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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赵霞 通讯员

钟沅光 艾斯喀尔·萨塔尔）连日来，地

区人社系统深入学习贯彻第三次中央

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把座谈会精神转

化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动力，做到

学以致用，找准工作切入点，通过拓岗

位、强培训、盯重点、优服务等措施，全

力稳就业，描绘群众幸福底色，为实现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不懈奋斗，

以实际行动推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在地区落地生根。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

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持之以恒抓好脱贫攻坚和

促进就业两件大事。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为地区人社系统做好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就业工作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地区人社系统结合第三次中央新

疆工作座谈会精神，聚焦农村富余劳

动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

点群体，全面提升就业质量。根据就

业差异化需求，提供差异化服务。着

眼地区“六大产业”发展实际，坚持就

近就地就业和有序转移输出就业有机

结合，不断提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

就业质量；针对高校毕业生群体，明确

“十五个一批”就业途径，引导高校毕

业生转变择业就业观念，鼓励国有企

业、中小微企业加大招聘力度，大力开

发就业见习岗位，为高校毕业生尽早

实现就业创业保驾护航；对于就业困

难群体，做到“发现一人、登记一人、推

荐就业一人”，鼓励灵活就业，持续实

施就业困难人员一对一帮扶和一周一

跟踪服务，确保“零就业家庭”实现24

小时动态清零。

新和县今年通过搭建创业平台，以

创业带动就业为主线，依托现有乡（镇）

集贸市场、小巴扎，结合夜间经济发展

打造8个夜市、44个村级创业就业示范

基地，带动1000余名富余劳动力就近

就地实现稳定就业。

新和县公共就业服务局局长冯建

军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

疆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增强了我

们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作为人社

系统干部，促进就业是我们的职责所

在，我们采取多种措施，促进群众就业

增收。截至目前，今年全县共发放创业

担保贷款395万元，为262人发放自主

创业补贴222万元，通过创业带动就业

1200余人，在全县营造了‘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

“地区以南疆丝路众创园为引领，

加大县、乡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并逐步

向村级延伸，使农村有创业意愿的劳

动者就近就地实现就业创业。通过全

面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房租和

水电费减免、求职创业补贴等扶持政

策，为创业者提供‘一站式’创业指导

服务，释放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

坚持市场导向，增强技能培训实效，以

满足城乡劳动者多样化培训和企业用

工需求为目标，建立‘行业主管部门+

企业+培训机构’的多元化培训模式，

实现依需设岗、按岗培训、精准就业，

确保培训劳动力结业即就业。同时，

引导各技工院校优化专业设置，实施

以‘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企校双

师共同培养’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新型

学徒制培训，加快培养适应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地

区社保中心党支部书记阿不力米提·

吐尔逊说。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张晨涓）10

月30日，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举行三级

综合医院挂牌暨新疆慈善总会捐赠仪

式。至此，地区共有三级综合医院 3

家，即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地区妇幼保

健院、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地委委员买

买提·沙吾提参加仪式。

仪式上，新疆慈善总会向地区第二

人民医院捐赠了一批医疗设备，价值

256.3万元。

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创建于 1983

年，几经周折变迁，现已发展成为承担

地区结核病防治和各类疾病治疗、医疗

与教学科研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近

年来，该院先后与北京、上海、浙江等内

地知名医院的医疗援疆专家、新疆医科

大学一附院、自治区人民医院、自治区

胸科医院的专家合作，持续强化学科建

设，加大对肺科、老年病科、高压氧治疗

等重点专科和特设诊疗科室的建设力

度，建成全疆首个结核病精准防控平

台，实现了和自治区胸科医院、地区14

家县级以上医疗机构、191家乡镇卫生

院结核病信息系统的成功对接，使许多

老年慢性病、传染病获得了专业化的医

疗服务，满足了基层不同人群、不同层

次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近年来，地区紧紧围绕让群众看得

上病、看得起病、看好病、少生病的目

标，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

本原则，坚持医疗、医药、医保“三医联

动”的工作要求，逐步完善医疗保障制

度，不断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着力

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扎实落实各项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地

区妇幼保健院及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作

为医疗龙头，加大开展三级综合医院评

审工作，依托创建工作，不断提升医院

设施设备、医疗水平、服务能力、质量管

理。同时围绕患者的需求，从挂号、护

理、日间手术、日间诊疗、急诊急救、服

务态度入手，从细节上改进服务，推行

预约挂号、便民门诊、先诊疗后付费等

便民措施，提升群众就医的获得感。

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成功晋升为三级综合医院
目前地区共有3家三级综合医院

本报阿克苏讯（记

者 邓丽娟）10月29日，

在中国文明网公示的第

六届全国文明村镇（单

位）候选名单上，地区3

个村镇4家单位入选。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地区各县（市）、各单

位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两手抓、两手硬”

