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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党员，不接受照顾！”

2021 年 1 月 19 日 星期二

新春走基层

1月17日19时，库车市齐满镇胜

利村党支部召开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会，

大家把全村的困难户筛了一遍，目光落

到如克亚木·艾合买提身上。

村党支部书记吐拉甫·沙比尔说：

“我们不能让一个脱贫户返贫。如克亚

木，你作为党员更要带头。说说你的困

难，看需要村里怎么帮扶？”

“我是共产党员，不接受照顾！把

优惠政策给其他村民吧。我自力更生

也能过日子。”如克亚木·艾合买提说。

吐拉甫·沙比尔解释：“这个不是你

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全村共同奔小

康的大事，你不能出问题。”

大家都点点头，同意吐拉甫·沙比

尔的说法。

如克亚木·艾合买提的丈夫库尔

班·亚森身体不好，常年卧病在床，两个

女儿还在读书，家里的重担都落到了她

一个人身上，日子过得很艰辛。

“大家不用担心。”如克亚木·艾合

买提说，“我家的香梨地包给别人了，一

年承包费1.4万元；3头牛和16只羊一

年最少也能收入2万元；十几亩地每年

还能收入1万多元；我还有个烧烤摊，

大家也都吃过，味道还不错吧？每月至

少可以收入一两千元。不包括我每年

养的鸽子和鸡，你们算一算，我家一年

收入是不是在7万元左右了？”

“关键是你们家的担子太重，我们

担心你的身体垮了，这个家就完了。”村

妇女主任古扎努尔·尼亚孜说。

“这个也不用担心。”如克亚木·艾合

买提回答，“牛羊由儿女喂，鸡和鸽子由我

喂，库尔班身体弱出不了门，但可以切肉、

穿肉、拌调料，我只负责出门烧烤就行。”

“你那个烧烤摊收入不稳定，我们

还是要考虑你的收入来源问题。”党支

部副书记阿不来提·买买提说。

“今年我要做大啦。”如克亚木·艾

合买提笑着说，“由于我的清蒸土鸡腿

和烧烤嫩羊肉味道好，市里都有人来

买，女儿帮我建了个微信公众号，大家

通过微信订购，我的生意不但没下降还

增加了，现在我准备雇一个人，专门帮

我送外卖，我一心一意在家加工。”

“没有想到，你还真做大了。”阿不

来提·买买提惊讶地说。

“没有想到吧？我是党员，要想方

设法带头。大家放心，我不但拖不了我

们村奔小康的后腿，还能帮着解决村里

的就业难题呢。”如克亚木·艾合买提开

心地说。

“好！听了你的这些话，我们也放心

了。但是，你家里有什么事要及时给我们

反映，另外我们从党员志愿服务队抽调两

个人，每周去你家帮忙干些喂养牲畜的

活，这个你不反对吧？”吐拉甫·沙比尔问。

“这个我可以接受，但我们无职党

员要有什么任务，不能少了我。”如克亚

木·艾合买提回答。

现场51名党员鼓起了掌。

本报记者 龚喜杰 通讯员 赵占才

脱贫攻坚奔小康 主战场打响决胜仗

本报拜城讯（记者 郭爱成 通讯员

任玉娟）1月7日，记者见到拜城县托克

逊乡阿热吐尔村致富带头人艾热提·亚

森时，他正忙着在鸡舍里喂鸡。

记者通过交谈了解到，艾热提·亚

森以前开挖掘机，每年收入在5万元左

右。去年，有一段时间没活干闲在家

里，具有经济头脑的艾热提·亚森决定

在家里尝试着养鸡。他的决定，得到了

中国银行拜城支行驻阿热吐尔村工作

队的支持。工作队从如何建设鸡场，从

什么地方购买鸡苗，到培训养殖技术全

程参与、积极引导。

“刚开始养鸡时，因为我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水平有限，而养鸡方面的疫

苗、药品等说明书都是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我看不太懂，为此十分苦恼。”

