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一版）沉寂的戈壁，在盐碱作用

下，有的地方土壤板结严重，坚如磐石。毕

可显带领工人们用铁镐一点点往下挖。常

年栽树，他的手变形了，指甲比常人厚两三

倍，指头比常人粗大。

为了节约资金，毕可显从地区各林场抽

调技术人员，带着他们育苗。

栽树不易，要保证成活率。毕可显对招

募的工人统一培训，对栽种的树苗统一施

肥、修剪、疏果。5年间，他为地区培养了一

大批林果管理人才。

柯柯牙绿化工程实施的第10个年头，国

外卫星拍摄的图上显示，塔克拉玛干沙漠北

缘，出现了一抹绿色，这便是长约25公里、宽

约300米至3000米的柯柯牙人工防护林，后

来被联合国誉为“全球500佳境”之一。

也是在这一年，毕可显面临退休。时任

地委书记的熊辉银对他说：“老毕，你走了，

这几十万亩的树你能放心吗？”毕可显收回

《退休申请报告》说：“那我再努努力，让我们

的生态水平上个台阶再退。”

1998年，柯柯牙的葡萄结成了串，香梨

大量挂果，经过嫁接的苹果形成了独特风

味。毕可显放心退休了。

“作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你

是柯柯牙绿化工程的缔造者之一，是地区林

果业发展的功臣，我们不能无限期地拖着不

让你退休，但是你退休后，千万不能一退就

休，还要继续为阿克苏做贡献啊。”时任地委

书记的侯长安叮嘱毕可显。

毕可显回答道：“在柯柯牙，我收获了很

多。其中，自力更生、团结奋进、艰苦创业、

无私奉献的柯柯牙精神，不但是阿克苏几代

人的精神动力，也是我不懈奋斗的精神动

力，我会终身与林木为伴。”

刚退休后，毕可显就被地区优质果园基地

聘为技术顾问，一点不比上班时轻松。2002

年，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托人找到他，

希望请他到荒漠里的石油基地做绿化工作。

毕可显的老伴王莉不愿意了，责怪他说：“辛辛

苦苦种了一辈子树，老了还不休息放松一下？”

但是，王莉最终还是向爱树如命的毕可

显妥协了。2011年，毕可显在湖北省一家企

业任副总工程师的儿子毕维齐也回到阿克

苏，在戈壁滩上帮他栽树管树。

毕可显的荒漠造林事业在继续，柯柯牙精

神在传承。当年在柯柯牙创造奇迹的毕可显

等老一代造林者，看到地区绿化面积不断扩

大，阿克苏河、渭干河流域和空台里克区域三

个百万亩生态建设工程相继实施。党的十九

大召开之后，地区全面打响生态保卫战。

去年，各媒体集中报道柯柯牙绿化工

程。毕可显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我只是

干了我应该干的事情。柯柯牙绿化工程，我

总结起来就两句话：一是历届地委、行署领

导有方，都把生态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二是

一代代阿克苏人干得好，用实际行动把荒漠

变成了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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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日报社记者深入基层践行“四力”纪实

努力担负起书写时代答卷的责任和使命

脚上有泥土，笔下有真情。

今年6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要在

湖北来凤县录制“时代楷模”张富清发布会，

邀请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官兵代表和张富清

的战友刘聪普共同参加，本报记者张路有幸

同行采访。

阿克苏与来凤县相隔近4000公里，从

阿克苏乘坐飞机、高铁、汽车赶到来凤县。

张路有机会见到张富清的时间仅有短短十

分钟，时间有限，她决定不问任何问题，现

场观察张富清和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官兵

们、刘聪普老人的互动，记录张富清看到官

兵写的信件、入党介绍人照片等一系列反

应。临走时，张富清热情地和每一个人握

手。“当他握着我的手时，我什么问题也问

不出来，只是跟他说要保重身体！也许这

就是最好的问题。”张路说。

这次来凤县之行张路写的3篇通讯、3

篇消息刊发后，许多读者被两位老人坚定的

初心感动，一位359旅老兵的后人找到张路

说：“姑娘，我被你的报道感动哭了，我身边

许多359旅后人都哭了！希望你把359旅老

兵的故事写下去……”