的战略方针，积极推进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

文明村镇创建活动，有

力推动农民文明素养和

农村社会文明程度不断

提升，为全面推进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积

极贡献。

2011年 9月，沙雅

县沙雅镇机关被地区文

明委命名为文明单位，

2016年12月被国家民

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乡

镇”；2019年7月，被自

治区党委评为“先进基

层党组织”。沙雅镇以

文明乡镇创建为抓手，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发展、脱贫攻坚和社

会稳定各项工作，全镇

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健

康发展、城乡环境持续

改善、人民安居乐业。

在创建全国文明村

镇工作中，沙雅镇强化

组织领导，汇聚创建工

作合力，狠抓重点工作，

以推动经济发展为根

本，筑牢文明创建的物

质基础；以平安乡镇建设为依托，构建

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以人居环境整

治为抓手，提升各族群众的生活品

质。深化教育引领，提高公民道德素

质，加强思想引领，持续推进文明创

建，广泛宣传动员，形成正向舆论氛

围，倡导先进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凸显志愿服务，倡导人人参与创

建，共创共享，优化环境，保证文明创

建支撑。

新和县依其艾日克镇加依村是一

个富有浓郁民族特色、民族传统文化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较为完善的村庄，辖区

43%的村民家庭都在制

作手工乐器，该村整合

各类资源，打造了“天籁

加依”旅游景区，并于

2015 年成功创建国家

3A级景区。加依村先

后获得“中国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第一批自治区

乡村旅游重点村”以及

“自治区级文明村”。加

依村作为3A级旅游村

已成为新疆乡村旅游的

一张亮丽名片。

在创建工作中，加

依村成立组织机构，强

化组织领导，明确分工，

强化职责要求；统一思

想认识，凝聚创建合力；

深化宣传教育，提升精

神风貌，实施细胞工程，

夯实创建活动基础，推

进人居环境整治，美化

生活环境。大力发展文

化旅游产业，搭建平台

促进产业振兴，推广传

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通过一系列的措

施，目前该村乐器制作

者队伍持续扩大。

库车市玉奇吾斯塘

乡 玉 奇 吾 斯 塘 村 于

2017 年 1 月被自治区

文明委评为自治区文明

村。该村结合农村群众

的生产劳动和文化生活

需求，紧紧抓住“整合”

“融入”“提升”这三个关

键词，打造独具特色的

村级品质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设有图书室、远

程教育室、农民夜校、六

点半课堂、艺术兴趣班、

网络空间、草根讲堂、返

乡学生服务办公室、志愿服务积分兑换

室、国学书法培训室等特色鲜明、兼顾

各方的群众文明实践阵地，充分发挥阵

地的综合功能，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

宣传教育、文化活动和群众便于参与、

乐于参与的志愿服务活动，让群众在活

动中受到教育，使文明实践心手相连。

与此同时，在第六届全国文明单位

候选名单上，地区妇幼保健院、国家税

务总局阿克苏地区税务局、阿克苏市

人民医院、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位

列其中。

地
区
三
个
村
镇
四
家
单
位
入
选
第
六
届

全
国
文
明
村
镇
（
单
位
）
候
选
名
单

推动乡村振兴 建设美丽阿克苏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邓丽娟）10

月29日，中央文明办发布2020年8月

至9月“中国好人榜”，208人荣登“中国

好人榜”，其中地区2人，他们分别是助

人为乐好人、阿克苏市喀拉塔勒镇红枣

种植户曹晓飞；孝老爱亲好人、一师三

团十一连农工阿扎提古丽。

2008年大学毕业后，曹晓飞决定

接管家里的红枣地。次年，他将家里

的430亩承包土地全部种植成高密度

红枣。2009年，他将80亩红枣确定为

高产示范园，通过实施红枣科学嫁接、

修剪、水肥管理、生物病虫害防治等措

施，红枣示范园产量逐年增加。截至

2019年，该示范园亩产红枣达到900

余公斤。

作为一名党员，曹晓飞不忘帮助周

边少数民族群众，重点扶持了疆南枣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10户社员、尤喀克萨

提村10户枣农，通过传帮带和手把手

传授红枣种植技术，使20户扶持对象

红枣亩产量由2009年的180公斤提高

到650公斤，同时辐射带动了合作社

130户社员和喀拉塔勒镇萨提管理区

500余户枣农。2019年疆南枣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红枣亩均收入在3000元左

