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阿卜杜拉的返乡日记

“家乡的变化令我震撼”

“8月24日，晴。是我返乡的第29

天，今年暑假回村后，我发现家乡的父

老乡亲不仅住上了宽敞明亮的安居富

民房，家门口的道路也铺上了柏油，路

两边还装上了路灯……”这是返乡大学

生阿卜杜拉·喀斯木在日记中所写的村

里变化。

19岁的阿卜杜拉·喀斯木家住沙雅

县努尔巴克乡英阿瓦提村，就读于中国

石油大学，一直有写日记习惯的他，每

次假期回到家乡都会记录自己看到的

一切和心里的感受。这个暑假回来，村

里的变化让他震撼，返乡第一天就迫不

及待地写了日记。

“7月23日，多云。进入村口，一股

沁人心脾的花香扑鼻而来，村里的柏油

路通往各家。一排排整齐的安居富民

房前小花园里的鲜花争奇斗艳。走进

庭院，我被‘花园式’的居住环境吸引

住了，‘三区’分离规划合理，牛羊在新

建的暖圈里欢歌，小拱棚内各种蔬菜

相继成熟，整洁的院落和干净的屋子让

人心旷神怡。”

阿卜杜拉·喀斯木表示，家乡的

变化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晚上

路灯亮起来了，老人不再担心摔倒，

小孩不怕找不到家门，这些让他有写

日记的冲动。

“我的家乡变美了，党的好政策让

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好。”阿卜杜拉·喀

斯木说。

村容村貌和家乡父老乡亲精神面

貌的变化，以及驻村工作队热心为民的

劳动场景，都让阿卜杜拉·喀斯木禁不

住拿起笔来详细记录。

“8月15日，阴、微风。村里妇女们

漂亮的脸蛋露出来了，美丽的长发飘起

来了，男人们收拾得干净利索，精神抖

擞，走路都带着一股风。升国旗、农牧

民夜校、娱乐活动，村民们积极参与，

就连我的父母都会说普通话了。最

近，妈妈和婶婶每天晚上都去村委会

的大广场跳舞，爸爸和叔叔每天晚上

去村委会学习种植、养殖技术……”阿

卜杜拉·喀斯木足足用了2000字写父

母和村民的变化。在日记的结尾，他

感慨道：“我想这些变化离不开泰康人

寿新疆分公司驻工作队那群可爱的叔

叔阿姨默默的付出！”

“行走在家乡的田间地头，随处可

见村民们忙碌的身影，勤劳致富成了

大家的共识。”见证村民思想变化的阿

卜杜拉·喀斯木又一次在他的日记本

中记录着。

“8月20日，晴。家乡父老乡亲的

生活正悄然发生着变化，白天农田中都

是他们忙碌的身影。傍晚，村委会广

场成了大家休闲娱乐的好地方，唱歌、

跳舞，好不热闹。以前村里比较懒的

叔叔、哥哥竟然在村委会门口开起了

烤肉店、理发店，有些还到县城的厂里

打工了。”

家乡的变化一直触动着阿卜杜拉·
喀斯木的内心，他为家乡的变化骄傲，更

对家乡的未来充满信心。临近开学，他

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愿望：“8月22日，

晴。我感到自己非常幸运，我出生在和

平年代，赶上了好时代，家乡的父老乡亲

在党的好政策中处处受益。待学成归

来，我将积极投入到家乡的怀抱，为她的

稳定、和谐、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在日记末尾，阿卜杜拉·喀斯木写

着：“希望家乡的明天更美好，祖国的明

天更美好！”

返乡学生传递青春正能量

特色林果成农民增收的“摇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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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由小分队分别承包清扫，形

成“清扫任务一起挑，人人肩上有指标”

