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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胡潇
潇 通讯员 李英英）随着天气渐

冷，温宿县托甫汗镇托甫汗村

生 产 的 大 白 菜 迎 来 收 获 季

节。11 月 26 日，地区科协驻

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组织全

体村民采收白菜。

在地里，一颗颗大白菜鲜嫩

饱满，空气中弥漫着蔬菜的清

香。据了解，今年因为疫情影

响，村民外出购买生活物资不方

便，为更好帮助村民储备过冬生

活物资，8月份，工作队和村“两

委”班子商量，拿出50亩集体土

地，统一购买蔬菜种子、化肥等

农资，组织村民种植大白菜。村

“两委”通过多次邀请技术人员

指导村民科学种植管理，大白菜

长势良好，预计产量在160吨左

右，不仅可解决托甫汗村全体村

民冬季吃菜难、吃菜贵的问题，

还能减轻大家的生活负担、适当

增加村集体收入。

“今天村里给我免费分了

300 公斤大白菜，这样我冬天

就不用花钱去买白菜了，感谢

工作队和村委会的帮助。”农民米马

西汗·卡玛力一边忙着收白菜一边

高兴地说。

“阿斯亚木·巴拉提，我给你送棉

被来了，天气冷了一定要注意保暖

啊！”11月25日，阿克苏市水利

局驻红旗坡片区管委会柯柯牙

社区“访惠聚”工作队第一书记、

工作队长范公平来到结对亲戚

阿斯亚木·巴拉提家，为她送来1

吨煤和过冬棉被。

今年50岁的阿斯亚木·巴

拉提早年离异，独自抚养两个孩

子。今年3月，她被确诊患上支

气管炎、心脏病，突如其来的打

击让她忧心忡忡。范公平在入

户走访时了解情况后，主动与阿

斯亚木·巴拉提结为亲戚，并带

她多处求医治疗，还经常给她送

去慰问品和慰问金，尽力帮助她

渡过难关。

9月初，阿斯亚木·巴拉提的

大女儿马丽艳木·阿不拉考上了

新疆农业大学，手里捧着录取通

知书，但学费又让她发了愁。范

公平得知后，及时与社区“两委”

商议，帮助她申请助学贷款，圆了

马丽艳木·阿不拉的大学梦。

阿斯亚木·巴拉提病情好

转后，在范公平的帮助联系下，

找了一份包装果品的工作。在

日常生活中，范公平不仅主动

帮助阿斯亚木·巴拉提维修线

路、打扫卫生、清理垃圾，还经

常到家里给她的小儿子辅导功课。

“范大哥每次到家里来，我就感觉像

亲人一样，感到特别亲切。”阿斯亚

木·巴拉提说，邻居们都夸她有一个

好亲戚，比亲人还亲。

11月 24日 17时，库车市龟兹机

场。

10余名宁波援疆干部和库车志愿

者正在迎接一位特殊的乘客——4岁的

小吾斯曼。

出口的门打开了，小吾斯曼蹦蹦

跳跳地走在前面，看到前来迎接的叔

叔阿姨，他拍着手说：“谢谢宁波的叔

叔阿姨！”

童稚而真挚的话语，引得大家纷纷

鼓掌。

谁能想到，这是一个差点失明的

孩子？在宁波市援疆指挥部和宁波市

眼科医院的联合救治下，他的眼疾得

到了遏制，避免了失明，视力正在逐

步恢复。

10月30日下午，库车市人民医院

眼科门诊，库车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

宁波援疆专家周雨声正在坐诊，一名

40多岁的少数民族群众抱着一个小孩

走了进来。

“医生，你快看看这孩子的眼睛怎

么了？”声音中透着焦灼。

周雨声仔细一看，孩子的眼睛像牛

眼一样，又大又圆，凸出在外面。他伸

出两个手指在孩子的眼前晃晃，孩子却

没有什么反应。

这不是很严重的青光眼吧？周雨

声心里一沉，给孩子做了双眼裂隙灯显

微镜、眼压和B超检查。

情况不容乐观。孩子的眼球眼压

超过了60mmHg，晶体半脱位，左眼只

有眼前指数，右眼视力外斜。

“孩子都快没视力了，你们怎么才

来看病？”周雨声质问抱孩子的大人。

“我叫那曼·哈力，是孩子的伯父。”

这位中年汉子说，“他妈妈因病瘫痪在

床，他爸爸因不堪生活的重压，外出打

工联系不上，孩子没有人管……”

