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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拜城县温巴什乡杏子丰

收，7月3日该乡组织机关干部

走进杏园，帮助群众采摘、分拣

杏子。 通讯员 孔涛 摄

②库车县墩阔坦镇农民抢

抓晴好天气收割小麦，脸上洋

溢着丰收的喜悦。

通讯员 吴乐 摄

③7 月 3 日，库车县乌尊镇

乌尊二村16个拱棚的蔬菜喜获

丰收，贫困户喜笑颜开。

通讯员 王厚云 摄

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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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首家医养结合养老院投用
本报库车讯（通讯员 郝俊峰）经过两年

多的建设，地区第一家试点医养结合养老机

构——库车东城养老院日前投入使用，标志

着地区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相结合，实现社

会资源利用最大化模式正式开启。

库车东城养老院位于库车县天山路塔运

司辖区、国际大酒店对面，使用面积超过1万

平方米。医养结合中的“医”包括医疗康复保

健服务，具体有医疗服务、健康咨询服务、健

康检查服务、疾病诊治和护理服务、大病康复

服务以及临终关怀服务等。“养”包括生活照

护服务、精神心理服务、文化活动服务等。这

些老干部在东城养老院体验部分服务项目

后，有些人已经向院方提出入住申请。

7月2日，库车县委组织部老干科、县团委

100多名老干部和青年志愿者来到这里，体验

医养结合新型养老机构养老理念的变化。

前去养老院体验理疗服务的赵群英说：

“部分老年人腿脚不好，看病、治疗、理疗、休

养都能在养老院完成，非常方便。”

“养老院的环境、医疗设施都非常好，我体

验了足部理疗，脚痛症状有所缓解。”赵群英说。

75岁的何光远说：“现在子女工作很忙，

我们老年人得照顾好自己，到环境好的养老

院安享晚年是不错的选择。”

退休老干部赵玉庆今年90岁，看到库车

有了环境、设施好的养老院，当即称赞：“这真

是个养老的好地方。”

医养一体化就是集医疗、康复、养生、养

老等为一体，把老年人健康医疗服务放在首

要位置，将养老机构和医院的功能相结合，把

生活照料和康复关怀融为一体的新型养老模

式。医养结合是未来养老机构发展的方向，

也是国家目前重点扶持的产业。库车东城养

老院院长王军说：“目前，我们养老院共有200

张床位、医院有250张床位。过去，地区东四

县的老年人入住好一点的养老院大多选择去

阿克苏市、库尔勒市，作为地区首家医养一体

养老机构，我们希望给老年人提供一个安全、

舒适、放心的休养之地。”