的局面，每人负责一段路，大队会定期巡

查，做到随时清扫垃圾，保持地面整洁，

给乌什县人民一个舒适宜居的环境。

在每周二、周四，大队都会组织各

路段环卫工人集中整治城市环境卫生，

做到道路清洁、垃圾定点存放并及时清

运，对城区河道排水沟疏通，房前屋后

无垃圾，小区内庭院整洁。

今年以来，大队共整治城乡卫生死

角85处，清运垃圾1.2万吨，清理排水

沟6公里，清理广告2300余处，修剪树

木5800余棵，确保了乌什县良好的城

市卫生环境。

作为公益性岗位，虽然待遇低，但

是乌什县环卫工人毫无怨言，认真做好

本职工作。在路上清扫垃圾时，时不时

会拣到行人丢失的东西，他们都会想方

设法交还给失主。

2017年7月5日，环卫工人古扎丽

努尔·亚库甫、麦麦提·托合提和艾合买

提·吾斯曼像往常一样在老广场路上的

责任区打扫街道卫生时，发现了一个手

提包，他们打开包一看惊呆了，里面有1

万元现金。面对这一大笔钱，他们认为

丢钱的人一定很着急。于是，三人在原

地等了2个小时仍无失主来找，就把现

金交给了附近的便民警务站。后来在

民警的帮助下，辗转找到了失主。

古扎丽努尔·亚库甫说：“虽然我们

的工资低，家庭经济条件也不好，但是

我们不能昧着良心私吞这个钱。”

升国旗、学普通话、唱红歌……一

系列活动，不仅丰富了环卫工人的精神

文化生活，也让爱国情怀在他们心中扎

根，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成为他们的

自觉行动。

大队全体工作人员按照局里的安排

部署，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白天

没有时间，大家就利用晚上学习，说心

得、谈体会，做到学习工作两不误。

每周两次的国家通用语言课提高

了大家的普通话水平。环卫工人阿热

布·艾山说：“很感激有这样的学习机

会，现在我能用普通话跟大家交流了，

还学会了不少汉字呢。”

乌什县住建局组织开展了环卫工

人唱红歌、广场舞、队伍会操等比赛活

动，凝聚人心，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

量。近年来，环卫工人大队频频出现在

乌什县春节联欢晚会舞台上，表演了

《五星红旗》《我的中国》《我们走在大路

上》等一系列爱国歌曲大合唱，展现了

环卫工人的良好精神面貌。

拾金不昧风格高
（上接一版）定岗定人定时进行卫生

保洁和设备养护、维修。同时，创新

“一厕多用”机制，不断拓展延伸厕所

功能，将旅游厕所与便利店、报刊亭

等服务平台结合起来，提供手机充电

等便民服务。

“我参加了县里的旅游合作社，在

燕泉河景区从事保洁工作，每个月收入

1200元。”乌什县阿克托海乡阿克托海

村农民热孜艳木·玉素甫开心地说。

近年来，乌什县组织县城周边乡

（镇）贫困户成立旅游合作社，采用

“政府+公司+旅游合作社+贫困户”

的模式，让贫困户参与旅游产业发

展，开发旅游配套服务就业岗位30余

个，100余名贫困群众通过从事旅游

配套产业服务实现就近就地就业，这

一举措不仅带动当地农牧民群众提

高了收入，也让景区保洁、安保等服务

有了保障。

新疆旅游厕所建设驶入“快车道”

爱国情怀在心中

本报阿克苏讯 (记者 刘红文）8月

的阿克苏果满枝头。8月26日，在阿克

苏市红旗坡片区管委会红旗坡社区的

苹果园里，52岁的果农邱兵才蹲在地头

和一位内地客商讨论着苹果价格。

“你给出的价格太低，还没我去年

的价格高，再说了，你看我园子里的苹

果这么大。”邱兵才对客商说着自家苹

果的优点。

“就是因为你的苹果好，我才专门

和你做买卖，这样吧，我们先签个收购

协议，我把订金给你，待苹果上市时，我

们按市场价格走，你看可以吗？”客商一

边说，一边硬生生把2万元订金塞到邱

兵才口袋里。

数着订金，邱兵才的脸上笑开了

花。“这几年，得益于苹果种植，我买了

轿车和楼房，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邱兵才说。

1992年举家来到阿克苏后，邱兵

才开始种植苹果，经过20多年的发展，

20亩苹果园不仅帮他家摆脱了贫困，还

成了家里“摇钱树”。

“去年，客商来园子收购苹果就给

出了每公斤7.8元的价格，为此，仅苹

果一项就收入20多万元。今年，苹果

再获丰收，想必又是一个丰收年。”邱

兵才说。

核桃、鲜杏、香梨价格都涨了……

今年随着各地特色果品陆续成熟上市，

果农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在温宿县柯柯牙镇核桃新村，看着

压弯枝条的核桃，果农藏安民说：“今年

的核桃好，不愁卖！”他说这番话是有底

气的，因为此时在村里，来自内地的客

商正忙着收购青皮核桃。

装满核桃的三轮车从一个个园

子里推出来，果农们排队等着给自

家核桃过秤。“无论是 185 还是新 2，

青皮核桃都按每公斤 2.8 元收购。”

