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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拜城县克赛葡萄基

地，70岁的葡萄种植户游来

成和他聘用的各族工人团结

和睦、互帮互助，他们的民族

团结故事在当地传为佳话。

游来成 2010 年退休后

在乌鲁木齐休养了两年，

2012年来到拜城县种植葡

萄。在葡萄种植过程中，因

为人和善，他和聘用的各族

工人慢慢熟悉起来，成了朋

友、亲人。

认游来成为干爸的工人

叫热依木·马木提，家住拜城

县克孜尔乡米斯买里村。

2012年，他和妻子来到游来

成的葡萄园打工。知道热依

木·马木提家庭条件不是很

好，游来成时不时都会接济

他们，不仅给他们夫妇提供

了宿舍，还经常给他们买一

些生活用品。

“当时干爸的葡萄园所

在地是一片戈壁，我和老婆

来给他干活，他管吃住一个

月还给我们 5000 元工资，

有时候还帮我们解决生活

上的困难，就像我们的亲

爸爸一样。晚上没事时，

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天，

大家就像一家人。”热依

木·马木提说。

2014 年，热依木·马木

提的孩子患了肺炎，乡里的

医生让他们转到县城的医

院，可是他们家刚盖了房

子，手头没钱，游来成立即

拿出 5000 元给他们，还把

他们送到了县城的医院。

没多久，孩子的病就治好了。2017年冬天，热依木·马木提的岳父

哮喘病加重，游来成得知后，找到医生通过远程会诊，给老人开了

药方，通过半个月的治疗，老人的身体慢慢康复。

来自拜城县赛里木镇乌希买里斯村的依明江·吐尔迪夫妇也得到

了游来成的照顾。2016年夏天，依明江·吐尔迪的妻子患阑尾炎，急

需住院治疗，可她为了省钱就在家里养着，结果发展成了化脓性腹膜

炎，游来成迅速将她拉到医院做手术。出院后，游来成送了一只羊让

依明江·吐尔迪拿回家给妻子补身子，并让他在家照顾妻子，当月还给

依明江·吐尔迪发了工资。

如今，游来成和两家人都成了亲人，他说：“每年冬天我都回乌鲁

木齐，全靠这两个孩子帮我照顾家里和葡萄园，我很放心。”

拜城县克赛葡萄基地原来是一片戈壁滩，通过吸纳像游来成这样

的种植大户，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农田成方、林木成网、道路畅通、渠系

相连的万亩绿色葡萄基地，吸引众多本地和内地务工人员前来务工，

同时这里也成了一个民族团结乐园。

拜城县赛里木镇喀拉墩布拉克村农民夏瓦楠姆·赛买提和从云南

大理来疆务工的白族青年安金美，就是通过在这里务工成为朋友的。

“我从云南来，到了这里以后，发现这里不但葡萄好吃，各族人

民也热情好客，对我们很好，尤其是夏瓦楠姆·赛买提把我当成了

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经常邀请我到她家玩，我们一起吃饭、干活，特

别开心。”安金美说。

眼下正是葡萄枝条修剪的关键时期，游来成手把手指导前来务工

的村民修剪葡萄枝条，希望他们在务工的同时学到技术，把各自家中

的葡萄管理得更好。

米斯买里村农民热依木·阿木提说：“汉族朋友教我们葡萄种植技

术，教我们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我们教他们养殖技术，大家互帮互

助，团结友爱。”

游来成说：“在我葡萄园里打工的各族朋友互相帮助，和睦相处，

把这一片戈壁建成了绿洲，建成了美丽家园，以后我们要做得更好，让

民族团结之花开得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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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外面打工，家里有农活就得

回来干。现在村里建了‘扶贫车间’，我

们一年四季都有钱挣，下班之后还不耽

误干农活，最主要是离家近，方便照顾家

中老小。”11月 8日，在乌什县阿克托海

乡库木奇吾斯塘村的塔兰特组装车业有

限公司组装车间，24岁村民贝丽柯孜·
木萨笑着告诉记者。

贝丽柯孜·木萨一家5口人。因没有

劳动技能，这几年贝丽柯孜·木萨一直四

处打零工，辛苦不说，收入也不稳定。

因家庭贫困，贝丽柯孜·木萨一心想

学一门技术增收。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去

年塔兰特组装车业有限公司在村里落户

后，通过十几天的培训，她实现了在家门

口就业的梦想，月收入2000元左右。

走进塔兰特组装车业有限公司，到处

一派忙碌的景象，在厂区外整齐摆放着一

辆辆组装好的电动车。而在组装车间，随

着工作台上的传输带不停转动，技术娴熟

的工人有条不紊地忙着组装电动车。如

贝丽柯孜·木萨一样，库木奇吾斯塘村有

40余名村民在该公司实现了就业。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推进，为实

现村民就近就地就业增收，2018年库木奇

吾斯塘村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引进了塔

兰特组装车业有限公司。因该公司采用

“公司+农户”模式，建立“扶贫车间”，带动

了村民就业。

“在‘扶贫车间’上班，环境好、离家

近，我会好好干活，多多挣钱。”已在公司

就业一年多的村民阿丽米热·艾合买提

说，她每月工资2500元左右。自从有了固

定收入，她们家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预

计年底就可以摘掉“贫困帽”。

同样，在乌什县亚科瑞克乡亚科瑞克

村，得益于新疆伊乌之花商贸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的建立，该村30余名妇女也实现了

