倾听村民

呼声、悉心关怀村民疾苦、认真解决村

民诉求，犹如一缕阳光，温暖着每一位

村民的心窝。

“预警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教育

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调解在先，矛盾

纠纷早处理”，新时期“枫桥经验”为艾

尼瓦尔提供了工作思路。因擅长调解、

熟悉法律法规，村民信服，他被大家称

为村里的好“法官”。

村里哪里有矛盾，哪里有争吵，哪

里就有他的身影。“艾尼瓦尔，我家的

水稻打了农药以后全都发黄了，农药

店老板还不承认，我该咋办呀？”2018

年7月村民艾海提·热合曼带着哭腔向

艾尼瓦尔求救。艾尼瓦尔立即和队员

们到田边查看，发现原本绿油油的秧

苗发黄并耷拉着头，经了解，艾海提·
热合曼从本村3组的农资店购买了除

草剂，喷施以后杂草枯萎了水稻也枯

黄了，同村另外2户村民家也出现了类

似问题，如果不及时处理，肯定会影响

水稻的收成。

艾尼瓦尔找到农资店老板，搬出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跟老板谈，经过

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劝说，最终

老板同意为受损村民提供农药及技术

服务，使大部分水稻得以恢复，损失

部分根据邻居收成予以补偿。事后艾

海提·热合曼夫妇拉着艾尼瓦尔的手

不停地道谢。

邻里关系、婆媳矛盾、债务纠纷、

宅基地侵占等矛盾纠纷在村里时有发

生，艾尼瓦尔总是第一时间前往调解，

2018年以来经他调解的矛盾纠纷46

起，跟他一起参与调解的村民逐渐变

成了村里的“法律宣传员”和“政策解

说员”，村民们遵纪守法的多了、互帮

互助的多了。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

们工作的目标。”这是艾尼瓦尔常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在村里不管谁家有困

难，他都会解囊相助，倾力解决。提起

他村民们都会竖起大拇指说：“他是党

的好干部！”

和队友们入户走访时，艾尼瓦尔总

能从细节发现群众的困难。一天到贫

困户奥格莱姆·图尼亚孜家走访时，艾

尼瓦尔发现羊圈里羊粪该清理了。询

问时奥格莱姆说，“老了，干不动了。”奥

格莱姆今年快60岁了，孤身一人，由于

患有肺结核、高血压和心脏病，身体虚

弱不能干重体力活，家中的经济来源主

要靠7只羊和低保及其他补贴，属于政

策兜底对象。

艾尼瓦尔想到了托管喂养方式，征

得工作队同意后，他找到本村养殖大户

托合尼亚孜·麦麦提，与他签订了托养

合同帮奥格莱姆·图尼亚孜养5只羊，

并保证每只羊每年分红500元，合同终

止时奥格莱姆·图尼亚孜可将等重的羊

收回或者变卖。为帮助奥格莱姆·图尼

亚孜脱贫，艾尼瓦尔还帮她在附近工厂

找了一份保洁工作，工时灵活、任务轻

松，每月有1000元工资。

这样的事在村里经常发生，谁家盖

羊圈缺木头，艾尼瓦尔便跑到木材市场

与老板讨价还价，给村民买来最便宜的

木头；孤寡老人行动不便，他就定期帮

老人买好新鲜蔬菜、米面油送到家里；

村里的线路老化，他带着电工挨家挨户

更换线路……

“玉苏普，你的普通话说得越来越

好了，要多帮帮你周围的人。”“阿依古

丽，你普通话基础差，除了课堂学习，回

家后要和孩子们多交流。”艾尼瓦尔对

自己“学生”的情况了如指掌，每天都会

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调整上课节奏，在

他的努力下村民到夜校学习普通话的

热情越来越高。

稻园村紧挨着县城，外出打工、做

小生意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村民外

出打工积极性不高，艾尼瓦尔与村民交

谈后得知，他们是因交流障碍而不敢外

出务工或经商。艾尼瓦尔依托农牧民

夜校，充分运用“一托七”学习机制提升

村民的普通话运用能力。在工作队的

支持下，艾尼瓦尔整合教师队伍，将村

民的学习成效与结亲干部的帮扶成效

相结合，并创设交流环境帮助村民提升

普通话的运用能力。以卖水果为主要

收入来源的党员萨依木·萨力说：“每年

路过我们村到神木园旅游的人特别多，

都会在我们这买水果，我会说普通话，

生意就比别人好。”

为了给村民创造多种多样的交流

平台，艾尼瓦尔经常组织村民开展演讲

比赛、知识竞赛等活动，提高村民学习

的积极性，激发村民的学习热情。

在艾尼瓦尔的帮助下，27名村民

在外找到了工作，越来越多的村民普通

话说得越来越流利，村里也形成了人人

学普通话、说普通话的浓厚氛围。

艾尼瓦尔说：“在村里开展工作要

有‘群众味’，要说村民听得懂的话，要

做村民所盼的事，群众的满意就是对我

们工作最大的褒奖。”