听着收购商喊出的价格，藏安民觉

得还算满意。

过好秤，拿着手里的第一批核桃销

售款，藏安民开心地说：“一到核桃丰收

季，很多外地客商前来收购，根本就不

愁核桃卖不出去。”

“我种植的50亩核桃今年恰逢丰

产期，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算，今年

的收入不错。”藏安民掰着手指头算

起了账。

地区是林果种植大区，主要种植红

枣、核桃、苹果、香梨等。为将资源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地区在林果业提质增

效方面做足了功夫，严格按照自治区果

品生产地方标准要求进行标准化生产，

积极开展“百十一”优质特色农产品基

地建设，并实施“十城百店”工程建设，

从而得以实现地区特色林果热销浙江

及珠江三角洲等地，特色林果真正成为

农民增收的“摇钱树”。

本报柯坪讯（记者 刘红文 通讯员

张永杰）8月26日，在柯坪县308省道

一绿化工程林地，农民玉努斯·买买提

一边清理杂草，一边排查火灾隐患。作

为柯坪县最早一批生态护林员，他管护

这片林地已有两年多，这里的一草一木

他都十分熟悉。

从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到如今能

领到固定工资的护林员，玉努斯·买买

提对现在的工作非常满意，每天按时

巡护林地，即使遇到刮风下雨天，他也

没有休息过。

玉努斯·买买提曾是玉尔其乡托

万库木艾日克村的贫困户，自被聘为

生态护林员后，他每年多了1万多元的

管护补助，顺利摘掉了“贫困帽”，他逢

人便说自己得益于政府的帮扶才逐步

摆脱了贫困。

柯坪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该县坚持落实生态护林员政

策，从建档立卡贫困户中聘用了565名

生态护林员，既增强了林地资源管护力

度，又增加了贫困群众的收入。

55岁的阿依尼沙汗·吾斯曼也曾是

托万库木艾日克村的贫困户，家里有4

口人，2个孩子都患有残疾，65岁的丈

夫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一家人生活的

重担落在了她的肩上。考虑到实际困

难，村里推荐她做了护林员，有了一份

稳定的收入。

阿依尼沙汗·吾斯曼说：“感谢党的

扶贫政策，有了护林员这份工作，再加

上平时养殖、种地及其他收入，我家已

经脱贫了。”

