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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驻拜城县老虎台乡科台克吐尔村工作队

“在工作队的引导下，我们建拱棚、种木

耳、养油鸡、找工作，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年前盖新房，年底买家具，每一个小小的变

化，都标志着我们向小康生活又迈进了一

步。”7月9日，拜城县老虎台乡科台克吐尔村

党支部书记吐尔洪·合里力说。

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工作队自2017年驻村

以来，面对村民收入低、基础差、底子薄的现

状，结合村里的环境特点，因地制宜，通过发展

特色种养殖，引导就业，带领村民走上致富路。

“小拱棚不怕冷，易管理，建设成本低，

土地利用率高，非常适合我们村发展……”

在驻村之初的产业发展讨论会上，工作队

长、第一书记艾山江·玉素甫向村干部和工

作队员建议引导村民发展小拱棚种植，得到

了大家的支持。

2018年，工作队借助扶贫项目，建设蔬

菜小拱棚192座，引导192户村民种植投资

小、见效快的辣椒、西红柿和豇豆等，学习小

拱棚管理技术。

“以前我们村种菜的人少，工作队来了

以后，手把手教我们种菜技术，现在不仅不

用再出去买菜吃，多出来的菜还能卖钱。”村

民吾布里·亚森说。

小拱棚的良态发展让工作队和村民们信

心大增，工作队和村“两委”在调研考察的基础

上，决定将黑木耳种植作为特色产业发展的重

头戏。2019年，工作队争取20万元的黑木耳

种植项目资金，引导50户村民种植黑木耳。

为确保种植成效，工作队又邀请专业技

术人员到现场传授种植要点，实行统一管

理、全程管护。年底黑木耳实现了大丰收，

使户均增收4900元以上。

“我今年承包了一座大棚，购买了2000

支菌棒，预计可以收入5000余元，加上种

地、养殖和务工收入，今年我家收入能达到4

万元以上。”村民哈孜木·尼亚孜高兴地说。

此外，工作队还积极引导65户困难村民

种植大蒜，每亩收入达3000余元，种植土豆

100多亩，每亩收入近4000元。

拜城油鸡在全疆闻名，而老虎台乡的油

鸡最具特色。工作队发现科台克吐尔村虽

有养殖油鸡的传统，但不成规模，不能产生

很好的经济效益。为了充分发挥村民养殖

油鸡的传统优势，工作队引导村民成立了

“油鸡养殖专业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大力发展油鸡养殖，依托扶贫项

目，购买1.09万只优质油鸡苗，分发给240

户村民。

“我们按照技术员教的方法，在房前屋

后的空地上种植饲草，用草料喂养的油鸡，

不但体格健壮、肉质细嫩，还节约了成本。”

村民买买提·热西提看着自家鸡舍里的油鸡

开心地说。

为提高养殖技术，工作队邀请专业技术

人员，送技上门，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定

期查看油鸡生长情况，为村民脱贫增收保驾

护航。

今年，为扩大油鸡养殖规模，工作队又

申请资金购买1.1万只优质油鸡苗，免费发

放给养殖户，预计户均增收2700元。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作队在全面摸

排村富余劳动力的创业就业意愿后，根据个

人需求，有针对性地组织村民开办烹饪、泥

瓦工、养殖技术等培训班，培训村民1500

人次。

买热木尼沙汗·麦合木提参加了村里的

烹饪培训班，学会了糕点制作技术，在工作

队的帮助下，她在村委会旁开了一家蛋糕

店，每月有3000多元收入。

为了让外出务工人员安心工作，工作队

员化身“娘家人”，定期赴企业慰问外出务工

村民，帮助他们解决家里的困难。目前，全

村外出稳定就业300余人。

“工作队帮我在县城一家纺织厂找了一

份工作，他们还经常来看望我，询问家里的

困难。厂里免费提供食宿，一个月工资2800

多元，我在这里工作很安心。”村民吐逊古

丽·阿依木说。

工作队还积极开展季节性劳务输出对

接工作，和柯坪县阿恰勒镇建立长期合作关

系，每年输送拾花工150多人，使人均收入达

1万余元。

驻村以来，工作队全体队员俯下身

子，一门心思做产业、全心全意搞帮扶，为

科台克吐尔村奠定了发展基础，铺平了增

收道路。

种出好“钱景”

