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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刘敏君12 浙江援疆

（（本版图片由丽水市援疆指挥部提供本版图片由丽水市援疆指挥部提供））

2019 年 12 月，第十批丽水援疆干部跨越山河，从祖国东边来到 4000 公里外

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新和县开展援疆工作。

今年，是丽水援疆的第十二年，我们可以看到一幢幢建筑在新和拔地而起、当

地特产的销路被一条条扩开、学生们在丽水援疆教师的关怀中成长、越来越多丽水

游客来到新和感受南疆文化⋯⋯纵观新和县这些年的发展变化，总能看到丽水留

下的痕迹。

自从 3 年前丽水市第十批援疆干部进疆以来，丽水援疆指挥部围绕丽水市委

市政府和新和县的工作要求，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主动援疆。丽水

援疆指挥部在为援疆干部做好后勤工作的同时，狠抓队伍建设，坚持网格化、常态

化、制度化管理，加强自身建设，紧紧围绕“12346”工作思路，从产业、项目、文旅、

智力多个方面援疆，为新和县开辟了全新发展之路。

民生项目建设是地区得以发展、人民
安居乐业的地基。丽水援疆指挥部围绕
新和县开展的民生项目，正在由点到面为
新和县人民的生活提供保障和支持。

今年，新和县丽水中学正式启用，学
生们坐在崭新明亮的教室里，开始了新学
期的第一课。

“教室、宿舍环境也太好了！”来到新
学校，学生王心雨非常开心。新和县丽水
中学是按照 2011 年最新版中小学校设计

规范高标准建造而成的，除了基本的教学
楼、宿舍楼之外，还配备了多功能阶梯教
室、现代化的计算机教室、化学实验室、生
物实验室等教学配套设施。

新和县丽水中学是由丽水援疆资金
全额援建的重点项目，总投资达 1.41 亿
元，总建筑面积 4.7 万平方米，可容纳新
和县 2700 名学生就读。新和县丽水中
学项目建设的完成，为推进高品质教育
工作搭建了平台，智力援疆、文化润疆

等其他工作也
可在此基础上继续展
开。

在丽水援疆指挥部部署的众多项目
之中，新和县丽水中学并不是唯一一个着
眼于高品质教育的项目，它正在与丽水幼
儿园、丽水小学等项目一同补齐教育的各
个模块，“组团”为新疆提供优质的教育基
础设施。

为保障和改善民生，除教育基础设施
外，丽水援疆指挥部还完善了新和图书
馆、便民审批服务中心、全县各乡镇卫生
院等民生项目。随着这些项目全都如期
竣工，新和县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援建
任务也基本完成。

3 年来，丽水援疆项目总共 85 个，投
入总额超 3.5 亿元，完工率 100%，这些暖
心惠民的项目，将持续为新和县民生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建设为民 打好新和“地基”建设为民 打好新和“地基”

现在，在淘宝上搜索新疆核桃，便很快
能看到一句吸引人的标语——“果大壳薄，
一捏就碎”，这正是来自阿克苏地区的纸皮
核桃。新疆向来盛产坚果，阿克苏更是有

“核桃之乡”的美誉。
虽然有着栽种培育核桃的优势，但新和

县种植的核桃却曾陷入“有人种，没人买”的
窘境。“以往新和县农民种的核桃很多都不
达标，核桃经济没能很好地发展起来。”丽水
援疆指挥部产业援疆工作负责人说。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丽水援疆指挥部开展了一系
列招商引资活动，将企业“请”到新和。

2021 年，丽水援疆指挥部举办“农民丰
收节”暨“核桃采摘节”，招引新疆丽新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新和，并牵头 4 家企业
与新和县签订核桃收购框架协议。当天，各
家企业一共订购了核桃 4 万吨，签约额也达
到了 6 亿元。去年，丽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在新和完成核桃加工 5000 吨，销售额达 1
亿元。

到目前为止，丽水援疆指挥部招商引资
小分队已与 146 家商会企业对接、签约资金
48.7 亿元，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每到金秋时
节，新和大地五谷丰登、硕果累累，香脆的红
枣、多汁的香梨⋯⋯这些收成将全部变成新
和老百姓口袋中的财富。

要想产业发展好，还得用互联网打开销
路。截至目前，丽水援疆指挥部已经组织了

电商活动 50 场，打造了“一捏就碎”“丰收骑
兵”等4个网红产品。2021年的“双十一”购
物节，丽水援疆指挥部承办的“都护臻品”丽
新喜果核桃系列直播，销售了近 6000 盒核
桃，销售额约达 40 万元，实现了“疆果东送”
的目标。

