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传推介柯坪 展现地方特色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吕娜 通讯

员 陈玲）8月31日19时，CCTV—17

“走进新疆柯坪”《乡村大舞台》节目

首播。来自柯坪县的乡村艺人、达人

等纷纷登台献艺，恰玛古、羊肉、薄皮

馕等特色美食纷纷亮相，整个节目多

形式、全方位地展示了柯坪的少数民

族文化和风土人情。该节目一经播

出，立刻在地区各族干部群众中引发

热烈反响。

柯坪县玉尔其乡玉斯屯库木艾日

克村农民阿斯艳木·艾克热木参与了当

天的《乡村大舞台》节目全程录制，对

节目尤为关注。当天下午，她打开电

视机，牢牢锁定CCTV—17频道，期盼

着从电视里看到自己家乡的模样。她

说：“我们一家人早早就坐在电视机

前，将节目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经过

剪辑和编排，节目非常有看头，那天参

加录制的场景又一次浮现在脑海中，

感觉很棒！”

“为新疆感到骄傲，为柯坪感到自

豪！最美柯坪欢迎你们……”湖州市援

疆干部姚擎宇激动地在朋友圈写下了

这句话，他发自肺腑的感情流露，赢得

了众多湖州、柯坪朋友们点赞，不少朋

友纷纷给他留言，表示一定要来新疆感

受这里的大美风光。

曾经在柯坪县启浪乡挂职过大半

年的乌什县亚曼苏柯尔克孜民族乡党

委书记郭新宇，在收看CCTV-17播放

的“走进新疆柯坪”《乡村大舞台》节目

时，显得很激动，因为节目中出现了许

多自己熟悉的面孔，他既骄傲，又自豪，

他说：“看到柯坪县的农牧民在《乡村大

舞台》上晒出了当地特有的少数民族文

化、舞出了乡村文明新风，我由衷地感

到自豪。”

“《乡村大舞台》走进柯坪节目在央

视的播出，不仅让咱们柯坪老百姓产生

了强烈的自豪感，还是一次难得的宣传

和推介柯坪的机会，再次提升了柯坪在

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柯坪县委宣

传部副部长陈婷表示。

“这期《乡村大舞台》还有我们消防

队员的身影，讲述了柯坪县消防队员平

日里利用闲暇时间帮助村民采摘黄杏、

木耳等农作物，慰问困难群众的感人故

事，展现了消防队员为民爱民的时代风

采和良好形象，让我十分激动。”地区消

防救援支队温宿县中队政治指导员胡

军权说。

据了解，《乡村大世界》栏目是

CCTV—17的大型综艺节目，被认为

是全方位展现地方特色资源、传播完

整区域形象的最佳载体，以“小现场联

欢”形式宣传当地节会、旅游、特产文

化、美丽乡村建设、群众精神风貌，收

视人口超过8亿人。

此次录制的柯坪县专场节目将在

CCTV—17多次播出，将再次提升“田

园生活·养生柯坪”旅游品牌知名度，

不断提升柯坪县在全国的知名度、美

誉度。

CCTV—17“走进新疆柯坪”《乡村大舞台》节目播出在地区引发热烈反响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张路 通讯员

高志轩）记者9月2日从地区住建局了

解到，近期该局就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监管发出公告，

深化地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工程招标投

标活动监管，严厉打击招标投标环节违

法违规行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

公告要求，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应将工程项目资格审查分为资格

预审（是指投标前对获取资格预审文

件并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潜在

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的一种方式。）

和资格后审（是指在开标后对投标人

进行的资格审查，进行资格预审的，

一般不再进行资格后审，但招标文件

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工程项目施工

招标中，除技术特别复杂或者具有特

殊专业技术要求的以外，提倡实行资

格后审。实行资格预审的，招标人应

当邀请所有资格预审合格的潜在投

标人参加投标。各地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应全面推行电子招标投标及电

子辅助评标，加快推进全流程电子化

交易。采用电子辅助评标系统进行

开评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可以减少或

取消纸质版投标文件，逐步消除线上

电子交易和线下纸质文件并存的现

象，提高招标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节

约社会资源。

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加大围标

串标打击力度，营造良好的营商环

境。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要求投

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或资格预审申请

文件时，由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委

托代理人)当场签署《不参与围标串标

承诺书》, 签署的承诺书作为招标投标

备案资料。招标人可在招标文件或者

资格预审文件中将不签署承诺书的情

形列为投标文件或者资格预审申请文

件拒收条款之一。

地区住建局发出公告

加强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监管
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阿克苏纺织工业城（开发区）与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带动两地外向型经济发展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任红芳 通讯