近年来，柯坪县积极实施生态绿化

工程，在全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的同

时，以“生态补偿脱贫一批”为抓手，选

聘贫困群众从事林地管护工作，坚定了

他们摆脱贫困的信心。

柯坪县565名贫困群众当上生态护林员

一人护林全家脱贫
脱贫攻坚在路上

8 月 27 日，工作人员在库车大龙

池清理垃圾。自进入旅游高峰期以

来，库车大龙池管委会就组织工作人

员清理景区的垃圾，检修景区沿线护

栏，强化景区环境卫生。

通讯员 吐尔松·托胡提 摄

清理垃圾
美化景区

在自治区地矿局驻

温宿县托乎拉乡稻园村工

作队中，有这样一名工作

队员，他把每位村民当做

自己的亲人。只要提到他

的名字，大家都会竖起大

拇指。他就是驻村工作队

员郭伟伟。

在稻园村，几乎每天

都能看到郭伟伟穿梭在

田间地头或农家小院忙

碌的身影。

“听了郭伟伟的宣

讲，才知道自家已经享

受了那么多惠民政策，

我 们 要 知 党 恩 、感 党

恩。”近日，在村民古丽

牙尔·亚森家的核桃树

下，郭伟伟的宣讲让她

更深入了解了党的惠民

政策。

“种棉花有补贴、

看病能报销、住房有保

障……”掰着手指数着

党的一项项惠民政策，古

丽牙尔·亚森开心地说。

在驻村工作中，为

坚定村民脱贫致富的信

心，让广大村民知道惠

从何来、恩向谁报，郭伟

伟利用入户走访时间，

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

递党的声音，让村民常怀

感恩之心。

“感谢郭伟伟为我的

事情忙前忙后，他总是想

方设法为村民解难事、办

实事，我们大家都喜欢他。”村民穆海拜

提·萨依木说。

这事还得从一个月前说起，原来郭

伟伟在走访时，了解到党员萨依木·萨

力一直惦记着给儿子办理一个残疾证，

但不清楚如何办理，就想到了郭伟伟。

随后，郭伟伟带上萨依木·萨力儿子的

病历去县残联咨询此事，得知需要以前

手术治疗医院开具相关证明后，他又奔

赴医院办理。

由于手术是五年前做的，几经辗

转，萨依木·萨力觉得太麻烦，萌生了不

想办理的念头，郭伟伟就带着相关资料

去相关单位跑，自掏腰包

到医院挂号、排队等候，

经过努力，最终把事情办

成了。

“只要全心全意付

出，村民自然会认可我的

工作。”郭伟伟说。

“郭哥，我要去看望

在乌鲁木齐住院的哥哥，

你能帮我给学校老师请个

假吗？”村里的大学生阿依

妮尕尔·夏克尔给郭伟伟

打电话时亲切地称呼道。

由于郭伟伟平时对返乡学

生非常关心，所以同学们

都称他为“郭哥”。

为切实做好返乡学

生的教育管理工作，让

他们过一个有意义的假

期，郭伟伟精心组织安

排，制定学生假期生活

计划，组织学生参加社

会实践活动和演讲比

赛，参与村级事务。

利用轮休时间，郭伟

伟积极联系稻园村在乌

鲁木齐的大学生，邀请他

们到家里做客，加强与他

们的沟通，了解他们思想

状况和在学习中遇到的

问题，鼓励贫困学生好好

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

建设家乡，以实际行动维

护民族团结。

“放假期间，郭哥精

心安排各类实践活动和

文体活动，使我们的假期

生活过得丰富多彩。返

校后，他经常联系我们，

和我们聊天，了解我们的

学习、生活情况，帮助我

们解决困难，他是我们的

好大哥。”新疆大学学生麦尔比耶姆·
阿里木说。

本报库车讯（通讯员 屠应超）“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自启动以

来，宁波市援疆指挥部高度重视，在百

人援疆团队中积极开展“八个一”活

动，围绕“学习先进姚仁汉 不忘初心

担使命”主题，做到规定动作做到位、

自选动作有创新。

据介绍，宁波市援疆指挥部“八个

一”活动包括了在教育援疆纪念馆宣誓

一次“明初心”、宣讲一次姚仁汉事迹

“悟初心”、开展一次演讲比赛“亮初

心”、重温一次《天山的灯》（以姚仁汉老

师为主角的话剧）“印初心”、重走一次

姚仁汉老师工作过的地方“寻初心”、

组织一次“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聚初

心”、参观一次林基路纪念馆缅怀先烈

“定初心”、选择优秀援疆人才代表对标

榜样“谈初心”。

宁波市援疆指挥部党委书记、指挥

长张行波说：“如何在主题教育中既突

出宁波援疆特色，学习姚仁汉老师的

‘援疆铁人’精神，又能结合实际工作，

践行‘舍家报国，倾情援疆’的初心和誓

言，这是在主题教育开展后，我们一直

在思考并为之谋篇布局的事情，也是近

期指挥部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宁波市援疆指挥部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郎客宾说：“从活动的设计

中可以明显看出指挥部党委的精心

策划、周密布局。我们既结合了本地

特色，又彰显了榜样力量，还对照了

上级要求，充分体现了‘宁波味’‘援

疆味’和‘红船味’，确保主题教育不

虚、不空、不偏，确保主题教育有声势、

有特色、有成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在“八个一”活动推进中，宁

波市援疆指挥部还延伸了活动外延，在

库车县建了10个主题教育基地，包括

宁波援疆纪念馆、甬库团结村、阳明小

学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基地，

让甬库两地共享优秀党建资源。

库车县热斯坦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玛日耶姆·艾海提说：“宁波市援疆指挥

部不仅在资金、技术上援助我们，还在

党建、精神上支持和帮助我们。我们将

持续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引导辖区居民知党恩、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

宁波市援疆指挥部“八个一”活动
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访民情 惠民生 聚民心

本
报
记
者

刘
红
文

把
群
众
放
心
上
用
实
干
显
担
当

—
—
记
自
治
区
地
矿
局
驻
温
宿
县
托
乎
拉
乡
稻
园
村
工
作
队
员
郭
伟
伟

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

心上。自驻村以来，郭伟伟始终牢

记民族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生

命线，在增进感情上用心、融情聚

力上用功。他把村民当成骨肉相

连的亲人，竭尽全力为他们办实

事、好事，温暖了村民的心，赢得了

大家的认可。

【记者手记】

加强政策宣讲

关注学生教育

用真情换真心

本报记者 刘红文 通讯员 伍素平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