“孩子病情非常严重，如果不在短

时间内及时治疗，就会完全失明。你们

回去赶快准备准备，把孩子转往上级医

院做手术吧！”周雨声嘱咐道。

那曼·哈力抱起孩子，沉重地走两

步，又转过身来，恳求周雨声：“医生，孩

子父母没有钱，我家经济也不宽裕，您

看能不能想想不做手术的办法？”

“这个必须做手术。不过手术风险

很大。”周雨声说。

那曼·哈力垂下头，两行泪水夺眶

而出，滴到孩子的脸上。

孩子伸出细嫩的手指，摸到伯父的

脸，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摸着那曼·哈力

的鼻子不动了。

见此情景，周雨声心里一沉，拿出

两瓶药水，塞到那曼·哈力的口袋里，

说：“你把药水拿回去先点着，我再想想

办法，然后联系你。”

那曼·哈力点点头，感激地走出了

诊室。

然而，那曼·哈力伯侄临别的画

面，却深深烙印在周雨声的脑海里。

10月31日下午，他来到宁波市援疆指

挥部，把孩子的情况向指挥长单继诚

作了汇报。

“我们不能让孩子失去光明，有一

点希望就送到宁波手术治疗，机票和食

宿费由指挥部解决。”单继诚对指挥部

专业技术组组长毛国华说。

“真的？”周雨声激动地拍着桌子

跳起来。

单继诚笑着点点头。

周雨声当即联系派出单位宁波市

眼科医院，单位非常支持他的工作。宁

波市眼科医院院长陈蔚说：“我们联系

专家会诊，如果需要的话，就把孩子接

到宁波来治疗，全力以赴为这个4岁男

童‘抢’回视力！”

“那曼·哈力，有好消息！”在打给那

曼·哈力的电话中，周雨声兴奋地说。

11月1日，库车市人民医院眼科医

生李爱华安排小吾斯曼入院。

11月 2日，医院给孩子做好各种

检查，并在阿克布亚村委会办好必备

的手续。

11月3日上午，单继诚和库车市人

民医院领导看望了小吾斯曼。医院还

指定了陪同医生一路照料。

11月3日15时30分，小吾斯曼和

那曼·哈力、周雨声等人从龟兹机场出

发，直飞宁波。

11月 4日凌晨，飞机降落宁波栎

社国际机场。往常，这个时候小吾斯曼

早已入睡。可这次，他可能知道自己

出了远门，一路上紧紧拽住伯父的手，

静静地坐着。

11月5日，宁波市眼科医院专门为

这位特殊的小病人开启了“绿色通道”，

青光眼专家徐晓萍亲自为孩子办理了

入院手续。

小吾斯曼乖巧地配合着每一项检

查。

为了让手术更加有保障，宁波市眼

科医院邀请到国内知名青光眼专家梁

远波教授。粱教授在手术评估会上说：

“孩子残存的视力就如一支烛光微弱的

蜡烛，随时有熄灭的危险。我们的手术

如同把奄奄一息的蜡烛移到室内，过程

惊险万分，结果难以预料。”

“有巨大风险也要搏一搏，毕竟事

关孩子的命运。”陈蔚说，“我们要全

力救治！”