艾热提·亚森说，工作队了解情况后马

上派出队员杨荣国专门为他提供翻译

服务。经过近3个月的努力，他养的

鸡终于出栏了，初次养鸡就获得了成

功，提振了他的信心，工作队员也都为

他高兴。

经过近三个月的积累，艾热提·亚

森逐步掌握了养鸡技术，首批鸡出栏不

久，他又购回了第二批300只鸡苗开始

养殖，又获得了成功。周围的村民知道

后，纷纷来到他家里参观学习，艾热提·

亚森也悉心传授。

在艾热提·亚森的带动下，阿热

吐尔村的部分村民，也加入到养鸡的

行列。

村民努尔麦麦提·艾山说，养鸡见

效快，看到艾热提·亚森养鸡挣了钱，他

也想在自家庭院里养鸡增加收入。现

在养鸡场已经建起来了，有艾热提·亚

森的帮带，他相信一定能够成功。

杨荣国告诉记者，村里群众的传统

习惯是养牛、养羊，现在艾热提·亚森又

带动大家养鸡。相信阿热吐尔村像现

在这样发展多种养殖，致富奔小康的道

路一定会走得更稳。

艾热提·亚森说，去年养鸡只是小

试牛刀，接下来他要扩建养鸡场，采取

交替养殖的方法，争取一年当中让鸡

不断地出栏。到那时，相信每年养鸡

挣的钱比开挖掘机挣的钱还多。“这批

鸡我又养了300只，赶在春节前出栏。

如果不出意外，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适当的时候，我还要在村里成立养鸡

合作社，带动更多的人共同富裕。”艾

热提·亚森说。

艾热提有了致富新路

今年冬季，结合文化科技卫生“三

下乡”活动，各地把冬闲变冬忙，纷纷开

展农机驾驶、养殖种植等各类技能培

训，帮助困难群众增强致富本领，为转

移就业做好准备，让群众富了“脑袋”再

鼓“口袋”。

1月9日，记者走进阿瓦提县乌鲁

却勒镇红星社区，看到25名富余劳动

力正在接受国家通用语言、法律法规等

方面的培训。

阿布都苏里·阿布都热依木是乌鲁

却勒镇居民，过去一家人靠放羊、养鸽

子为生。去年他与妻子一起参加镇上

组织的就业培训，通过学习建筑技术，

现在他已经成为镇上小有名气的包工

头。去年他承包了一项工程，妻子在镇

上的扶贫农贸市场上开了一家瓷砖店，

一家人年收入5万余元。

此次培训，乌鲁却勒镇邀请了阿瓦

提县职业技术学校的专业教师为村民

授课，先培训国家通用语言，普及法律

知识，再根据村民个人意愿进行专业技

能授课。培训人员分为6个班次，6大

项目，包括建筑业、林果业、畜牧业、电

焊、美容美发、烹饪等。根据村民的年

龄和文化水平，分快班、中班、慢班，每

个班分两个批次上课。

“此次培训力度比往年大，报名人

数比去年增加了50%，老百姓普遍意识

到外出务工比在家种地收入高，学习积

极性很高。我们计划在三月底之前，让

全镇富余劳动力全部完成培训，确保全

员稳定就业。”乌鲁却勒镇劳动保障所

所长刘金鹏说。

冬季乌什县农民不“猫冬”，争相学

习畜牧养殖新技术。该县相关部门也

采取送技术上门的方式，提高农牧民增

收技能。

“去年我做的青贮饲料都腐烂了，

这是什么原因？”1月12日，在阿克托

海乡举行的种植、养殖技能培训班上，

玉斯屯克亚巴格村养殖户吾拉音·达

吾提急切地问来自县农业农村局技术

人员。

“做青贮饲料的时候不能把已经腐

烂的原料放进去，要不然青贮饲料会腐

烂。”听了解释，吾拉音·达吾提恍然大

悟。他说：“通过培训，我掌握了很多知

识，比如牛羊疾病怎么诊断、用什么药

等，以后我会继续参加这种培训，增加

家庭收入。”