“阿依古丽，今天想吃点啥？炒面、

拉面都有。”7月2日，米力古丽·阿吾提

在自家饭馆里热情地招呼着客人。

米力古丽·阿吾提是阿瓦提县阿

瓦提镇古勒巴格村农民，一年前她还

是贫困户。之前他们一家人靠仅有的

2亩地生活，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一家

六口人挤在一间不足70平方米的房

子。阿瓦提县税务局驻村工作队的到

来，为米力古丽·阿吾提家打开了一扇

增收致富的大门。

米力古丽·阿吾提和丈夫吐尔洪·
吐尔孙积极响应镇政府和工作队的号

召，在2亩土地上搭建小拱棚，通过种

植蔬菜增收。不论是春寒料峭还是夏

日炎炎，总能看到勤劳的米力古丽·阿

吾提夫妇在小拱棚里忙碌的身影，增

强了摆脱贫困的信心。

古勒巴格村紧邻县城，为农村富

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创造了便利条件。

眼看着2亩地的收入有限，米力古丽·
阿吾提和丈夫积极参加技能培训，眼

界也随之开阔，两人决定创业。

吐尔洪·吐尔孙有美发手艺，一有

时间就和妻子到县城了解美容美发市

场行情，他还到几家理发店跟班学习

了一段时间。由于缺乏资金，开理发

店的梦想没能实现。米力古丽·阿吾

提看到丈夫无助的眼神，决定找驻村

干部想想办法。

米力古丽·阿吾提来到工作队办

公室将自己的想法说给驻村干部，没

几天驻村干部就出面联系农村信用合

作社，帮忙贷到3万元贴息贷款，“吐尔

洪理发店”在筹备了2个月之后顺利开

张。凭着米力古丽·阿吾提和丈夫务

实肯干和坚持不懈，2018年仅靠理发

店的收入就摘掉了“贫困帽”。

2018年年底，米力古丽·阿吾提

又在村小学附近开了一家饭馆，家里

的生活越来越好，还修建了新房，她

和丈夫成了村里的致富能手。今年

年初，工作队组织贫困户到米力古

丽·阿吾提的饭馆参观，大家纷纷竖

起大拇指。

吐尔洪·吐尔孙说：“没有党的好政

策和驻村干部的帮助，我们家的日子不

可能过得这么好，感谢党和政府。”

米力古丽夫妇的致富经
本报阿克苏讯（通讯员

居雷雷 李哲）“我家是2013

年被识别为贫困户的，主要

致贫原因是缺少土地。在驻

村干部和村干部的帮助下，

今天我领到一头扶贫牛，真

是太高兴了，今后我一定努

力把牛养好。”6月26日，阿

克苏市拜什吐格曼乡富安村

3组贫困户麦热叶木·麦麦提

激动地说。

据了解，拜什吐格曼乡

陆续组织乡扶贫办、畜牧兽

医站干部对全乡建档立卡贫

困户2019年畜牧养殖牛项目

进行验收，富安村6户建档立

卡贫困村民申请到6头牛。

“现在党的政策太好了，

我家申请到一头扶贫牛，牛的检疫、

保险手续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都

办好了，我会把这扶贫牛当作宝贝一

样精心饲养。”富安村5组贫困户热汗

古力·依米尔高兴地说。

“这次我们村6户贫困村民领到

了扶贫牛，都是西门塔尔生产母牛，按

照目前的市场行情，每户贫困村民每

年预计养牛增收1万元左右，希望通过

养牛可以帮他们实现持续增收。”阿克

苏市委宣传部驻富安村工作队领导说。

通讯员 王延琪 周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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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阿依吐松·阿不拉，住在阿瓦提县塔

木托格拉克镇玉斯屯克塔木托格拉克村。我

是一名聋哑人，平日靠手语与人交流，但是我

跟我的亲戚安尼瓦尔·坎吉的交流却极为顺

畅，他为我家付出了很多，我打心眼里感谢他。

安尼瓦尔·坎吉是阿克苏检察分院驻我们

村的工作队长、第一书记，已经在我们村待了

一年多。刚到村里，他就了解到我家的实际困

难，主动与我结对认亲。这段时间，我们从陌

生到熟悉，成为知根知底的亲人。

2018年，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我家修建

了60平方米的安居富民房，漂亮宽敞的房子

改善了我们的居住环境。但我也发了愁，房

子建好了，却没钱装修。安尼瓦尔·坎吉一直

关注着我家的情况，他看出了我的惆怅，悄悄

记下我家新房窗户的尺寸和每个房间的面

积，专程到县城购买了窗帘和地板革送到我

家里。我拿着这些充满爱心的窗帘和地板革

激动不已，连连表示感谢。他却说：“都是小

事！我们是亲戚嘛！”