倘若不是身在现场，怎会有如此动情的

描述？假如没有深入一线，怎能传递这份感

动与坚守？

三伏天，记者杨硕为拍摄“烈日下的坚

守”组照，每天骑着自行车找拍摄对象，用镜

头记录了在炎炎烈日下执勤的交警、工地上

忙碌的建筑工人等一张张在高温下浸满汗

水的面孔，一起致敬烈日下坚守的劳动者。

其实，在这一篇篇新闻报道的背后，是记

者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心中含真情、脚下沾泥

土、笔下有力量、报道冒热气的职责和使命。

记者笔下，民生如天。

“现在一年的家庭收入有多少？”“子女

上学和老人看病方便吧？”记者们提出的问

题，得到百姓实实在在的回答。

“通过与群众聊家常，我能感受到百姓

生活的巨大变化和基层干部扎实创新的工

作作风。”记者董成忠说。

基层是新闻工作的鲜活源泉，好的作品

一定来源于生活，好的记者一定活跃在基

层。今年6月，阿克苏日报社积极组织采编

队伍开展“走转改”活动，深入基层“走下

去”，面对群众“走进去”，采写一批接地气的

精品稿件，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

良好的舆论氛围。

6月以来，阿克苏日报社先后选派20批次

记者深入浙江、成都、重庆、湖北及地区各县

（市），采写稿件150余篇。

记者吕娜前往成都、重庆，以“丝路古龟

兹神奇阿克苏”文化旅游宣传推介为主题，采

写了《加强旅游合作 拓展旅游市场》《搭建起

两地交往交流平台》等稿件，宣传了地区及相

关县（市）文化旅游优惠政策、文化旅游资源

及线路产品，提升阿克苏知名度和美誉度。

记者孟亚深入浙江省杭州、诸暨、宁

波、嘉兴、温州、台州等地，围绕“浙疆情·共

圆梦”主题，采写的《衢乌小朋友手拉手 同

进步共成长》《让阿克苏优质农产品走向衢

州百姓餐桌》等稿件，生动

展示浙江省倾力援疆的做法和

成效。

除此之外，刘红文、郭爱成、邓丽娟、冯

磊等记者先后前往地区八县一市，以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为主线，聚焦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访惠聚”驻村工作、“民族团结一家

亲”“基层减负年”等重点工作，用朴实生动

的语言和感人肺腑的故事展示了地区经济

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生动画面。

新闻在路上，记者是行者。

潘婷说，在基层采访的每一天都感到收

获满满，新闻工作者只有深入田间地头和群

众聊生产话家常，才能写出接地气、有温度

的新闻报道。

新闻人常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

为什么出发。新闻现场正是我们的出发点，

那里正在发生的故事需要我们去发现、判

断、挖掘、表达，我们只有扎扎实实地践行

“四力”，才能回归新闻事件的原点，找到新

闻人的初心。

“寻找故事、找到好故事的方

法就是扎扎实实地践行‘四力’，唯

有双脚走四方、两眼观天下、脑中有所

思、挥笔力千钧，新闻报道才具备生命力。”

记者牛海燕说。

采写“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

是新时代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时代课题，也

是践行“走转改”、彻底改变作风文风的时代

标志。

邓丽娟认为：“‘四力’是新闻记者应该

练好的基本功。在基层采访，我深感踏过泥

土才能锻炼脚力，洞悉幽微才能增强眼力，

把握本质才能锤炼脑力，满怀虔诚才能夯实

笔力。深入田间地头采访，对我而言不仅是

‘四力’的锻炼，更是一次次灵魂的洗涤。”

