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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何军、何奕萍、杜刚

浙江援疆近年来在加快推进援疆项目建设的同
时，利用自身党建引领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探索出了
一系列“红色引擎”助推精准脱贫的方式方法，通过党
组织结对、党员干部交流交往、微心愿帮扶等模式，向
受援地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灌输了扶贫工作的新观
念新思路，充分发挥困难党员在脱贫攻坚中的先锋示
范作用，有效帮助南疆深度贫困村各族群众脱贫致富。

“农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关键看头
羊”。浙江省第九批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党委书
记、指挥长王通林认为，基层落实总目标与脱贫攻坚任
务，核心在支部，关键靠党员，援疆要充分发挥“红色引
擎”作用，不断积累和探索促进受援地精准脱贫的方式
方法，让困难群众感受到党对南疆深度贫困地区的关
心，享受到援疆工作带来的民生实惠。

党组织结对碰出脱贫“金点子”

在新疆库车县齐满镇莫玛铁热克村，平坦干净的
水泥路已经铺好，几家民俗餐厅陆续开业，村中心的特
产一条街正在施工，街旁边的旅游公厕开始拼装。记者
了解到，这里正在打造以“南疆民俗风情体验”为主题
的国家 3A 级景区，未来不久旅游产业将成为村民收
入的新增长点。

用发展旅游业来脱贫的点子是借鉴宁波市奉化区
滕头村的经验，莫玛铁热克村村党支部书记孙志宝告
诉记者，滕头村是国家 5A 级景区，去年两个村结成了
对子，在双方党组织班子交流讨论中，他被滕头村田园
变公园、乡村变景区、民居变民俗、农产品变旅游产品
的美丽蜕变所吸引，经过随后多次的考察和论证，提出
了通过发展旅游带动脱贫致富的想法。

这个想法得到了宁波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
的支持，指挥部不仅拿出 3000 万元建设资金，还邀请
滕头村党委进行对口帮扶和指导，力争将莫玛铁热克
村打造成南疆地区“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新乡村。

今年，浙江援疆启动了帮助受援地实现脱贫攻坚
目标的“211 行动计划”，重点支持乌什、柯坪 2 个国家
深度贫困县整体脱贫，发动浙江省强村、强企、商会、社
团等结对精准帮扶受援地百个贫困村(一师困难连
队)，多渠道助推万人就业。

目前，浙江省、市援疆指挥部发动浙江后方村企与
阿克苏地区和兵团一师阿拉尔市 174 个深度贫困村、
贫困村(困难连队)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在结对帮扶
启动仪式上，浙江省有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在疆
浙江企业(商会)与阿克苏地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一师阿拉尔市 55 个贫困村(困难连队)现场签订了《浙
江援疆助推脱贫攻坚结对帮扶协议》，浙江省各方援疆
力量共捐赠 5752 . 5 万元援助资金和价值 707 . 3 万元
的援助物资。

“不光是村与村结、支部与支部结，村干部之间也
要结，党员之间也要结，帮扶既要出钱更要献智，组织
要教组织办法，个人要为个人想招，目前而言，两地交
流酝酿出的‘十城百店’‘百村千厂’‘万亩亿元’等一批
有助于脱贫的点子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浙江援疆
干部张行波说。

党员跨越万里点亮贫困户“微心愿”

除了结对帮扶外，浙江援疆还调动后方党员来帮
助受援地困难群众解决问题。

浙江省第九批援疆干部抵达新疆后，启动了“点亮
万个微心愿”活动，引导省直机关党员为受援地万余名
困难党员群众完成一个“微心愿”。目前，征集的 1 万多
个“微心愿”已经全部被认领，小到一双鞋子、一个书
包，大到一辆自行车，价值数百万元的物资正逐一发放
给许愿人。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玉奇吾斯塘乡栏杆村，
13 名贫困户集体许下的“微心愿”实现了：由宁波市鄞
州区人社局 4 名党员资助的 20 台小型包装食品封口
机送到了他们的手中。村党支部书记买木提明·亚库甫