产业发展壮大，也带动了群众就业。截
至去年 11 月，“十城百店”项目销售额达 10
亿元，带动近万人就业；“百村千厂”扶持服
饰、纺织、林果业等 15 家企业，带动就业
1146人；“万亩亿元”带动农户近1500户。

产业援疆是援疆工作的“造血”环节，它
将帮助无数群众就业致富，助力新和产业扩
大声势走向全国。最终，受益的还是新和的
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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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2 年的新和县第四届“我是朗
读高手”朗诵大赛上，新和县的孩子们用
普通话为大家朗诵了一篇篇中华经典诗
词和正能量文章。

要让新疆的孩子们热爱中华文化，增
强文化认同，首先需要打破语言的屏障。
2020 年 6 月以来，丽水援疆指挥部便开展
了“我是朗读高手”普通话推广系列活动，
吸引了20余万人参加。

如今，“我是朗读高手”活动已经被纳
入“百校十万‘石榴籽’工程”，正在为新疆
学生架起一座“走出去”与世界连接的桥
梁。

连 接 ，是 智 力 援 疆 绕 不 开 的 关 键
词。2020 年 10 月，一条网线，连起了丽
水的教育资源与新和县的学子。截至去
年 11 月，新和县 9 所学校、1 所党校已建
成了“同步课堂”专用教室，两地共开展

同步课堂百余次，参与学生超过一万人
次，丽水的教育“顺着网线”惠及到了远
方的新和学子。

然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想要
可持续地提升新和的教育水平，不能仅仅
依靠丽水的师资力量，将先进的理念、方
法“带进来”十分重要。

“红柳·绿谷”工作室是由丽水援疆教
师组成的队伍，为的就是通过教学培训、
经验交流，给新和县留下“带不走的人
才”。截至去年 11 月，援疆教师团队共完
成传帮带 1465 次、示范课 178 节、培训本
土教师9733人次。

培养“带不走的人才”，也是医疗援疆
的工作重点。前年，丽水援建新和县医院

“丽新培训中心”，为医护人员提供了专
业、先进的教学条件；开展“扬帆工程”赴
丽取经，为新和培养了一批医疗人才队

伍。在援疆指挥部的指导下，新和县师
资、医疗水平不断提升。

如今，丽水的教育、医疗资源已经成
为新和县的强大后盾。越来越多“带不走
的人才”也将成为新和县的骨干力量，助
力新和县发展。

走出去，带进来 为新和发展埋下种子

新和县历史悠久，享有“龟兹故地、白
马古河、东汉都护、安西守镇、千年新和”
的美誉。在文旅援疆方面，丽水援疆指挥
部始终围绕新和县文化历史，扎实推进各
项工作。

十余年来，丽水援疆指挥部一代接着
一代干，以加依村民间手工乐器制作这一
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为核心，打造了“天籁
加依”旅游品牌，为加依村修缮了包括旅
游集散中心、景区道路等多个基础设施，
共投入了 2000 万元资金，为加依村旅游
业发展打好基础。

文化艺术，是加依村的“根”。为了守
住文化根脉，丽水援疆指挥部每年专列30
万元援疆资金用于非物质文化技艺传承。
从2020年开始，丽水援疆指挥部邀请20个
民间非遗传承人组成演艺团队，为游客表
演新和赛乃姆舞蹈、手工乐器弹唱等非遗
艺术。

3 年来，加依村已经成为一个集乐器
制作、乐舞展示、民俗体验、休闲度假为一
体的特色民俗文化旅游景区，并先后被评
为“全国第二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国家
4A级景区。

要让新和文化“活”起来，需要打开交流
的口子，实现文化的交融。近年来，丽水援
疆组织部组织了“戏曲浙疆”《浙阿共庆·建
党百年》、丽新书画联展等多个文旅、文化交
流活动。去年，丽水援疆指挥部共开展大型
文旅融合活动12场次60余项，带动了旅游
收入 9885 万元。3 年来，新和县旅游人次
达124万人次，旅游收入达5.95亿元。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丽水援疆指挥部
深入推进“文化润疆”工作，始终坚持文化
铸魂，用文化带动新和发展。

以文塑旅 提升新和发展软实力以文塑旅 提升新和发展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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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

新和县1833户农村富民安居工程项目

丽水全额援建丽水全额援建37203720万元的新和县图书馆投入使用万元的新和县图书馆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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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光凤羽 天巧神工——‘丽水三宝’·大师
作品展”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新和县博物馆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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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县 2022 年头雁疆浙行“十百千”行
动（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