教普通话的好“老师”

调解纠纷的好“法官”

为民解忧的好“干部”

本报记者 刘红文 通讯员 郭伟伟

5月15日，沙雅县红旗镇

先进村农民吐尔逊·苏吾尔在

自家新建安居富民房的工地上

忙碌着，一会儿捡起掉在地上

的铁钉，一会儿把工地上不用

的电缆收入库房……

今年52岁的吐尔逊·苏吾

尔，小时候因受伤右臂被截

肢。当时，家里因为给他做手

术债台高筑。小学未毕业，他

就给人打工放羊，为了让家人

过上好日子，他树立了自强不

息的信心。

吐尔逊·苏吾尔说：“我是

小学三年级时受的伤，曾一度

放弃生活的勇气，但父母亲鼓

励我不能自暴自弃。于是，我

上学坚持用左手写字，用左手

干力所能及的体力活。”说话

间，他看到工人们正在竖起建

房用的铁制柱子。为帮助工

人加快施工进度，他用左手扶

起柱子，右臂残肢迅速一挺，独

自将地上的10多根柱子一一

扶起来。

吐尔逊·苏吾尔说：“幸

福是奋斗出来的，现在党的

政策越来越好，我发展养殖

业，从最初的5只羊开始，如今已发展

到了25头牛。现在建的这所房子是

给大儿子的。小儿子还在上小学，我

计划在院子里建一个50头牛

的养殖场。”

记者看到，在新建的房子

对面，有一个未竣工的牛圈，可

以同时容纳50头牛，统一的饲

料槽和一色的围栏，让人感觉

非常大气。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吐尔

逊·苏吾尔不仅有这些“产

业”，他还有3台拖拉机，1台

收割机，1台推土机，另外还有

1辆皮卡车和1辆价值20多万

元的越野车。

吐尔逊·苏吾尔的儿媳阿

娜古丽·吐尔逊是库车县人，普

通话说得好。她说：“父亲对我

们特别好，从来不给我们脸色

看。现在这个房子是给我们盖

的，今后这些牛将由丈夫和我

一起养。非常感谢父亲对我们

晚辈的关心关爱，以后我们会

勤俭持家，守好这份家业。”

“现在国家的惠民政策越

来越多，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有

利条件勤劳致富，然后带动村

里困难群众一起致富。我的

拖拉机、收割机和推土机都是

雇贫困村民开，我给他们发工

资。养殖场建成后，还可以吸纳贫困

村民就业，帮助他们脱贫。”吐尔逊·
苏吾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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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乌什讯（记者 孟亚 通讯

员 王想军）“如今，我们出了家门

就能看到小区里全是花草树木，我

们住在这里心情就和小区的花儿

一样美。”5月18日，乌什县乌什镇

燕山社区居民努尔比亚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燕山社区通过

征求辖区居民意见、发放调查问

卷、入户走访等形式，收集居民的

意见建议，对辖区实施了一系列

改造，使辖区面貌焕然一新，居民

的幸福感明显提升。

“以前小区内环境很差，没有

花草，没有娱乐设施，经过社区的

改造，现在绿化面积大大提高，娱

乐设施建起来了，这么热的天在

外面散散步都不觉得热了。”正在

长廊里散步的居民古丽扎尔·玉

苏普告诉记者。

近年来，燕山社区推行环境

整治活动，将社区内各个小区、平

房区进行改造，危房没有了，新房

子一栋接着一栋建立起来了，之

前坑坑洼洼的土路也成了水泥

路，各个小区也种满了花草树

木。如今，小区环境得到了极大

的改善，营造了良好宜居的生活

环境，社区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环境整治受

到了广大居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

5月23日，地直机关干部面对党旗宣誓。地直机关工委组织地委机关党委、行署机关党委干部赴阿瓦提县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和阿瓦提县反腐倡廉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实习记者 牛海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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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杨彤彤向记者介绍，

全村贫困养殖户的扶贫牛羊都是工作

队在养殖合作社亲自挑选的，从牲畜

的健康状况、生长情况、体格大小，都

进行一一筛选，让贫困户在养殖过程

中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在巴依丁·库尔班家走访结束，杨

彤彤又来到四组村民卡斯木·达吾提

家，他家的牛前段时间因病死亡，保险

公司进行过初检和审验，但是至今没

有理赔。

“是不是材料没有提供全？我看

看你给他们提供的材料。”杨彤彤说，

他会跟保险公司对接，争取尽快理赔。

走出卡斯木·达吾提家的院子，杨

彤彤接到一个电话，是乌什县屠宰场

招工的信息，给库木奇吾斯塘村15个

富余劳动力就业名额。“太好了，我今

天就把能去屠宰场的劳力定下来。”