培训中，技术人员与农牧民面对面

交流，并现场解答了他们在种植、养殖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一堂课下来，农牧

民既掌握了科学的种养殖技术，又开阔

了视野，增强了增收信心。

阿克托海乡畜牧兽医站站长阿依

古丽·克然木介绍，培训让养殖户了解

畜牧业发展的先进理念，利于他们更好

地发展养殖业。

1月13日，在柯坪县玉尔其乡托玛

艾日克村的农家书屋，村民麦麦提·苏

瓦尼翻看着一本《养殖技术大全》说，是

村里的农家书屋，帮助他掌握了种养殖

技术，增加了收入。

农家书屋里一排排书架上摆满了

各类书籍，涵盖法律法规、农村种养殖

技术、少儿读物、文学作品等，来看书的

村民络绎不绝。

为将致富技能送到村民家门口，近

年来柯坪县持续将农家书屋建设作为

重要民生工程来抓，让农家书屋成为农

民的“充电站”。

让农民先富“脑袋”再鼓“口袋”
本报记者 刘红文 封磊 通讯员 闫浩

冬季大培训 技能大提升

本报库车讯（记者 龚喜杰 通讯员

王建强）“现在高血压药纳入了医保，为

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省了不少钱。”1月

18日，在库车市东城街道卫生服务中

心，65岁的居民孜亚兰木·沙依木说。

高血压、糖尿病是常见的慢性病，需

要长期用药，以前没有纳入医保时，成了

患者一大负担。为减轻高血压、糖尿病

患者负担，库车市在落实国家医保政策

的同时，对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实施动态

管理，建立了市、乡（镇）、村（社区）联动

机制，实现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门诊用药

保障全覆盖，惠及患者8624人。

孜亚兰木·沙依木患高血压已经四

年了，以前她在药店买一盒降压药要

28元，每个月仅买降压药就要112元，

自从高血压被纳入门诊用药保障范围

后，在社区买药以50%的比例报销，药

费比以前少了很多。她说：“在社区卫

生室和家庭医生的精心照顾下，我现在

血压基本正常，血脂也不高，用药很少，

每月30元左右的药费就够了。”

库车市医疗保障局招采科科长覃

小华介绍，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

障机制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未来库车

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全市做好用药保

障工作，大力宣传高血压、糖尿病门诊

用药保障机制，提高群众对政策的知

晓度，同时加大完善基层服务高血压、

糖尿病患者的培训力度，确保市、乡

（镇）、村（社区）所有定点医疗机构、村

卫生室能够顺畅开展高血压、糖尿病

治疗费用结算，让更多患者享受到国

家医疗保障这一惠民政策。

库车居民“两病”门诊用药保障落地见效

本报库车讯（记者 龚喜
杰 通讯员 韩遇琳）“我今天

过来处理车辆违章业务，前后

不到5分钟，窗口工作人员办

得很快、很细心，他们的微笑

服务值得点赞。”1月13日，库

车市民李梅说。

李梅这次前来办理异地

车辆违章业务，本以为很麻烦，

谁知在窗口民警的帮助下，前

后只用了5分钟就办完所有业

务，高效便捷的办事效率使她

对窗口办事民警连连称赞。

记者走进车管所服务大

厅，只见前来办理业务的人员

有序就座，各办事窗口井然有

序，自助终端服务机以及排队

叫号机等智能化服务设备一应俱全。

大厅的民警见到前来办理业务的人

员，微笑着上前问候，根据所办业务引

导到等候区，在市民就座等候时奉上

一杯茶水。

库车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

管理所精心打造“15 分钟内办结业

务”服务圈，共开办社会化服

务机构共24家，在便民警务

站设立业务延伸点5处，在乡

镇设立业务延伸点3处，真正

实现了群众出门少跑路，足

不出乡办业务。

库车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大队副大队长、车辆管理所所

长桑成伟介绍，除了线下业

务，车管所还积极向市民宣传

“12123”手机APP、语音电话

等网络车检服务，极大缩减常

规排队车检时间，提升服务效

率。目前，全市互联网服务平

台累计注册用户已达6万余

人，业务受理时间缩短了2倍，

确保群众足不出户在网上办

理车管业务以及查询信息。

就连最为繁杂的机动车检验项

目，检验民警也能提高办事效率。他

们每天为市民查验车辆200-300余

辆，实行电子化验车和人工验车相结

合，保证每辆车辆的查验时间不超过5

分钟，受到广大群众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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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封磊
通讯员李成娟）“虽然今年冬天

很冷，但是喝下这碗腊八粥，感

觉心里很温暖。”1月16日，阿克

苏市新城街道阿苏克社区居民

阿依木汗·阿不力孜说。

临近腊八节，为营造和谐

欢乐的节日氛围，促进民族团

结，阿克苏市纪委监委驻新城

街道阿苏克社区工作队组织居

民开展“浓浓腊八节，暖暖民族

情”联谊活动。

当日工作队将早已准备好

的红枣、黄豆、绿豆、薏米、莲

子、枸杞等食材，带至居民家

中，与他们同熬腊八粥。

在熬制腊八粥前，工作队

员先向居民介绍了腊八节的由

来、风俗和习惯，普及中国传统

节日的文化知识，讲解熬制腊

八粥的食材组成。随后，队员

们开始洗手动工，淘洗原料、去

杂质、熬煮等。不一会儿，热气

腾腾的腊八粥就出锅了，大家

一边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腊八

粥，一边感受腊八节的习俗和民族团结的

浓浓情谊。

“年纪大了就喜欢热闹，谢谢工作队员

们能来我家和我一起过腊八节。”阿依木

汗·阿不力孜告诉记者，她不仅喝了腊八

粥，还听了有关腊八节的故事，非常开心，

以后她会和孙子们一起分享这个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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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新和县新疆都护之城商贸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制作帽子。近年来，新和县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发展，