说，全村有 2800 亩核桃、500 亩红枣，为拓宽林果销
路，村里刚成立了果品加工合作社，但因缺少资金，设
备不齐，“新到的包装食品封口机解决了实际问题，相
信林果卖难的问题会慢慢克服。”

“点亮万个微心愿”活动启动后，得到了浙江省广
大党员的积极响应。征集的“微心愿”一经公益网络平
台公布，很快便被“一抢而空”，今后“微心愿”将持续滚

动征集，动态发布，实时认领。浙江援疆干部郎客宾
表示，“点亮万个微心愿”活动旨在发动广大党员干
部参与援疆工作，点对点精准帮扶，同时增加两地交
流交往。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阿克苏市喀拉特勒镇中心
小学、阿克苏市多浪街道第一幼儿园的贫困学生们
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他们在不久前许下的心

愿在这一天实现了。
喀拉特勒镇中心小学学生麦吾丽坦领到自己一直

想要的自行车后，高兴地蹦了起来，从此以后她再也不
用每天步行 6 公里往返学校了。“以前上下学走得再快
也得一个小时，冬天的时候冻得直哆嗦，但家里条件不
好，自己想要自行车的心愿一直没和父母开口。”

5 月，浙江援疆在这两所学校的贫困生中搜集微
心愿，有 200 个孩子在心形卡片上写下了自己的愿
望。这些卡片送到浙江后方后，十几分钟便被领取完，
六一儿童节之前所有许愿想得到的东西都送到了孩
子们的手里。

阿克苏市第一幼儿园园长何霞告诉记者，幼儿园
的 560 个孩子家里条件都相对困难，吃低保的家庭占
到 80% 以上，尽管心愿花费不多，但大部分父母无力
承担，“点亮微心愿”活动不仅圆了梦，还暖了心。

当地有句谚语，“聚沙能成山，聚心能成园”。浙江
援疆干部杨国正说，希望通过组织引导广大党团员参
与“点亮微心愿”这样的活动，弘扬正能量，以此感召和
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援疆社会活动。

贫困党员当“头羊”带动脱贫

根据“百村千厂”这一援疆规划，浙江援疆力争到
2020 年底，在阿克苏地区和兵团一师阿拉尔市 100 个
左右中心乡(镇)、村(社区)，建成 1000 座左右标准厂
房(车间)，建筑面积 100 万平方米，实现新增 2 万名左
右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

援疆企业是就业脱贫的重要阵地，为增强企业社
会责任意识，发挥企业党员引领示范作用，带动困难
就业群众脱贫致富，浙江援疆加强了对援疆企业的党
建工作。

由宁波市鄞州银行发起成立的库车县国民村镇
银行里，共有党员 15 名，占全行员工的 15%，中层以
上干部大部分是党支部班子成员。库车县国民村镇银
行党支部书记、董事长马山敏说，加强党建工作进一
步提升了全行员工的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2017 年，
原本没有扶贫任务的国民村镇银行共发放小额扶贫
贷款 2000 万元，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 400 户。

扶贫贷款小而散，而且还没有利率差带来的提
成，对员工的收入影响很大，库车县国民村镇银行营
业部主任叶美玲告诉记者，这些扶贫款业务都是党员
带头在做，同样一笔 200 万的贷款，贷给企业只要外
出服务一两天，但贷给贫困户往往要外出一个多月才
能办完手续，党员带头了，大家也就没有怨言了。

浙江援疆引进的新疆协益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是
库车县最大的纺织企业，吸收了当地 350 余名少数民
族贫困户就业。总经理谢意美告诉记者，在援疆指挥
部的指导下，公司以 20 多名党员为核心，引领帮扶其
他员工顺利从贫困农民转变成为产业工人，目前公司
运转良好，日销售额已经达到 160 万元。

来自库车县伊西哈拉镇库木艾日克村的吐尔
洪·托合提是协益纺织科技有限公司里的叉车工，作
为一名老党员，他在工作中积极努力，起到了模范带
头作用。通过一年多的工作，月薪达 4500 元，吐尔洪
不仅让全家脱贫，还带了 20 多个贫困户徒弟，帮助
他们尽快熟悉业务，增加收入。