养出增收鸡
干出好日子

访民情 惠民生 聚民心

（上接一版）记者了解到，基层就业政策包括社会保险补

贴、到基层就业补贴、就业见习补贴、就业援助金等。高校毕

业生到企业就业，按企业和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基本医

疗和失业保险费之和给予最长三年的社会保险补贴；返乡从

事农牧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按其实

际参加社会保险种类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并按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给予最长3年的生活补贴；参加就业见习的在校应届毕

业生和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给予生活

费补助，见习单位按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50%发放岗

位补助，并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未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开

办小饭店等微创业项目可以申请就业援助金；高校毕业生自

主创业和灵活就业，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和最高20万元

的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落实每年最高14400元的税收减免

政策，还有“三支一扶”毕业生补贴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助力高

校毕业生扎根基层。

引导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

（上接一版）恰巧，为解决林果销售问题，阿克苏连续几年

举办相关活动，侯佳看准浙江援疆指挥部和地区商务局签订

的免费电商培训项目，积极报名参加，还免费去杭州学习，掌

握了一些物联网基本知识。

2017年11月，侯佳尝试性地注册了一个网店，两个月左

右销售8吨冰糖心苹果，她看到了网店的巨大潜力，更加注重

产业和市场信息，把网店作为打开苹果销路的一条主要渠

道。此后，她自己做代言人，系着大花围巾，双手捧着红彤彤

的冰糖心苹果拍照片发在网店里，附以苹果生长的照片和苹

果市场分析文章，苹果销量节节攀升。随后，她还注册了“侯

果”商标。

为提高冰糖心苹果品质，除了控制亩产，侯佳夫妇还采取

了其他措施。在一棵苹果树上，长在下面的果子接受光照少、

色泽不均，他们借助反光地膜为这样的果子“上色”；不套袋的

苹果也要等到霜降后才采摘，使之品相好、糖分足、口感好……

就这样，他们的冰糖心苹果远销疆内外，知名度越来越高。

如今，侯佳的冰糖心苹果种植规模已经扩大到150亩，还

成立了合作社，并打算到上海、西安等大城市租冷库、开实体

店，紧贴终端市场，以压缩从阿克苏到内地大城市的邮递时

间，降低成本，满足客户希望苹果快速送达的需求。

面对昔日的戈壁滩、如今的大果园，侯佳说：“我要守住这片

土地、这块金疙瘩，好好种苹果，让更多人吃上阿克苏的苹果。”

（上接一版）崔磊磊表示，库托河水管总

站共有7个分站，有82人24小时巡河，扎实

做好监测预警、堤库排查及应急处置工作，

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对阿瓦提县的棉花

造成一定影响，棉农在阿瓦提县水管站和乡

供水站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积极采取多项措

施做好抗旱工作。

7月8日，在巴格吐格拉乡托万克巴格托

格拉克村一个泵房，两根粗大的水管正喷着

水，随即注入大渠、涌向棉田。在这里，平时

有2台大功率电动机抽水。目前，有一台电

动机被工作人员拆卸掉正在保养。

巴格托格拉乡供水站站长艾尼瓦尔·

牙森说：“县委、县政府十分关注旱情，分片

区对旱情进行拉网式排查，提出了‘合理调

配水资源，优先向有旱情的地方调水，优先

向种植棉花、复播玉米的耕地调水，优先向

困难户、边缘户配水’的要求，把旱情损失降

到最低。”

农民吐尔逊·买买提种植68亩棉花，今

年遇到旱情正在发愁时，乡里的水管员来

了，说是可以给他家优先配水。他高兴地

说：“我家地里已经开始灌水，旱情很快会得

到解决。”

据了解，巴格托格拉克乡棉花种植总面

积2.8万亩，出现旱情的棉田有1750亩，除去

用大渠水浇灌缓解旱情外，部分农民通过抽

地下水、洪沟水等措施开始生产自救。

在乌鲁却勒镇喀拉塔勒村，困难户买海

木·吾守尔的9亩地得到灌溉，他高兴不已。

乌鲁却勒镇水管站站长木合拜·毛尼亚

孜说：“我们优先给辖区旱情比较严重的困

难户提供水灌溉棉田。目前，115户困难户

的棉田已经全部得到灌溉。”

阿瓦提县水管站负责人卡哈尔·艾木

都拉说：“在抗旱工作中，塔里木河流域阿

克苏管理局对我们的支持力度很大，在短

时间内让农田得到浇灌。同时，我们也调动

社会力量，让农民实现生产自救，目前旱情

基本控制住了。”