并形成“政府+企业+富余劳动力+脱贫”机制，促进富余劳动力就业增收。 记者 艾尼瓦江·依明 摄

促进企业发展 带动农民增收

本报库车讯（记者 陈翔 通讯员

刘鼎）“自从村里组织我们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以来，我们家现在的卫生条件

比以前好多了，村里的整体环境面貌

也是大变样，脏、乱、差的场景和现象

得到了治理，我们的居住环境变得好

多了。”1月18日，库车市玉奇吾斯塘

乡玉奇吾斯塘村农民吐地·托乎提说。

据了解，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库车市

玉奇吾斯塘乡多举措扎实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生活的幸福感。

“我们村每周一、三、六都会按时开

展爱国卫生运动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每周一主要是清理管道、林带、水渠里面

的垃圾，保持村里干净整洁的面貌，周

三、周六是村民们打扫自家的房间和庭

院，结束之后村里还会给他们评比出优、

良、差三类，村民们都有很强的荣誉感，

都会积极认真地把卫生搞好。”玉奇吾斯

塘村党支部书记艾则孜·吾守尔说。

近年来，玉奇吾斯塘乡充分发挥驻

村干部、村干部、公益性岗位人员和党

员群众的示范作用，激发广大干部群众

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切实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和村容村貌。通过宣传教育

等措施，使保持环境卫生的意识在群众

心中潜移默化成自觉的行动。

家庭卫生天天好乡村环境日日新

推动乡村振兴 建设美丽阿克苏

（上接一版）

2020年12月21日是冬至，拜城县

米吉克乡团结村农民刘光明夫妇带着

自家种的韭菜，来到村民哈斯木·萨吾

提家一起包饺子，屋里欢笑声不断。刘

光明说：“我很庆幸能与哈斯木·萨吾提

一家做邻居，我们一起过节，有困难互

相帮助，就像一家人一样。”

85岁的周秀芳家住库车市新天地

社区，十几年来，楼上的邻居艾则孜·

莫明给予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她说：

“十几年来，艾则孜·莫明经常来我家

帮忙打扫屋子，一做好吃的就会给我

送一碗，就像我的亲儿子一样。”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地区各族

群众之间结对认亲活动实现了从最初

的基层组织主导、牵线搭桥，向自觉走

动互动、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相互借

鉴转变，已融入群众日常学习工作和

生产生活中。

2020年12月23日，吃过早饭后，

阿克苏市朝阳社区居民艾尔肯·喀迪

尔来到邻居王瑛家探望。5年前，艾尔

肯·喀迪尔成为王瑛夕阳红文艺队成

员，自那时起，两人经常相约一起排

练。“我填词，弟弟弹曲子演唱，我们是

一对好搭档。”王瑛说，相识以来，两人

已经共同创作了12首歌曲。

2020年以来，地区各基层党组织

积极搭建群众交往交流平台，通过各

族群众的共居共乐，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日益浓厚的邻里浓情、手足亲情

如春风化雨，如颗颗石榴籽般深植内

心，让朵朵团结之花竞相绽放。

创建民族团结示范区是地区贯彻

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

排的具体体现，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的长远之策，是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地区各级党政纷

纷担起主体责任，以民族团结“十进”

为载体，以“民族团结一家亲”和民族

团结联谊活动为抓手，突出创建主题，

把握创建方向，深化创建内涵，丰富创

建形式，扩大参与范围，提升创建水

平，大力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氛围，

为建设团结和谐文明富裕的美丽阿克

苏凝聚磅礴力量。

阿瓦提县委统战部做深做细民族

团结示范单位创建；沙雅县以春节、中

秋节等传统节日为契机，推进文化引

领，让各族群众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乌什县依麻木镇国家通用语

言小学深耕国学教育，促进民族团结

源头嵌入；阿克苏市百年老街王三街7

个民族的91名商户联合开办了“一家

亲”餐厅……

2020年，地区表彰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集体60个、模范个人200名，分两

批命名9个示范县（市）、44个示范乡

镇（街道）、88个机关单位、53个村（社

区）、48个学校、57个企业和社会团

体、12个军（警）营、19个宗教活动场

所、15个景区、38个窗口单位、19个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正是因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纳入干部教育、青少年教育、社会

教育等，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

流、深度交融，地区民族团结的“同心

圆”才能越画越大。

创建引领夯实思想根基
左邻右舍一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