右，萨提管理区枣农红枣亩均收入达到

2000元，大大提高了当地枣农的家庭

经济收入，改善了生活水平。

55岁的阿扎提古丽是一师三团十

一连农工，因为无私的母爱，她给了一

个弃婴完整的人生，视其如亲生。

阿扎提古丽和丈夫阿不力孜带着

两个儿子，靠种植40多亩棉花为生。

1996年9月的一个清晨，在去棉田干活

的路上，阿扎提古丽和丈夫在水渠边发

现一个花布包裹，隐约听到里面传来微

弱的啼哭声。夫妻俩上前打开包裹一

看，里面是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婴，便抱

着孩子四处询问，想找到婴儿的家人，

可谁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从哪里来

的。看着啼哭不止的孩子，阿扎提古丽

决定收养她，并给她起了一个美丽又响

亮的名字“阿依提娜”，维吾尔语意为

“金色的月亮”。

阿依提娜的到来，让这个本就生活

困难的家庭负担更加沉重。多年来，阿

扎提古丽炒菜舍不得多放一点油，丈夫

每天天不亮就出去捡柴火卖钱，一年全

家人也添不了一件新衣服。尽管如此，

阿扎提古丽依然自豪地说：“女儿是上

天赐给我的宝贝。”阿依提娜4岁时患

上甲肝，阿扎提古丽四处借钱为女儿治

病，更是不分昼夜地守在医院50多天，

直到女儿康复出院。

阿扎提古丽一家无私的爱为阿依

提娜构筑了一个温暖的家。2016年，

阿依提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20年，阿扎提

古丽被评为“兵团好人”。

阿克苏两人荣登“中国好人榜”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张婧 通讯员

李莲新）10月28日，记者从地区住建

局获悉，阿克苏市创建2020年国家无

障碍环境示范县（市）通过国家验收。

10 月中旬，由住建部与中国残

联、工信部、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部

门专家一行，组织对申报参加“十三

五”无障碍环境创建的示范县（市）进

行抽查验收，主要抽查市政道路、公共

建筑、福利及特殊服务建筑、残疾人家

庭、信息交流无障碍环境等8大类17

个项目。

目前，阿克苏市城区所有新建道路

缘石坡道设置率达到100%，现有道路

无障碍设施改造率不低于70%，对大型

饭店及宾馆、邮政、电信、银行、公共厕

所无障碍改造率达到100%。文化馆、

图书馆、科技馆、展览馆、博物馆、纪念

馆、影剧院、音乐厅、体育场馆无障碍改

造率不低于50%。

今年，阿克苏市对城区50户残疾

人、老年人家庭进行了无障碍改造，方

便老人进出家门，生活更加便捷；对

“十三五”无障碍改造的173户残疾人

家庭进行“回头看”，确保无障碍改造

落到实处。

“在创建无障碍城市中，我们积极

争取援疆资金20万元，在200户残疾贫

困群众家中安装了电热水器，为残疾人

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今后我们还会

做更多工作。”阿克苏市住建局市政科

科长李云彬说。

阿克苏市成功创建2020年国家无障碍环境示范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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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乌什县奥特贝希乡阿

拉萨依村农民在晾晒核桃。该乡今年

优化核桃品种，加强科学管理，核桃获

得大丰收，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记者 艾尼瓦江·依明 摄

晾晒核桃

（上接一版）10年前，文化输送还

是“填鸭式”的， 这几年，基层百姓对

文化惠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文化输

送的方式变成了“点单式”，持续开展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乡

村文化旅游节”等活动，将文化送进社

区、学校、军营、农村……各族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观赏到高质量的演出。

着眼于满足人民精神文化新期

待，“十三五”期间，丰富多彩的文艺

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

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抗击疫情等主题，地区

塔里木歌舞团创作出一批优秀现实题

材作品，其中新创作品占一半以上，弘

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

骏马奔驰，全力以赴，越来越多的

人正共享文化改革发展成果。

今年，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

议第二场“委员通道”上，全国政协委

员、自治区艺术剧院歌剧团国家一级

演员玉克塞克·西加艾提分享了他在

阿瓦提县英艾日克镇苏亚依迪村驻村

时，村里建立农民文艺队的文化扶贫

故事。

玉克塞克·西加艾提说，2018年

到村里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

一支农民文艺队。“这支农民文艺队里

有汉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回

族，他们特别和谐和睦，特别团结。”

说起这支20多人的文艺队，玉克

塞克·西加艾提特别提到一位叫阿力

木江·吐拉的小伙子，鼓励他参加农民

文艺队，并把他送到当地文化艺术学

校免费培训一个月。

“他回来以后，在村里演出效果非

常好。”玉克塞克·西加艾提说。

玉克塞克·西加艾提还帮阿力木

江·吐拉联系木工活，并协助阿力木

江·吐拉夫妇开裁缝店。夫妻俩的收

入都提高了。“这就是文化的力量。”玉

克塞克·西加艾提说，文化扶贫是精神

扶贫。

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走在阿克苏大地上，你可以听到

新和县“天籁加依”悠扬的乐器声，可

以看到柯坪县手工艺人制作“库休克”

（木勺）时专注的眼神，可以听到乌什

县前进镇国家通用语言小学校园里传

出的读书声，可以看见克孜尔石窟前

沉思的鸠摩罗什坐像……文化扶贫、

文化创新正在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打开新的局面。

文化就像是一场风，可以“清风

徐来，水波不兴”；文化更像是一场

雨，也可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

生”。特别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

新，是宝贵的财富。走过“十三五”，

踏上新征程，在奔小康的路上，阿克

苏各族干部群众的脸上洋溢着文化

自信的笑容。

文化浸润新风扑面

盘活文化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