“那我们就做好前期的治疗，然后

再手术。”梁远波说。

11月10日一大早，因空腹了一晚，

小吾斯曼心情不太好，小手拍打着肚

皮，噘着小嘴。8时30分，手术室护士

去接小吾斯曼，温柔劝慰，小家伙眨巴

着大眼睛，好像知道了什么。

10时许，手术开始，这是一次光明

之神与黑暗恶魔的近身肉搏。

手术过程中，很容易引起突然性的

视力丧失，甚至可能无法保留眼球。

医生们凝神屏息，准确地操作着每

一步：制作双层板层巩膜瓣、切除Sch-

lemm管外壁，制作狄氏膜窗；切除深

层巩膜瓣，形成房水引流湖；将特殊制

作的微导管送到房水流出系统的管道

内并穿行360度，当缓慢推出导管时，

通过微导管注入黏弹剂到 Schlemm

管，将管道直径扩张到原来的2—3倍，

让房水流出更加顺畅；撤出微导管。通

过对房水流出系统的重建，提高房水流

出量，降低眼内压。

经过2个多小时的奋战，双眼穿透

性粘小管成形（ABIC）手术顺利结束。

参与手术的医护人员松了一口气，

稍作休息，继续上阵。

13时，手术结束，苏醒后的小吾斯

曼躺在病床上，小手捻着被子。

那曼·哈力握着侄子的手，眼圈泛

红。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宁波市眼科医

院党总支书记翁红飞特别安排了小吾

斯曼住院期间的一切生活所需，让孩子

快速适应新环境。

“孩子太小，未来的路很长，保住视

力，是他一生的希望。”翁虹飞说。

次日，医生轻轻揭下纱布，小吾斯

曼皱着眉头，慢慢睁开眼。

谁知，他一把抢过护士长手中的大

玩具，咯咯地笑起来。

一切比预料的要好。小吾斯曼恢

复了视力，眼压恢复到正常范值。

“等过一段时间，若有什么问题，继

续给孩子做治疗。”陈蔚说。

单继诚要求毛国华制定一个方案，

长期帮助小吾斯曼一家。

“没有宁波市援疆指挥部的帮助，

我们就不可能到宁波来治病。没有浙

江专家们的付出，我侄儿就不可能得

到这么好的治疗，也不可能看到光

明。感谢党给我们派来了这么好的援

疆队伍，派来了这么多善良的人，我们

永远不忘这个大恩大德。”那曼·哈力

感动地说。

本报记者 龚喜杰 通讯员 王红丽

连日来，在温宿县博孜墩乡库

尔干村活跃着一支“马背宣讲队”，

宣讲队员们不畏风霜，踏雪前行，给

偏远的农牧民群众宣讲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和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

谈会精神，推动会议精神家喻户晓。

通讯员 魏晓鸥 摄

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进牧区

本报库车讯（记者 汪霞）“一层长

一层短，中间还得绑一层。扎扫把也很

讲究的，以前扎扫把是为了家用，现在

是我们过上小康生活的‘摇钱树’。”11

月25日，库车市比西巴格乡林场村农

民依米提·吐尔地高兴地说。

林场村地处比西巴格乡北部，人

多地少。库车市委党校驻村工作队通

过入户走访，了解到80%的村民因生

产生活需要，有捆扎扫把、编制篮子

的手艺。村里虽有库尔坎木扫把合作

社，但因生产规模小，自产自销，导致

村民空有扎扫把的手艺，却一直无“用

武之地”。

工作队发现村里高粱秆、芨芨草

等扎扫把的原料具有产量高、品质优

的特点，便结合地理环境优势，依托库

尔坎木扫把合作社，充分发挥村民手

艺特长，优化运行方式，形成“合作社+

村民+订单”的模式，动员更多有传统

手艺的村民加入合作社，形成捆、缠、

编、抓、扎、售为一体的规模化、品牌化、

市场化的产业，带领村民用扫把“扎”出

一条增收路。

43岁的艾力·艾山扎扫把20多年

了，他扎的扫把结实又漂亮，村里很多

人都跟他学过手艺。但是他家里生活

并不富裕，2个孩子都在上学，靠他打零

工为生，收入少而且不稳定。2019年，

工作队得知他20多岁时就跟着父亲学

过扎扫把后，便动员他加入合作社。现

在一家人都利用闲暇时间扎扫把，小日

子越过越红火。

在库尔坎木扫把合作社，艾力·艾

山和妻子手脚配合，只用几分钟时间，

就用高粱秆扎好了一把扫把。“我俩农

闲时每天工作5个小时，一天能扎30把

扫把，一把净赚5元，一个月下来就是

4000多元。加上家里养的牛羊和地里

种的蔬菜水果，年收入超过5万元。能

过上现在的生活，以前做梦也没想到。”