“基层一线是新闻工作的源头活水，蕴

藏着最鲜活、最丰富的新闻资源，只有深入

一线，新闻报道才会有现场的温度，才会有

打动人心的力量。”冯磊说。

深入基层、深入一线，不断增强新闻工

作者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也是新闻

工作者不断努力的方向。

“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同身受，只有下

到基层，才能有写作灵感，才能做时代风云

的记录者。”谈起深入基层采访的体会时，记

者胡潇潇说，辛苦并快乐着。

本报记者 任红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宣传思想干部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

视野，增强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

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增强“四力”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新闻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是党中央

对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战线队伍建设提出的总要求。

田间地头，城市乡间，追梦路上……今年以来，阿克苏日报社的记者们下工地、进园区、钻大棚、访农

家……用脚力丈量新时代的长征路，用眼力捕捉社会

发展的律动，用脑力洞察美好生活背后的奋斗力量，用

笔力讲好鼓舞人心的新时代故事。

记者潘婷

记者邓丽娟

记者任红芳

记者张路

记者郭爱成

用鲜活新闻
履行职责和使命

用心用脑
写出好新闻

践行“四力”做时代记录者

【记者手记】 记者践行“四力”，既是构成本领能力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本领

能力的方法路径。在路上心里才有时代，在基层心里才有群众，在现

场心里才有感动，把实践和基层当做最好的课堂，把人民群众当做最好的老师。作为一名

新闻记者，只有常走基层、蹲点基层、接近地气，才能正确把握群众的思想脉搏，才能挖到新

鲜生动的报道素材，掌握运用好群众语言，才能将党的声音传递给群众，把群众的心声带给

党，真正拉近党群、干群关系。也只有真正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

才能不负时代的期望，从细微处讲好奋斗故事，而这正是属于这个职业的独有荣光。

本报乌什讯（记者 吕娜 通讯员 张丹）

“每次带妈妈出来玩，她出门前都要上厕所，

因为很多景区的厕所不好找。”8月20日，乌

什县居民王欣说，今年再带妈妈出去玩时，

发现景区的厕所不仅建得更好看了，而且很

干净。

今年，乌什县计划新建旅游厕所6座、停

车场6个、通讯基站1处，并制定内容详细、

可操作性强的方案，明确解决问题时间和责

任单位，确保按时完成任务，着力解决“三难

两不畅”问题，持续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乌什县已建成的旅游厕所有19

座，今年计划新建的6座旅游厕所中已完工

并投入使用的有5座，实行“以商养厕”，并建

立“所长制”，悬挂监督公示牌，确保这些厕

所管理到位、免费开放、干净卫生。剩余的1

座农家乐厕所正在积极筹建当中。

同时，乌什县在旅游景区和旅游沿线

（主要是G219沿线）已经建成的停车场有14

个，今年计划建设6个停车场，其中5个停车

场已完工并投入使用，分别位于乌什县少年

宫旁、团结北路附近、振兴北路加气站对面、

喀尔巴格北路、喀尔巴格北路新城广场。奥

特贝希乡阿拉萨依村的停车场正在建设中，

预计8月底完工。

对于加油难的问题，乌什县城区、G219

和S306沿线加油站、加气站已建成10座，基

本能满足游客加油的需求。

目前，乌什县旅游沿线已建成通讯基站

35个，今年要建设的沙棘林通信基站已顺利

完工，彻底解决了该景区通信不畅的问题。

下一步，乌什县将加大环境卫生整治力

度，制定相关工作方案，对全县环境卫生进

行综合整治，尤其是就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力度，营造良好的卫生环境。

此外，乌什县还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培

训，切实提升旅游服务水平。成立旅游人才

培训中心（基地），对全县旅游从业人员（包

括导游讲解员、形象大使、义务讲解员、星级

农家乐从业人员、星级景区从业人员、旅游

厕所及乡村旅游点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提

高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

乌什建旅游厕所提升游客满意度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刘红文通讯员代云连）8月17日，记