今年以来，沙雅县渭干河和塔里木河流

域来水量减少，沙雅县水利部门和各乡镇

（管委会）研究部署各项防旱保水措施，确保

农业生产灌溉用水得到保障。

今年，沙雅县海楼镇阿克墩村农民苏勒

坦·罗合曼的50亩棉田由于灌区来水量下

降导致灌溉配水不足，在水利部门工作人

员的指导下，他按照村委会统一安排，启动

机电井进行应急灌溉。目前，灌溉正常，棉

花长势良好。

苏勒坦·罗合曼说：“给棉田灌溉的水费、

维修费都不用掏，感谢党的好政策，我会好好

管理棉花，多多挣钱。”

为做好农田灌溉工作，沙雅县各乡镇

（管委会）水利干部强化灌溉科学配水，输水

全过程管理，做到人跟水走、配水到田、接水

到地，加强定额管理，提高水量利用率，最大

限度节约用水。

海楼镇水管站站长牙库甫·吐鲁洪说：

“我们为抗旱工作已经启动了45口机电井，加

大巡逻力度，水在哪人在哪，人跟水走，保证

机电井正常运行，全力做好农田灌溉工作。”

“我们完成了9处险工险段维修加固和

火电厂沟下游2.4公里泄洪道、2处山洪沟的

清淤疏通工作。”库车市水利局防汛办干部

杜永强说。

今年汛期前，库车市及时调整充实防汛

抗旱指挥机构，多次召开防汛工作会议，安

排部署防汛抢险、安全度汛、防灾减灾各项

工作，修订完善库车市防汛抢险总体应急预

案，对重点防洪工程，落实防洪堤分段责任

制，确定各河流防洪堤“三个责任人”，层层

压实责任。

库车市组织乡级河（湖）长对各乡镇范

围内河流、湖泊、洪沟、排洪渠及险工险段进

行拉网式隐患大排查，建立整改台账，明确

整改责任人、按照事不过夜的要求进行整

改，确保安全度汛。

同时，库车市积极落实防汛会商研判机

制，每日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进

行汛情会商，对气象、水文信息进行系统的

研判分析，预测24小时及未来三天天气、水

文变化趋势，会商各河道、洪沟来水量情况、

重要交通河道、河流湖泊、易发生地质灾害、

旅游景点等相关信息，为防汛减灾、安全度

汛各项工作提供准确的信息数据。

据悉，为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库车市发

放宣传手册985份、明白卡985份，在山洪沟

安装山洪灾害宣传栏、安全警示牌各7块，开

展山洪灾害防御应急避险、抢险演练2次，对

跃进水库、铜场水库、比西巴格水库开展调

度预案演练4次，有效提高了广大群众安全

转移避险能力。

侯佳让阿克苏的苹果越来越红

阿瓦提县：把旱情损失降到最低

库车市：严阵以待确保安全度汛
沙雅县：全力做好防旱保水工作

“养獭兔无论是种兔还是肉兔，都有广

阔的市场前景，现在我愁的是怎么才能形成

规模。”7月9日，阿克苏市拜什吐格曼乡阿热

兰干村农民陈耀平对记者说。

陈耀平一直帮助残疾村民吐尔逊·托

乎提增收，同时还向村民传授养獭兔技术，

带领他们共同致富。多年来，陈耀平先后

荣获“最美支边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个人”和第六届“自治区道德模范”等荣

誉称号。

阿热兰干村以林果业和种植业为主，人

均耕地只有4亩多。自陈耀平帮助吐尔逊·

托乎提养兔致富的消息在村里传开后，很多

村民主动上门申请当学徒，学技术养兔致

富。对来学习的村民，陈耀平毫无保留，倾

囊相授。目前，阿热兰干村已经有42户农

牧民养殖兔子。

疫情防控期间，饲料运不进村，预订好

的胡萝卜也运不进来，子兔、种兔也运不出

去，陈耀平只能减慢兔子的繁殖速度，该配

种的暂时不配了，并把部分成兔杀了分给村

里困难户吃。为解决饲料问题，陈耀平带着

养殖户去林带里扫树叶，一袋袋树叶成了獭

兔的美食，也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1—6

月，他们养兔盈利10万余元。

陈耀平说：“我们的兔子非常好销售，乌

鲁木齐市‘王妈手撕烤兔’来电话邀请我们

加盟；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阿里木江·哈力

克准备在吐鲁番市开烧烤店，希望我们供

货……我现在希望能早日形成养殖规模，带

动村民增收致富。”

目前，陈耀平和吐尔逊·托乎提的种兔

已经销售到了和田、喀什、阿图什及兵团一

师四团、八团、十六团等地。

当天，阿克苏市依干其乡农民阿里亚·

黑力力拿走了39只种兔，她说：“我女儿大

学毕业了，想通过养殖创业，我们支持她的

选择，相信在陈耀平老师的帮助下，她会成

功的。”