员 孙多贤）8月29日，阿克苏纺织工业

城（开发区）管委会与乌鲁木齐国际陆

港区建设委员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仪式上，阿克苏纺织工业城

（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就地区及纺织

工业城外贸进出口情况作了详细介绍，

纺织工业城将进一步建立健全协作和

利益协调机制，依托乌鲁木齐国际陆港

区东西双向物流通道体系，实现共赢。

陆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自治

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围绕“一带一

路”倡议，陆港区委员会将与纺织工业

城齐心协力，充分利用纺织工业城优

势资源，积极将纺织工业城打造成海

关、铁路、物流三位一体的智能综合服

务平台，为阿克苏地区外向型经济发

展提供高效、便捷、优质的多式联运综

合服务。

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将为阿

克苏纺织工业城（开发区）建设成为中

欧班列南疆货物集结中心，阿克苏纺

织工业城（开发区）出口监管仓库和保

税仓库顺利运营打下坚实的基础，为

两地进出口货物提供外贸载体，形成

两地内外贸货物的聚集，带动两地外

向型经济发展，形成功能互补、错位发

展的联动新格局。

打造农业观光路线 举办推介活动 吸引游客旅游

“农业+旅游”助推特色林果产品向旅游商品转化

要闻 2019 年 9 月 3 日 星期二2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吕娜 通讯员

张勇）9月2日，自治区召开特色农产

品旅游商品开发现场会，地区作为此

次大会首个发言单位，地委委员、行署

副专员常玉轩向全疆全面介绍了地

区特色林果产品向旅游商品转化的

经验做法。

近年来，地区坚持“农业+旅游”

发展方向，优化旅游景点林果产品销

售布局，不断推动特色林果产品向旅

游商品转化，大力扶持乡村旅游发

展，助力产业扶贫，取得一定成效。

今年以来，地区以林果产品向旅游

商品转化为契机，积极推进农业园

区景区化建设和农业产业景观带、

休闲观光点建设。目前，地区依托

阿克苏河景观带积极打造专业的旅

游商品市场，已打造出温宿县博孜

墩休闲观光、农家餐饮、旅游度假路

线，阿克苏市依干其农业田园风光

路线，红旗坡红富士精品路线等农业

观光路线。

地区还积极举办林果产品旅游商

品推介会等活动，将品牌推介与农事节

庆活动紧密结合，丰富品牌活动载体，

推动林果产品旅游商品市场发展。截

至目前，各县（市）已举办黑木耳采摘

节、柯坪黄杏节、库车小白杏采摘节、

阿瓦提纳西甘甜瓜旅游节等各类“农

事+旅游”节庆活动30余场次，吸引游

客百万人次，带动林果产品销售1000

万余元。

同时，地区以“景区带村”“旅游专

业合作社+农户”“旅游带动林果产品销

售”“百企帮百村帮扶行动”为抓手，10

家旅游企业、12家景区结对帮扶22个

贫困村，先后建成乡村旅游和旅游扶贫

示范点22个。旅游产业扶贫累计带动

692户贫困家庭3566人增收脱贫。其

中，拜城县打造康其湿地公园，为贫困

村创造就业岗位112个，全村依靠发展

和参与乡村旅游实现就业创业增收

174户，户均收入达到6000元以上，最

高收入达到2万元。

下一步，地区将加快推进林果产品

向旅游商品转化，继续加大力度发展休

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实现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不断提高林果产品附加值，