者从阿克苏市财政局了解到，为进一步繁荣基层文化，丰富群众

生活，阿克苏市拨付基层文化活动专项经费402万元，用来支持

各乡（镇）、街道（片区管委会）、村（社区）的文化活动顺利开展。

此次专项经费主要用于阿克苏市6个乡（镇）、11个街道

（片区管委会）、76个社区、117个村的文化活动开支，目前已

拨付到位，由市委宣传部督促各地认真执行《阿克苏市基层文

化活动经费管理、使用办法》，确保经费合规、高效使用。

阿克苏市财政局局长郜攀峰介绍，文化活动专项经费的

拨付将进一步推进阿克苏市文化事业发展，丰富了城乡居民

的精神文化生活。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董成忠 通讯员 马甜甜）8月20日，

阿克苏市南城街道办举办2019年金秋助学活动，辖区36家

企业积极响应，现场捐款12.3万元，帮扶了14名贫困学生。

其中，4名学生将获得大学4年学费全额资助。

今年高考，家住托峰社区的王文文考上了石河子大学，但

父母失业，年幼的妹妹还在上学，家里比较困难。在这次金秋

助学活动中，她得到了爱心企业的资助，而且将对她大学4年

的学费进行全额资助。

王文文代表受资助的贫困学生发言时说：“羊有跪乳之

恩，鸦有反哺之义。我将铭记这份恩情，勤奋努力学习，将来

回报社会，回报关心关爱我的人。”

贫困学生努尔麦麦提·亚森今年被江苏大学录取，在得到

爱心企业的资助后，他激动地说：“你们的帮助如雪中送炭，你

们的关心如春风化雨。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将鼓起生

命的风帆，自强不息，以优异的成绩报效祖国，回报社会。”

金秋助学圆贫困学子上学梦

本报拜城讯（记者 任红芳 通讯员 王新珍）8月16日，拜

城县人社局在拜城县众泰煤焦化有限公司职工文化活动中心

举办失业保险“护航行动”援企稳岗补贴发放仪式暨社会保险

降费减负工作座谈交流会，为享受2019年拜城县第一批援企

稳岗补贴的5家驻拜企业发放补贴33.88万元，累计受益职工

1.14万人次。

今年，拜城县继续稳步推进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护航

行动”，坚持全面落实和适度拓展并重，兜牢民生底线和助力企

业发展并重，加强管理和优化服务并重，进企业举办政策培训班，

进厂矿车间讲清保障职工权益政策，推动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

定岗位政策实现“两个全覆盖”，即“稳岗补贴政策全覆盖、符合申

领条件的企业主体全覆盖”，使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均可申领稳

岗补贴，为企业脱困发展、减少失业、稳定就业保驾护航。

同时，结合全地区开展的“六型”政府创建活动，深入推进

“四办”（一窗办、一网办、简化办、马上办）改革举措，深入企业

主动对接，积极开展政策业务培训，做好政策解读。今年以

来，进企业举办培训班56场次、发放宣传资料5000余份、张

贴宣传海报600余份，使符合条件的企业能够第一时间方便、

快捷地享受到政策支持，让政策红利更多地惠及拜城县企业

和广大参保职工，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此外，该县还坚决

贯彻落实中央社会保险降费减负政策，1—7月企业基本养老

保险降费921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降费751万元、失

业保险降费646万元、工伤保险降费229万元，社会保险降费

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扶持企业发展。

拜城发放失业保险
“护航行动”援企稳岗补贴

本报库车讯（记者 龚喜杰 通讯员 王厚云）8月21日，库

车县委宣传部举办基层宣讲骨干培训班，采取专家授课、示范

宣讲和学员宣讲、专家点评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培训，旨在进一

步提高库车县基层宣讲员的宣讲能力。

在培训班上，来自库车县委宣传部的优秀宣讲员向基层

宣讲员做了以《微型党课授课十法》《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

皮书、张富清先进事迹等内容为主的示范性宣讲。

阿拉哈格镇宣讲员热依拉·纳斯尔说：“县委宣传部的优秀

宣讲员不但给我们讲了宣讲的意义与演讲的区别，还给我们传

授了宣讲的技巧和要注意的细节，我觉得收获很大，在以后的

宣讲活动中，我会努力让自己的宣讲更接地气，更有成效。”