今年63岁的退休干部赛买提·克然木，也

买了20只种兔。他说：“虽然退休了，但不能

闲着，我们这些党员干部，应该多帮扶困难群

众。我想通过养殖獭兔，掌握经验和技术，帮

助农民致富。”

陈耀平说，他希望更多的人参与獭兔养

殖业，带动大家共同致富。

脱贫故事

陈耀平：传授技术带领村民增收
本报记者 董成忠

本报记者 冯磊 通讯员 朱玮

全心全意帮扶 一门心思促脱贫

7 月 17 日，柯坪县设施农业基地的工

人在晾晒黄杏，准备将黄杏送入果品烘干

房加工。为帮助农民增收，近年来，柯坪县

大力发展特色种植、设施农业等产业带动

农民就近就地就业。

记者 段小毛 摄

发展产业
助增收

本报温宿讯（记者 任春华 通讯员 覃志刚）

“工作队给我家修院墙，助我开商店，帮我丈夫找

工作，真是太感谢他们了。”7月10日，温宿县依

希来木其乡阿克托格拉克村农民库尔班尼莎·托

乎提一边整理货架上的商品，一边和村民说自己

家的变化。

库尔班尼莎·托乎提家里有四口人，儿子上

幼儿园，她和弟弟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无法从

事重体力劳动，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丈夫艾山·马

木提种地维持。2017年9月，在党和政府的关怀

下，他家搬进了安居富民房，却没多余的钱修建

院墙。今年6月，阿克托格拉克村大力推进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自治区税务局驻依希来木其乡阿

克托格拉克村工作队在走访时发现她家没有院

墙，院子里的卫生差，就申请帮扶资金7040元，

帮她建好了围墙，并进行庭院美化。

看着焕然一新的院子，库尔班尼莎·托乎提

心里充满了感激。她说：“以前，看到别人家都有

漂亮的院墙，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工作队帮我解

决了实际困难，非常感谢党和政府，感谢工作队

的好干部。”

“要彻底解决她家的困难，还得帮助他们改

变思想，增强自身动力。”工作队员王伟说，工作

队在走访中了解到，艾山·马木提感觉一家人的

生活压力都在自己身上，靠种地养活一家人，看

不到生活希望，精神十分消沉，经常酗酒。工作

队每次走访都会找他谈心，耐心地做思想工作，

介绍他去附近企业打工，兼顾家里的农活。

在工作队的帮助下，艾山·马木提在一家企

业就业，每月工资3600元。他说：“工作队帮我

找了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压力没那么大了，每

一天都感觉日子有奔头。”

为了帮助库尔班尼莎·托乎提一家增收致

富，根据她家的实际情况，工作队和村“两委”商量，帮助她申

请3000元的残疾人创业补贴资金，在村委会前开一家商店。

工作队员积极帮助她办理营业执照，联系进货渠道，很快库尔

班尼莎·托乎提的商店就开张了。她笑着说：“我干不了重活，

现在开商店一个月有1000多元的收入，再也不觉得自己是丈

夫的负担了。”

如今，有了稳定收入的库尔班尼莎·托乎提夫妇信心十

足，他们表示，今后不仅要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还要齐心

协力让日子越过活越红火。

库
尔
班
尼
莎
·
托
乎
提
家
变
了
样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本报温宿讯（记者 董成忠 通讯员 李崟）“我今天领到了

750元的合作社分红款，感谢合作社帮助我们托养扶贫羊！”7

月16日，温宿县恰格拉克乡恰格拉克村农民巴哈尔罕·也克

木高兴地说。

今年76岁的巴哈尔罕·也克木，2013年被认定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村里给她发了5只扶贫羊，考虑到她的身体情况，扶贫

羊交给恰格拉克乡农古丰养殖合作社托养，每年给她分红。

温宿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驻恰格拉克村工作队

副队长牙尔买买提·吐尔逊说：“现在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时刻，

2018年，我们给村里老弱病残和缺少劳动力家庭发放扶贫

羊，并进行了集中托养，每年户均可领取1500元的分红，先解

决他们的实际生活困难，并结合其他方式帮助他们脱贫。”

当日，温宿县恰格拉克乡恰格拉克养殖专业合作社举行扶

贫羊分红发放仪式，为该村12户困难家庭发放上半年分红款。

村民喜领扶贫羊托养分红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