化解矛盾纠纷的调解员、学习养

殖生产和林果提质增效的技术员、村

民每月一次建言献策的翻译员、孩子

学习的辅导员、农产品的销售员、村民

急病送诊的“120”驾驶员……只要村

民有需要，干部随叫随到。

36岁的工作队员艾克热木江·艾

麦提是乌什县委组织部专职驾驶员，

2018年2月驻村后，一时不知道该干

什么。但他是肯钻的人，不到一个月，

就成为工作队的“多面手”。

去年7月，库木奇吾斯塘村建设占

地2.5亩的黑木耳林下种植示范基地，

如何种好黑木耳是个难题。艾克热木

江·艾麦提主动请缨，买菌棒、学管理、

跑市场，掌握每个环节。

针对村基础设施条件差，村集体

无钱办事、群众凝聚力不强等问题，依

托“契约化”管理，工作队联合村干部

启动“三资清理”工作，收回不合规的

对外承包土地600多亩，实行公开发

包，增加集体收入2.2万元；改建村级

阵地，新建村民服务活动中心、村干部

实训基地、文化大舞台等；改建警务

室、卫生室、综治中心、“民族团结一家

亲”餐厅、综合服务中心、村干部暖心

食堂等；新修柏油路2.5公里，水泥硬

化道路1.9公里，建桥梁1座、门面房

15间，翻修村民小组活动室3个，修建

安居富民房126套，安装太阳能环保路

灯300余盏……完善了服务群众场所，

强化了服务群众承载功能，村民获得

感、幸福感逐步提升。

“把老百姓当亲人，把群众的事

当成自己的事。我们要发挥‘智囊’

与‘援军’的作用，在提升村‘两委’

班子工作能力和水平、打造一支永

不走的工作队上出实招、持续用劲，

帮助村‘两委’强身健体，巩固基层

基础，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

聚力和号召力，让基层面貌发生巨

大变化、让民心民力民智得到极大

凝聚。”乌什县委组织部驻阿克托海

乡库木奇吾斯塘村工作队长阿吉热

木·吐尔逊说。

村民有需要 干部随叫随到本报温宿讯（记者 冯磊 通讯员 张
腾飞）“看着这些小鸡越长越大，真是

打心眼里高兴！”5月20日，温宿县博孜

墩柯尔克孜民族乡提坎库如克村贫困

户吐尔洪·热依木，一边给鸡喂食，一边

高兴地说。

经过一个多月精心照料，吐尔洪·热
依木养的50只鸡平均重量超过了1公

斤。“再过2个月这些鸡就能出栏了，我大

概算了下能赚3000元左右，下一批我要

养200只。”吐尔洪·热依木豪气地说道。

今年4月，塔里木河流域阿克苏管

理局驻提坎库如克村工作队拿出10.5

万元资金，购置扶贫鸡苗7883只，饲料

3.35吨，发放给135户贫困户，人均预

计增收3000元。

“要激发贫困户脱贫的动力，村里

就不能包办。扶贫先扶志，不给贫困户

一定的压力，这个穷根不好断。”谈起发

放扶贫鸡苗，工作队长、第一书记黄卫

东说，“要做到让村民脱贫不返贫，必须

发展村里‘造血’产业。”