为打造全域旅游高地奠定基础。

古龟兹 阿克苏神奇丝路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牛海燕 通讯

员 李纯坤）“这套房子宽敞明亮，我们

住着特别舒适，还不用掏一分钱。”8月

30日，在乌什县亚科瑞克乡亚科瑞克

村新能源小区院内，易地扶贫搬迁户

热艳古丽·热合曼一边整理菜地一边

和记者聊天。

热艳古丽·热合曼是易地扶贫搬

迁政策的受益者之一。脱贫攻坚战役

打响以来，地区将易地扶贫搬迁作为

脱贫攻坚重要举措，统筹协调，集中力

量，从根本上解决搬迁户的增收问

题，确保易地搬迁户实现“搬得出、稳

得住、能致富”。

就近创业就业是解决易地扶贫搬

迁户增收问题的举措之一。走进乌什

县亚科瑞克乡亚科瑞克村新能源小

区，院内一条宽敞的步行街呈现在眼

前，两边商铺早已开门营业，很多商铺

经营者是易地扶贫搬迁户。

赛买提·买买提是2017年搬迁到

这里的，从2018年开始，借助门面房，

他开起了饭馆当上了老板，每月有

3000—5000元的收入。

此外，地区整合资源、高起点规划、

分步实施，将易地扶贫搬迁户与新农村

建设相结合，打造“花园”式居住环境。

易地扶贫搬迁户的安居富民房都实现

了三区分离，牲畜暖圈里牛、羊、鸡、鸽

子和睦相处，大家在宽敞的庭院里种植

蔬菜、花草，生活好不惬意。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自治区下

达地区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2496 户

8519人，涉及乌什、柯坪、温宿、拜城、

库车、沙雅、新和7个县40个乡（镇）

138 个安置点。经核查，实际搬迁

2502户8918人，已全部搬迁入住。截

至上半年，应拆除旧房1507户，拆除

率100%；应复垦（复绿）土地1078.7

亩，复垦（复绿）率100%。通过后续产

业帮扶，地区易地扶贫搬迁户已累计

脱贫1610户5899人，脱贫率66%。

易地扶贫搬迁助推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脱贫攻坚看阿克苏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陈露露通讯