在阿克苏乌什县，援疆指挥部、当地组织部门还
向援疆企业选派了一批党建指导员，帮助企业建立党
支部、发展党员。退休党员买买提·库尔班是乌什县畜
牧兽医局的一名退休干部，有着 22 年党龄且在原单
位一直从事党务工作的他被选派到当地的格多莱袜
业公司做党建指导员。来到企业后，他努力把生产经
营中的骨干和管理能手培养成党员，让他们创新攻
关、岗位争先，通过引领示范作用来激发贫困工人的
工作激情和动力，带领帮扶大家一起脱贫致富。

援疆干部沈孔鸿说，从这些年的效果来看，加强
企业的党建工作、发挥党员引领作用，不仅有效帮助
贫困户脱贫，还提高了企业效益。要在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队伍中，有意识地插入一部分党员，并成立党
支部，通过党支部来凝聚和管理队伍，通过党员带头
脱贫来激发群众自主脱贫致富的意愿。

浙江援疆发动“红色引擎”
助推南疆深度贫困地区精准脱贫

新疆尉犁县达西村，一座随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
边疆“模范村”，各民族村民从盐碱地踏出一条致富路，
人均纯收入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如今翻了 38 倍，过
上了“口袋里鼓囊囊，精神上亮堂堂”的生活。

“达西”意为盐碱地，恰当描述了这个塔克拉玛干
沙漠东北缘的小村。过去达西是有名的“三靠村”———
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一亩地的棉花
产量只有 40 斤。

20 世纪 80 年代，有高中学历又会算账的沙吾
尔·芒力克被推举为村支书，他带着村民挖排碱渠，种
防风林，“沙尘一来树苗跑，一年补种四五回”的恶劣
条件慢慢改变。“刚开始村民不乐意，觉得占用耕地，
但秋收时产量明显提高。”沙吾尔说，如今村里 2.5 万亩
地均有防风林带庇护，排排行行的树林让村庄绿意渐浓。

除发展农业，达西村还开垦荒地投资建设了面粉
厂、砖厂、蔬菜大棚、农贸市场、夜市等，村集体经济从
无到有，不断壮大。1999 年，村干部到华西村“取经”。
“当时他们人均收入几万元，我们只有几千元，有很多
东西要学。”沙吾尔说，他与村干部们看报纸、读杂志，
反复研究发展门道。“晚上躺着，突然想出致富点子，就
起来记到床头的本子上，现在还是这个习惯。”

去年，达西村集体各项收入达 230 万元，人均收入
突破 3 万元，有 136 户住进了别墅、楼房，村里管道天
然气、柏油路整齐布局，棉花种植用滴灌、采摘用机械。

攀升的不仅是收入，更是幸福指数。1991 年开始，达
西村陆续制定 18 项村民优惠政策，涉及教育、医疗、养老
等补助，让村民都享受到集体经济收入带来的实惠。

“很多孩子因为这个政策才上了大学。”早年从四川

广元来到达西村打工的李培刚，用木匠手艺勤恳创
业，如今几个孩子都找到了不错的工作，而当年孩子
的部分学费就来源于村民优惠政策。从 1991 年起，村
里考上中专、大专、本科的学生有 480 人。

达西村村委会公示牌上清楚地记着每年优惠政
策发放金额，公示牌最后一段写着：从 1991 年至 2016
年，为村民发放的各项优惠政策，总计 4218 万元。

达西村还探索出一套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村
规民约”，共 36 条，三年更新一次。沙吾尔说，20 世
纪 80 年代制定“村规民约”时，全村花了两个月讨
论，直到每个人同意并签字，“不得乱砍伐树木”“村
民要诚信守法”“村民要管理好自家牲畜”……这些
都被写进约定中。

达西村是多民族混居村。2009 年，村委会就倡
议各族村民“结对子”，互帮互助。现在 171 户汉族与
300 余户维吾尔族村民结对认亲，逢年过节聚在一
起很热闹。李培刚说，汉族村民有种植棉花、蔬菜大
棚的经验，维吾尔族老乡常来请教种植技术，而养殖
牛羊则是他们的长项，“我们互相学习”。