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的梦想。

村民米尔瓦乃木·热合曼说，以前老

想着外出务工，因自己没技术就是外出务

工也挣不到钱，如今在村里就找到工作

了，而且收入也不错，这多亏了党和政府

给贫困村民带来的实惠。

亚科瑞克乡党委书记张立群介绍，因

“扶贫车间”的建立，部分村庄实现了建档

立卡贫困户就近就地就业增收的梦想，更

重要的是他们由农民转变为工人后，脱贫

信心大增，脱贫愿望更加迫切。

自地区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将产业

扶贫作为主攻方向之一，把“扶贫车间”建

到村里，采取“企业+扶贫车间+贫困户”的

模式，拓宽贫困人员就业渠道，帮助贫困

人员实现就近就地就业。随着一大批扶

贫工厂在地区的落户，贫困村民就业人数

越来越多，收入越来越高。

据统计，目前地区已建成扶贫工厂（车

间）逾200个，带动贫困人员就业逾万人。

“扶贫车间”让农民在家门口挣钱
脱贫攻坚在路上

民族团结一家亲

11月21日，工人在库车县牙哈镇塔尕

尔其一村的豆腐厂加工豆制品。在阿克

苏技师学院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带

领下，塔尕尔其一村建起了豆腐厂，让 18

名贫困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通讯员 尼亚孜·热合曼 摄

家门口就业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刘红文）天气越

来越冷，想着亲戚阿依仙木·尼亚孜的身

体这几天逐渐康复，阿克苏市新城街道建

设社区党总支书记王荣梅心里的一块石

头落了地。11月17日，利用工作间隙，王

荣梅来到阿依仙木·尼亚孜家。与往日不

同的是，这次她专门带了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医护人员。

“嫂子，你今天血糖还高不高？头晕

不，让医护人员给你测一测。”在阿依仙

木·尼亚孜家里，当看到她还躺在炕上时，

王荣梅对她嘘寒问暖，并嘱咐医护人员帮

她测试一下血压和血糖。

“这几天我的身体好多了，多亏你

送给我的药，有这样的妹妹真好。”阿

依仙木·尼亚孜握住王荣梅的手开心

地说，王荣梅时常去看望她，让她感到

很温暖。

在阿依仙木·尼亚孜心里，自2016年

王荣梅主动与她家结为亲戚以来，王荣梅

对她家的大事小事都十分上心。“我这个

妹妹每次来看望我，都不忘给我送药，还

带着大包小包的生活用品。”说起王荣梅，

阿依仙木·尼亚孜的眼睛有些湿润。

一个是社区干部，一个是普通居民，

是什么让两人相处得如亲姐妹一般呢？

这事还得从6年前说起。阿依仙木·尼

亚孜患有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等疾

病，而她的丈夫吐尔逊·吾斯曼也因年纪

大干不动重活，一家人生活困难。因他

们家住的是老旧楼房，暖气经常不热，就

到社区寻求帮助。

王荣梅了解到此事后，及时联络相

关部门帮助阿依仙木·尼亚孜解决暖气

问题，还帮她解决了其他困难，用实际行

动赢得了阿依仙木·尼亚孜的信赖。之

前社区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王

荣梅主动与阿依仙木·尼亚孜家结为亲

戚，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这让他

们一家人十分感动。

“我和妻子没什么特长，想摆个烧烤

摊维持生活，想不到这个想法得到妹妹的

认同，她帮我们做起了烧烤生意，太感谢

她了。”吐尔逊·吾斯曼说，有了妹妹的帮

助，他和妻子现在干劲很足。

在你来我往中，王荣梅和吐尔逊·吾

斯曼一家的关系越来越亲近。“妹妹工作

很忙，作为她的亲戚，我能做的就是支持

社区工作，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吐尔逊·
吾斯曼说。

“大哥刚开始对社区工作不理解，

我们结为亲戚后，他知道社区干部工作

的辛苦，转变了思想，社区什么活动他

都积极参与。”王荣梅说，社区干部和居

民只有彼此关心关爱，才能像一家人一

样团结起来把社区建设得更好。

“有这样的妹妹真好！”