员李燕）记者9月2日从地区质量强阿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近期，地

区印发《贯彻质量发展纲要实施质量强

阿战略2019年质量提升行动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要求各级各部门开展

质量强阿战略2019年质量提升行动，

推动质量水平提升，加快地区质量强

阿建设步伐。

《方案》从提升产品质量、提升工

程质量、提升服务质量、改善环境质

量、提升行业质量管理水平、优化营商

环境和夯实质量技术基础6个方面作

出具体安排，要求各县（市）政府、地区

各有关单位重点提升农产品、粮食、畜

产品、食品、药品、工业产品质量，提升

建设、水利、公路、林业和草原工程质

量，提升旅游、商务、公路运输、养老、银

行保险业等服务质量。改善环境质量，

打赢蓝天保卫战，打好碧水保卫战，推

进净土保卫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提

升行业质量管理水平，帮助企业提升质

量品牌意识。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质

量技术基础，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强化

执法打假，夯实质量基础，推动高质量

发展，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地区开展质量强阿战略质量提升行动

身着白大褂，肩背小药

箱，日夜奔忙在拜城县康其

乡赛比墩村的夏忠惠，是村

里一道暖心的风景。

从 1971年当“赤脚医

生”开始，40多年时间里，

夏忠惠怀揣“赛比墩村女

儿”的感恩之心，为乡亲们

防病治病，帮乡亲们排忧解

难。虽然夏忠惠已经退休，

但不少村民身体不舒服时，

还是会找她。

由于爱岗敬业、表现突

出，夏忠惠先后获得自治区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乡村医

生、民族团结模范个人、新

疆十大杰出母亲等荣誉。

6 月 20 日，村民吐尔

洪·买买提带着女儿找到夏

忠惠，说女儿咳嗽10多天

了，他买了些感冒药给女儿

吃，却没有什么效果。

夏忠惠仔细检查了孩

子的症状，确诊为鼻炎，嘱

咐她用搓热的手掌揉搓鼻翼两侧，还为

她配了鼻炎药。4天后，孩子不咳嗽

了，吐尔洪·买买提满心欢喜，特意打电

话感谢夏忠惠。

“每当听到病人痊愈的消息，我心里

特别高兴。很多村民拿着自家产的杏子、

桃子感谢我，我总是对他们说，这是我的

职责，也是我的心愿。”夏忠惠对记者说。

赛比墩村年龄较大的老人都说，夏

医生是他们的女儿。夏忠惠知道，她

13岁来到赛比墩村时，村里人就没有

人拿她当外人。

夏忠惠出生于四川农村，11岁时失

去双亲。1964年12月，她跟着同乡来到

赛比墩村，村民吾斯满·依不拉音看到冻

得打哆嗦、直哭鼻子的夏忠惠，用自己的

羊皮袄把她裹起来带回家里，给她馕吃。

从此，夏忠惠吃起了百家饭，穿起

了百家衣，在村民的关照下长大。1971

年，经村民推荐，夏忠惠刻苦学习，当上

了“赤脚医生”。那时，夏忠惠就下定决

心以防病治病回报乡亲、回报社会。

刚开始当村医条件很艰苦，村里没

有卫生室，夏忠惠只能背着药箱上门服

务。谁家有人生病了，在村里的大喇叭

一喊，她就赶紧过去。后来，村医工作

条件越来越好，她在卫生室接诊病人，

骑自行车送医送药。

近年来，农村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

善，夏忠惠的干劲也越来越足，因为这

样她可以更好地服务乡亲们了。

“夏医生对病人特别有耐心，她总

想着让病人花最少的钱把

病治好。”说到夏忠惠，赛比

墩村农民阿不力孜·艾力由

衷地感激。

10年前，阿不力孜·艾

力的妻子患了阑尾炎，上

医院要花 1000 多元。家

庭贫困的阿不力孜·艾力

夫妇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找夏忠惠诊治。夏忠惠为

阿不力孜·艾力的妻子开

了四服中药，还亲自帮他

们熬药，服完四服药，阿不

力孜·艾力妻子的病好了，

这四服中药才7.5元。

赛比墩村党支部书记

尔肯·依明介绍，夏忠惠当

村医40多年，研制了很多

管用的中药方子。比如在

治疗高血压和糖尿病方

面，她用一些中药制成

“茶”，病人服用后很有疗

效；她还把艾蒿晾干，制成

条状给病人艾灸。

“我刚参加工作时，农

牧区缺医少药，当时我手里

只有十几种药，很多病痛解

除不了。而且，那时困难群

众多，我就自己想办法采药

配制偏方，这些偏方还真起了作用。”夏

忠惠说。

遇到患大病重病的村民，夏忠惠都

会第一时间劝病人到医院治疗。以前，

有些村民患了大病重病却没有钱治疗，

这让夏忠惠感到难过和自责。

夏忠惠刚当村医时，月收入只有

13元，后来提高到每月1140元，她总

是尽其所能帮助家庭贫困的病人。在

丈夫开起面粉厂和油坊致富后，她经常

解危济困。40多年来，夏忠惠累计为

贫困群众垫付医疗费及农资、煤、粮款

近30万元。

光阴似箭，转眼间，当年喊她“女

儿”的很多乡亲老去，她自己也变成了

华发老人。去年，村里来了一位全科医

生，村卫生室在防疫、预防、治疗、保健

等方面服务设施越来越完善，医生治疗

水平较高，她才放心地提出退休。

“夏医生人虽然退休了，但心还没

有退休，还是村里的好医生。”尔肯·依

明说。他发现，一些村民找夏忠惠看病

习惯了，有什么问题还是给她打电话。

除了对病人有求必应，夏忠惠还经常到

贫困户家中走访，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随着村级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提

升，让夏忠惠有了更多时间为村民做点

其他事。现在和乡亲们在一起，她更多

的是宣传党的惠民政策和保健知识。

夏忠惠说：“我这点付出算不了什么，只

要我还走得动，就要发挥余热干下去，

为乡亲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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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自治区人社厅驻库车县

阿拉哈格镇托乎拉二村工作队联合

新疆金川矿业有限公司、库车农家乐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爱心企业，向

200多户村民捐赠40吨化肥，解决他

们的生产困难。图为村民喜领化肥

的场景。

通讯员 尼亚孜·热合曼 摄

送化肥
暖民心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身边榜样

感恩之情 根植心中

奉献余热 不忘初心

解危济困 书写大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