互帮互助如一把金钥匙，打开了达西人共同创
业致富的大门。刘涛曾是名村医，2013 年，她和丈夫
在村里开办农家乐，将屋后果园种上香梨、葡萄、桃
子，雇了村里维吾尔族厨师负责烹制少数民族特色
美食，吸引了不少县城来的休闲度假客人。

为了鼓励更多创业者，尉犁县投资打造“达西风
情园”，将各民族创业者聚合起来，形成各具特色的农
家乐，发展达西旅游业，村民正迎来更红火的日子。

(记者白佳丽)新华社乌鲁木齐 7 月 18 日电

天山脚下达西村“振兴记”

▲这是阿克苏喀拉特勒镇中心小学三年级学生排孜来提·麦麦提的微心愿卡片。 新华社记者何军摄

▲图为浙江援疆举办的“点亮万个微心愿”启动仪式。 新华社记者何军摄

河南大别山地区新县交通局用扶贫资金为戴畈村
群众翻建一座旧桥，本来是件好事儿，然而附近的村民
并不买账，还愠恼地把它称作“景观桥”。

新县纪委 2017 年开展“进百村解百题”助推脱贫
攻坚活动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原来新桥标准提高的同
时桥面也跟着抬高了，可两边还是原来的路，桥面与路
面形成 50 厘米落差，人车反倒不能通行。为此，村民过
河赶集、上山耕作都得绕行几里路。

作为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重点县，
新县扶贫任务重、投入大、项目多。如何把扶贫好事办
好，基层干部群众很关心。新县近年来充分发挥纪委监
督执纪职能，全县近 200 名专职纪检干部全部下沉基
层，“进百村解百题”，犹如发现问题的“啄木鸟”，为脱
贫攻坚保驾护航。

针对“景观桥”现象，新县纪委将问题移交给县
交通局，要求全面排查整改。县交通局共发现类似
“景观桥” 27 座。为此，县交通局紧急筹措资金
216 万元组织修建“引桥” 。当年， 27 座“景观
桥”全部贯通。

记者采访发现，这些扶贫“啄木鸟”下沉基层形式
多样，他们多利用群众晚上在家时间，开展“昼巡夜查”
“昼访夜谈”等走村入户活动。据统计，部分专职纪检干
部一年 200 天以上在村里走访、开座谈会，2017 年以
来共发现各类问题 679 件。

58 岁贫困户陈长根患有慢性病尿毒症，繁琐的
报销程序成了他的心头病。贫困户住院报销涉及新
农合、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五道保障线，需要三
四个部门审核报销，从开始报销到拨款完成至少三

个月时间。“过去，每年跑县城得二三十趟，每
次耽误半天时间，坐公交吃饭也是一笔花费。”

陈长根说。

新县纪委在“昼访夜谈”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及
时反馈新县脱贫攻坚指挥部。新县随后推动人社局、
保险公司、民政局、财政局等打破部门分割，实现窗
口集中一站式办理。陈长根说，现如今报销“最多跑
一次”，报销时间也缩短至 30 天。

“啄木鸟”们既发现类似“景观桥”“报销难”等群
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也严查扶贫干部作风方面
存在的“虚、浮、假”等问题。

近年来，针对部分贫困村帮扶干部措施不到位，
以及个别乡镇综合贫困发生率、漏评率、错退率等不
达标问题，先后有 219 名干部因责任落实不力被问
责。针对扶贫领域蝇贪蚁腐，2015 年以来，新县纪委
共立案审查 41 起，党政纪处分 57 人。

走在新县乡村，街道路口、村室广场等人流
集中场所，都能看到统一制式的“举报平台”公
示牌。这 1200 余块红底黄字的公示牌，公开有县
纪委监察委、县委巡察机构和乡镇纪委书记举报
电话、手机短信平台，确保第一时间受理群众反
映的问题线索。

“每一次认真倾听都能让群众心气儿更顺，每一
次解决问题都是在积累群众对党的信任。”新县县委
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察委主任尹建平说，脱贫攻
坚要义在精准、本质在做实，通过将监督贯穿扶贫始
终，才能更好地让脱贫成效经得住历史检验。

(记者甘泉)新华社郑州 7 月 17 日电

大别山扶贫有群“啄木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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