今年以来，为改善人居环境，工作队员和

村“两委”班子成员积极组织村民互帮互助，

进行院落地面硬化和葡萄架搭建工作，劳动

力的缺乏让我家的庭院美化落后了一步，安

尼瓦尔·坎吉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工作之

余，他帮我铺红砖、挖花池，还为我家购买了

10袋水泥。在大家的帮助下，我家的院子焕

然一新。此外，安尼瓦尔·坎吉还帮我购买了

一台电视机，花了120元为我报名参加双人床

入户项目……

喝上了甘甜的自来水，住进了宽敞明亮

的安居富民房，院子干净了，多么幸福的生活

啊！这样的生活我向往了很久，如今我的心

情很舒畅，觉得浑身都是劲儿，每天都乐呵呵

的。左邻右舍都知道为什么，除了感谢党和

政府，还因为我有个亲戚叫安尼瓦尔·坎吉！

民族团结一家亲

我的亲戚叫安尼瓦尔·坎吉
手语表述：阿依吐松·阿不拉 翻译整理：金旭 陈晓菲

本报新和讯（通讯员 石小娟 斯迪克·
米吉提）新和县早动手，在夏粮收购前积极

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切实保护农民利益，确

保夏粮收购工作顺利进行。

今年，新和县小麦播种面积17.3万亩，

预计总产量6.9万吨，受粮食总产量、高库

存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今年该县采取多种

措施，做好腾仓并容为夏粮收购做准备。

新和县发改委（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和新和

县金泰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多次召开

会议进行会商，并作出具体安排，组织开展

全县空仓情况和农户存粮情况调查摸底，

全面掌握夏收备仓和农民余粮状况；采取

腾仓并库、仓容维修等措施，腾备空仓容2.2

万吨，目前已维修准备仓容1.75万吨，空仓

消毒已完毕，准备输送机、磅秤、电子秤、容

重器、水分测定仪、检化验设备等器材75多

台（套），确保满足夏收需要；确定收购库点

6个，并在库点分布上努力做到相对均衡合

理，尽量方便群众售粮。

新和县金泰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刘新说：“为切实做好夏粮收购工

作，我们公司提前谋划，多举措扎实做好

各项准备工作，通过发放宣传单、制作宣

传牌、横幅的方式向广大粮农宣传收购

政策；及时与金融部门对接，及早落实收

购资金，目前首批 500 万元收购资金已

到位，确保有钱收粮；提前做好腾仓并

库、空仓消毒、检化验设备、机械设备维

修工作，确保有仓收粮；做好收购工作人

员培训工作，确保有人收粮。另外，我们

在收购现场设置了开水桶、小药箱和休息

场所等，确保夏粮收购工作顺利进行。”

据了解，新和县粮食收储企业把握时

机，做好政策宣传，发放《小麦收购承诺书》

800 余份、《致小麦种植农户的一封信》

2000余封，已到位资金500万元，防止出现“打白条”现

象，尽可能多地掌握粮源，促进农民增收。

脱贫攻坚在路上
（上接一版）1998年，毕可显退休

后，始终离不开植树这件事。刚退休

时，他就被地区优质果园基地聘为技术

顾问，工作一点不比上班时轻松。

2002年，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

找到他，希望他到荒漠里的石油基地帮

助做绿化工作，一直到现在。“柯柯牙精

神延续革命先辈精神，是阿克苏人创造

出来的精神丰碑、更是我的精神动力，

只要干得动，我就一直干下去。”毕可显

的话铿锵有力。

同样，在柯柯牙精神影响下，柯柯

牙林管站护林员麦麦提依明·阿木提与

树也有着不解之缘。为了管好责任区

的树木，他很少回家，饿了啃干馕，渴了

喝渠水，整天灰头土脸围着林子转，妻

子见了他都差点没认出来。

柯柯牙绿化带里的每一棵树麦麦

提依明·阿木提都抚摸过，他把这些树

当作自己的孩子。在柯柯牙坚守了32

年，他更加深刻地领悟了柯柯牙精神的

含义。

麦麦提依明·阿木提说：“‘柯柯牙’

原本是一片不毛之地，是一代代阿克苏

人创造了绿色奇迹。作为守护者，我要

坚守初心和使命，一辈子守护好柯柯牙

的这些树。”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全党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