黄卫东介绍，扶贫鸡苗发放是采取

贫困户认养的方式，按照每只鸡苗15

元的市场价，由工作队补贴10元，贫困

户自掏5元。后续鸡苗养殖完全由贫

困户自费，工作队集中帮助销售。彻底

改变以往全靠政府兜底的老做法。

“提坎库如克村靠近景区，风光秀

美，每年吸引大批游客旅游。随着游客

数量的上升，土鸡和土鸡蛋迅速走俏。

依托村里的自然条件，打造特色土鸡品

牌，一定有市场潜力。工作队和乡两委

班子对于扶贫鸡苗养殖前景十分看

好。”黄卫东说。

村民肉孜·帕拉提一口气认领了

150只鸡苗，是全村最多的。有村民说

他傻大胆，肯定会赔钱，但他说：“有工

作队和村‘两委’的扶持，还有乡里兽医

站全程指导，我怎么会赔钱？”现在他家

的鸡个顶个的健硕，不少村民看着眼

热，纷纷表示下次一定要多认领一些。

“贫困户想干事、敢干事，我们就要

提供一切技术支持，帮助他们干成事，下

一步我们兽医站不光要入户送技术，每

周还要开设养殖培训班，带动更多农牧

民发展家庭养殖业。”该乡兽医站站长买

提尼亚孜·依马木尼亚孜动情地说。

据了解，目前已有10余名游客，通过

实地查看与贫困户达成收购意向。下一

步，该乡还将组织全县的机关食堂、酒店采

购人员进行现场考察，并签订直供协议。

扶贫鸡成为“造血”产业

本报阿瓦提讯（通讯员 史苗苗）

“2018年我们合作社修剪果树4000余

亩，总收入近60万元，社员年人均工资

达1.2万元左右，今年我们承包修剪果树

8500余亩，预计收入达100余万元，社

员年人均工资可达1.5万元左右。这都

是阿不都热扎克·阿不来提的功劳。”5

月7日,阿瓦提县阿依巴格乡托万克柯

坪村农民艾尼瓦尔·马木提说。

阿瓦提县白星林果农民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阿不都热扎克·阿不来提说，

合作社成立于2018年6月，现有社员

80余人，固定社员24名，其中贫困户

社员4名。合作社以50吨红枣加工，

50吨保鲜库科技示范园和4000亩林

果业基地为依托，在自我造血、不断壮

大实体经济的同时，充分发挥社员的

技术特长，以苗木、果树种植、嫁接栽

培、蔬菜种植、冷藏、加工销售为主业，

引进新技术为农民提供园林栽培技术

指导等为副业，形成多元化产业发展

的良好格局。

“我们的社员每月工资在2000元

左右，加上分红，每个社员的年收入都

在3万元以上。合作社的作用就是要

在帮扶中发挥出最大效能，帮助有困难

的村民解决实际问题。”阿不都热扎克·
阿不来提说。

为有效盘活资金，扩大经营规模，

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脱贫，2018年，合作

社借用托万克柯坪村扶贫项目资金

26.7万元，扩建卫星工厂，让周围贫困

户进厂务工。今年，为更广泛推广先

进的林果管理技术，提高农民收入，合

作社又借用托万克喀格木什村32.655

万元扶贫项目资金，购买了果品深加工

配套设备。

随着项目不断推进，大大提高了合

作社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按合同约

定，合作社每年给托万克柯坪村119户

贫困户、托万克喀格木什村78户贫困

户不低于10%的分红，带动两个村共

197户贫困群众增收。

“产业+合作社+农户”助农增收

脱贫攻坚在路上

本报新和讯（记者 潘婷 通讯员

咸俊峰）5月19日，国网新和县供电公

司共产党员服务队来到新和县依其艾

日克镇加依村标准化鸽子养殖示范

点，回访小微企业用电安全，并为企业

用电降本增效出谋划策。

“新和卤鸽”作为新和县地方美

食，不仅美味可口，而且营养价值

高。新和县依其艾日克镇加依村标

准化鸽子养殖示范点正是“新和卤

鸽”的活水源头，养殖着近1500羽各

类肉鸽。

国网新和县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

员帮助用户检查各养殖场用电设备存

在的安全隐患，对用户配电室设备运

行情况、自备应急电源配置、绝缘工器

具等进行认真排查，不放过一丝一毫

用电隐患，确保在温度攀升天气情况

下，用户用电设施安全可靠。

同时，该公司党员服务队员还向

用户介绍了家用电器和场区用电设备

在待机情况下损耗用电的计算方法，

并宣传相关电力法规和安全用电知

识，增强用户安全用电意识，以保障养

殖场用上安全电、放心电，为小微企业

的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截至目前，该公司党员服务队已

为7家各类企业提供上门服务，倾情指

导，通过熟悉用电安全知识、合理节约

用电、加强人身、设备、安全“三位一

体”的宣传，并与各企业厂区、车间工

作人员互动，赢得了用户的好评。

企业倾情服务助力地方发展

宣传惠民政策引导村民感党恩
本报乌什讯（实习记者牛海燕 通

讯员 王青松）“今天听了工作队员阿丽

亚·柯孜的讲解宣传，我知道了关于教

育、农业等方面很多惠民政策，明白了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从哪里来的。”

5月16日，乌什县阿恰塔格乡托克逊

铁提尔村农民艾尔肯·斯迪克说。

当日，乌什县委宣传部驻托克逊

铁提尔村工作队，针对部分村民对党

的惠民政策不清楚、不明白等问题，以

正在开展的人居环境整治互助劳动为

契机，利用劳动间隙村民休息时间，组

织村民学习党报党刊，向村民宣讲党

的惠民政策及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

祖国大地发生的变化。

工作队员用接地气的语言教育引导

村民饮水思源，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村民茹孜古丽·阿皮孜说：“我的

大儿子在上内初班，小女儿在上小

学，基本不用我们花钱，我们到医院

看病也能报销，花很少的钱就把病看

好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党给

的，我要教育孩子从小热爱党，热爱

祖国。”

连日来，乌什县各乡（镇）村利用

升国旗、大宣讲、集中劳动等时间，组

织村民学习宣传党报党刊和党的惠民

政策，受教育群众上万人次。

理清两笔账 感恩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