记者走基层

本报沙雅讯（记者 牛海燕 通讯员 安
斌）“我在今天的培训中学到了核桃树嫁

接、修剪、追肥、病虫害防治等知识，今后

会更加科学管理果树。”11月19日，沙雅

县古勒巴格镇奥图拉库勒达西村农民热

扎克·肉孜说。

进入冬季后，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

脱贫攻坚，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满足农民

科技需求，提升建档立卡贫困户与农村富

余劳动力就业能力，着重培育培养农民专

业合作社领办人与新型职业农民，开展以

管理发展型、经营服务型、生产技能型的

技能培训，沙雅县自今年11月至2020年3

月计划开展包括“一场学习讨论”“一场示

范宣讲”“一场文体活动”等“十个一”系列

“冬日暖阳”活动。

11 月 19 日，沙雅县委党校古勒巴

格镇委员会分校两间教室坐满了前来

参加培训的农民，大家认真聆听县农广

校技术人员讲解林果管理技术和蔬菜

种植技术要点。

农民热扎克·肉孜家有6亩核桃树、7

亩红枣园，今年种植核桃收入了6000多

元，红枣也已经收获。听说镇上开展“冬

日暖阳”林果技术培训，他积极参加。

热扎克·肉孜说：“这样的培训非常

好，技术人员免费为我们讲核桃树管理知

识，这是大家求之不得的好事情。”

古勒巴格镇古勒巴格村48岁农民热

依木·热合曼家有3个拱棚，今年种植了西

红柿、辣椒、豇豆、胡萝卜等蔬菜增收2.5

万元。为了明年种植蔬菜收益更高，他主

动参加“冬日暖阳”林果技术培训，学习蔬

菜种植技术。他说：“通过这样的培训我

学到很多蔬菜种植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知

识，以后种菜会更轻松。”

沙雅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柳贵生介绍，

目前全县开展的“冬日暖阳”活动以寓教

于乐的形式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提升他

们的职业技能，丰富了他们的冬闲生活。

沙雅县“冬日暖阳”活动让农民冬闲变冬忙

本报温宿讯（记者 郭爱成 通讯员 廖海
山 刘洋）11月20日，温宿县恰格拉克乡叶

克艾日克村委会热闹非凡，原来是该县文

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驻村工作队在为

困难群众发放取暖煤。

据了解，工作队在走访中发现有36户

困难村民缺少取暖煤，积极筹措资金购买

了40余吨煤免费发放给他们。

“一直以来，工作队都很关心我们这些

困难群众，每年冬天都给我们发取暖煤，对

我们就像亲人一样。”村民热合曼·买提尼

亚孜说。

工作队长、第一书记阿不力孜·拜合

提告诉记者，为保证困难村民温暖过冬，

工作队在派出单位的支持下购买了取暖

煤，并且在买煤、运煤、发煤的每个环节中

都安排专人负责，避免劣质煤流入到村民

家中。

11月16日，恰格拉克乡恰格拉克村举

行“爱在暖冬 扶贫公益行”壹基金温暖包

发放仪式，温宿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

游局驻村工作队和志愿者为村里的25名

贫困儿童送上了爱心大礼包，让他们感受

到了温暖。

记者获悉，此次捐赠的25个爱心大礼

包是工作队得知村里困难家庭的孩子缺少

过冬衣物的情况下，积极联系派出单位干

部职工和阿克苏壹基金公益组织，为这些

孩子送去爱心大礼包。每一个大礼包中都

有棉衣、帽子、围巾、棉鞋、文具和毛绒玩具

等价值1000元左右的物品。

“我今天收到爱心大礼物好高兴，感谢

为我们送来爱心大礼包的叔叔阿姨们！”贫

困儿童古丽格娜·阿布拉说。

工作队开展扶贫帮困活动
访民情 惠民生 聚民心

（上接一版）宣传部门要充分发挥各级

各类新闻媒体优势，深入开展新闻舆

论宣传工作，全方位、多层次宣传解读

全会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强大正面舆

论声势。各级党政和党员领导干部要

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治

疆方略特别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

目标结合起来，与推进地区稳定发展

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切实增强贯彻落

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增强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旗帜鲜

明、立场坚定，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地区

治理各领域各方面，贯穿于各项工作

全过程，不断提高地区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于年强说：“孙校长的宣讲内

容严谨生动、事例翔实。通过学习，

我们进一步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取得的显著成绩和具有的独

特优势。从新疆的快速发展证明，新

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是完全正确的。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要带头维护好

执行好制度，把制度自信转化为行动

自觉，确保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落

到实处、见到实效。”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深入推进的关键阶段，召开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意义重大。今天听了专

家对四中全会精神的阐释，进一步加

深了我对全会精神的理解和把握。我

将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把涉

及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

谋实定准、抓好落实，把涉及残疾人切

身利益的事情办好办实，着力补齐短

板，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打好残疾

人脱贫攻坚战，提高残疾人满意度。”

地区残联党组副书记、理事长阿力甫·
吐尼牙孜说。

11 月 11 日，阿瓦提县阿瓦提镇博斯坦社区结合刀郎故里景区

旅游厕所改造项目，组织有意向从事建筑行业的困难群众开展技

能培训。据了解，2019 年该县已举办各类培训班 104 个，培训学员

4600余人次。

通讯员 王延琪 摄

技能培训促增收

本报记者 刘红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