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

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接过前人的接力棒，新时代的每一

个人都在开启“新时代的长征路”。每

一个人都是拓荒者，只有坚定前人英勇

无畏的革命意志，才能有逢山开路、遇

水搭桥的果敢与智慧，才能总结新经

验、集聚新智慧、做出新贡献。

地区山羊研究中心主任、农业技术

推广研究员张富全是一位名副其实的

新时代拓荒者。前不久，他研究的疆南

绒山羊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认定疆南

绒山羊群体的生产性能、培育情况、经

济效益可观。疆南绒山羊是经过时间

考验的优良新品种。

1986年，张富全从西北农业大学

毕业，他放弃了原本能够留在大城市工

作的机会，毅然选择回到阿克苏，恰值

自治区重点课题《阿克苏地区百万绒山

羊选育提高、杂交改良试验和繁育体系

的建立》开始实施，他便被单位安排到

海拔2000米的温宿县萨瓦甫齐牧场白

虎台绒山羊试验站工作。

作为试验站的第一批开拓者，张

富全和课题组的同事一起推平山坡，

盖起了羊圈，引来了泉水，种起了树

木，添置了仪器设备。就这样，绒山羊

种羊基地建成了，张富全自此在试验

站扎下了根，一待就是 33年。“2002

年，为了研究绒山羊育种方面的课题，

我白天跟着羊群仔细观察，晚上在试

验室里查资料、做对比试验，连续280

天没有下山回家，只为了把课题研究

好。”张富全说。

经过张富全的不断努力，疆南绒山

羊科研项目取得重大突破，而他并不满

足，而且积极推动科研成果转化。通过

一系列研究项目的实施、示范、推广，目

前地区共有疆南绒山羊生产母羊核心

群18群、生产母羊4040只，平均个体

产绒量453克，已达到了较高水平，该

品种远销全疆各地，其优良的种质特

性，深受市场和养殖场户欢迎。

虽然研究课题取得了成功，但是张

富全还在坚持，他经常到试验站和牧民

养殖区看看。“当初，我研究疆南绒山羊

这个课题时就想培育一个适应阿克苏

的品种，带动更多本地农牧民增收致

富。现一阶段的任务完成了，下个阶段

就是更好地推广这个品种。”张富全说。

张富全的目标是做一个新时代的

“牧民”。而在阿克苏大地上，越来越多

的新时代拓荒者都在坚守着自己的梦

想，他们有的是坚守在脱贫攻坚一线的

基层党员干部，有的是采用新技术管理

农田的新农民，还有的是在一次次失败

中奋起直追的创业者……

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没有敌人的围

追堵截，没有枪林弹雨中的九死一生，

只要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中坚守初心，保

持戒骄戒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

风，就一定能取得成功。

本报温宿讯（通讯员 颜寿林 张会）“我在蔬菜合作

社打工一年多了，主要干些除草、松土、开沟、培土、放水

等农活，稳定的收入改善了我家的生活条件，我很喜欢这

份工作。”6月30日，在温宿县博孜墩柯尔克孜民族乡吾

斯塘博依村雪原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长期从事田管工

作的农民吐尔洪·吐尔逊说。

雪原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8年2月，社员

有70人，其中入股农民57人，合作社通过农民自愿合法

有偿土地流转方式获得土地2858亩，主要种植蔬菜。经

过一年多的经营，去年入股农民都拿上了分红。目前，该

合作社有耕地8000亩，聘用的长期工有13人，主要从事

6000亩土豆、2000亩玉米的田间管理工作，月固定工资

为3500元。

雪原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唐邦杰介绍，去年

2月初，他从拜城县来到吾斯塘博依村承包土地，这里气

候条件好，空气无污染，河里流淌的雪水特别适合种植土

豆。去年合作社承包了2000多亩土地种植土豆，由于种

出的土豆品质优、品相好，远销广东、河南、重庆等地，不

少客户还上门收购。为把土豆产业做大做强，今年，他又

承包5000多亩土地，投资200多万元从甘肃引进优质土

豆让工人精心种植。目前，土豆苗长势喜人，预示着今年

将迎来一个丰收年。

为改善土壤条件，减少虫害，该合作社采取土地轮作

方式，今年种植青储玉米2000亩，还在40亩地里试种了

洋葱和莴笋，长势良好。

唐邦杰说：“农民把土地承包给我们，不仅可以获得

土地承包费，还可以在合作社打工增收，全村175户贫困

村民中有劳动能力的都在合作社干一些季节性农活。希

望在驻村干部和村干部的帮助下，我们合作社能种植出

更多绿色优质蔬菜，进一步做优做强蔬菜产业，帮助更多

贫困户就业增收。”

合作社铺就贫困村民增收路

争做新时代的拓荒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