艾力·艾山说。

起初，村民扎扫把的技术水平不

一、外形规格参差不齐，导致扎出的扫

把没有统一的“样板”，影响扫把批量

销售。工作队请来3位经验丰富的扎

扫把能手当老师，对村民开展为期5天

的集中培训，对每道工序都作了详细

规范和要求。

此外，工作队采取“线上+线下”的

方式，帮助合作社的扫把走向更大的市

场，一方面利用村里的电商平台，在平

台上面向全国进行销售；另一方面到周

边县（市）超市、巴扎进行推广宣传，实

现“订单式”收购。

在工作队的帮助下，今年林场村外

销红柳篮筐、水果盘、储物桶、装饰品

3000余件，销售额12万余元；累计销售

扫把9000余把，销售额15万元。

如今，村里60户村民加入扫把合

作社，加上在家里零散加工扫把的村

民，从事扎扫把行业的村民达到300

多人，林场村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

“扫把村”，小小扫把“扎”出了村民的

新生活。

小扫把“扎”出村民增收路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真

心

帮

扶

暖

民

心

本报柯坪讯（记者 刘红文 通讯

员 艾热提）11月28日，走进柯坪县恰

玛古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

阵阵机器的轰响声不时传来。自11

月初投产以来，该公司以恰玛古为原

料，陆续生产出恰玛古果酱、粉、烘干

片等深加工产品，让恰玛古成为农民

脱贫致富“金疙瘩”。

“我们利用恰玛古制作出恰玛古

酱、粉、烘干片，甚至还酿造出恰玛古

酒等，提高恰玛古的附加值，让村民

收益更大。”该公司董事长阿迪力江·

尼亚孜说，今年公司计划收购5000

吨恰玛古，让村民受益种植恰玛古带

来的实惠。

亚库普·克热木是阿恰勒镇库木

鲁克村农民，以前只是在路边售卖恰

玛古，价格低、难销售。今年恰玛古

加工厂建起后，解决了他的烦心

事。他收获的 10 多吨恰玛古全卖

给了加工厂。

“今年恰玛古产量高、价格也不

错，明年我要扩大种植面积，进一

步增加收入。”亚库普·克热木开心

地说，仅种植恰玛古一项就增收近

2万元。

目前正是恰玛古的采收季节，在

柯坪县处处都是忙着采收恰玛古的繁

忙景象。“今年是个丰收年，仅种植恰

玛古一项估计能收入2.5万元。”阿恰

勒镇吐拉村农民阿里木·沙地尔告诉

记者，随着恰玛古知名度越来越高，品

牌越来越响亮，恰玛古已成为许多村

民脱贫致富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柯坪县光热资源丰富，具备种植

恰玛古的有利条件。近年来，柯坪县

大力发展恰玛古种植，并利用各类展

会及开通电商平台等，推荐和宣传恰

玛古，提高其知名度和影响力。

来自柯坪县的统计显示，目前

全县恰玛古种植面积由 2015 年的

不足 9000 亩，发展到 2020 年的 3.4

万亩，产量由 1 万余吨发展到今年

的6万吨。

柯坪县发改委主任马哲玲介绍，

为拉长和延伸恰玛古产业链，提升其

附加值，去年开始，柯坪县推进恰玛古

精深加工产业发展，让农民种植的恰

玛古不愁卖、价格高。

我身边的变化

恰玛古成农民增收致富“金疙瘩”

本报柯坪讯（记者 刘红文 通讯

员 艾热提·加沙热提）天越来越冷，可

托合提拜克·肉孜经营的洗涤用品生

意却越来越红火。“现在，我的洗涤用

品每月营业额都在1.5万元左右。”12

月1日，在柯坪县玉尔其乡托玛艾日

克村洗涤用品加工厂，托合提拜克·

肉孜一边将一箱箱洗涤用品往车上

装，一边告诉记者他的洗涤用品如何

受市场青睐。

今年40岁的托合提拜克·肉孜是

托玛艾日克村农民，如今经营着一家

洗涤用品加工厂，自今年5月份投产

以来，托合提拜克·肉孜实现了从“打

工仔”到“企业老板”的人生蝶变。

“打工多年，既辛苦收入又少。”托

合提拜克·肉孜说，10年来，他先后在

天津、喀什、阿克苏等地打工，始终没

有攒下多少钱。眼看着自己年龄越来

越大，还这样东奔西跑，终身大事也没

个着落，内心十分着急。

托合提拜克·肉孜告诉记者，打工

还是创业？他为此彷徨、犹豫过。打

工不需费心思，按部就班做好本职工

作就行，但创业就意味着付出更多，而

且还有风险。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今

年1月，在政府的组织下，托合提拜

克·肉孜到安徽省参加创业学习培

训，学成归来后，他通过市场调研，发

现洗涤用品的市场需求量大、前景广

阔，但本地没有洗涤用品加工厂。看

到商机后，他当即决定开一家洗涤用

品加工厂。为此，他向亲戚朋友借了4

万元，把自家的庭院改造后办起了“四

季日用品厂”。

3月份，在成功注册了“九彩”商标

后，托合提拜克·肉孜从安徽一家企业

引进了洗涤用品生产线和生产配方，

于5月27日正式投产，主要生产洗洁

精和洗涤用品。因产品品质好，再加

上热情的服务态度，加工厂一投产就

赢得开门红，产品远销到周边乡镇及

阿克苏市等地。

创业成功后，托合提拜克·肉孜

没有忘记帮扶困难村民，如今他已招

聘2名村民就业，帮助他们增收。“我

每个月工资1500—1800元，还能照

顾家。我想在就业时学点技术，以后

自己也来创业增收。”村民司马依·阿

不都外力说。

托合提拜克·肉孜还有更远大的

想法。“我还想开一家塑料袋生产加工

厂和纸杯子厂，将来再建立一家集生

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公司，打造当

地洗涤用品品牌，带动更多人就业。”

托合提拜克·肉孜信心满满地说。

托合提拜克的人生蝶变
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

访民情 惠民生 聚民心

光明的未来
严重的病情

艰难的手术

决胜全面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