目前，库车县级示范性宣讲团有71名成员，各行业的宣

讲员和草根宣讲员有1050人。今年以来，库车县宣讲员队伍

共开展宣讲活动1160多场，受教育群众46万余人次。基层

宣讲员通过小故事讲述大道理，以小切口见大主题，着力增强

宣讲的针对性、生动性，切实提高宣讲的说服力、感召力。

库车举办基层宣讲骨干培训班

阿克苏市拨付402万元
文化活动专项经费

本报拜城讯（记者 郭
爱成 通讯员 王文胜）“你每

次过来都帮我干这么多活，

我实在过意不去。”8月12

日，拜城县托克逊乡阔纳协

海尔村80岁村民艾麦尔·卡

热木握着侯文斌的手说。

侯文斌是新疆地矿局

第八地质大队干部，也是艾

麦尔·卡热木的结对亲戚。

艾麦尔·卡热木年轻时在工

厂当过工人，勤劳能干，会

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现

在年事已高，儿女不在身

边，家中的大小事都要自己

操持，平常干点轻活细活还

可以，但重体力活一点也干

不动。每次侯文斌来看望

艾麦尔·卡热木，都会帮他

干一些农活和家务活。

“这次来看望艾麦尔·卡
热木大爷，得知他要把家里

的土块墙拆掉建一面红砖

墙，我就请十几名和我一起

来看望结对亲戚的同事帮

忙。”侯文斌说，大家不怕脏

不怕累，经过一天的辛勤劳

动，帮艾麦尔·卡热木建好了红砖墙。

黄昏下，艾麦尔·卡热木扶着那一

面2米多高的红砖墙，心里乐开了花。

“现在党的政策好，建房有补贴、发展庭

院养殖有补贴，我还有这么好的亲戚，

日子越过越好。”艾麦尔·卡热木说。

“既然成为结对亲戚，我们就应该

用心结亲真情帮扶亲戚。”侯文斌说，自

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以来，新疆

地矿局第八地质大队结亲干部就定期

到阔纳协海尔村看望亲戚，把亲戚家的

事当成自家的事，在劳动中收获快乐。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董成忠）近日，阿克苏职业技术学

院教师马燕的散文集《阿克苏的天和地》由线装书局出版发

行，这是继她出版《心醉吐鲁番》《坎儿井边散漫的思索》之后

的又一本抒情散文集。

马燕1966年出生在乌鲁木齐市，先后在乌鲁木齐头屯河区

中学、吐鲁番师范学校、广播电视大学和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工

作。从教30年来，一直积极面对生活，擅长用美的笔触抒发情

感，曾先后加入中国散文家协会、新疆作协和地区作协。

《阿克苏的天和地》主要整理了马燕2011年至2016年3

月在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工作时撰写的以“我心中的美丽阿

克苏”为主题的散文作品，每篇散文短小精悍，描写景物细腻

入微，语言通俗易懂，故事真切感人。比如写阿克苏的雪：“也

许一有点雪的征兆，阳光的调子就变得低沉了。飘洒的雪花

如小猫儿掉的毛，这毛也只是往睫毛上粘贴。”在写阿克苏的

月亮时：“明晃晃的月亮，如刚睡醒了的孩子的眼那样明亮。”

说起阿克苏，她在文中写道：“头顶上的那一朵云彩，像姑娘出

嫁时那一朵花，轻轻盈盈地飘，犹如我对家乡的思念，应对了

那一块蓝蓝的天，如沉思时刻的表情那样安宁和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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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一家亲

地区本土作家出版散文集
《阿克苏的天和地》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记者践行“四力”

牢记初心 守望绿色

“只要让我栽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