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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虽然比不上华丽的房

子，可它给了我无比的快乐……”新

疆和田小姑娘阿依孜巴·阿卜力米

提今年 12 岁，她作文里描写的家，

宽敞明亮、舒适温馨。

巍巍昆仑，莽莽沙海。新疆南

部毗邻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乡村曾经

贫困肆虐，属全国深度贫困地区。

团结奋进的各族群众，从大山沙海

中突围，2020 年 11 月，新疆历史性

消除绝对贫困，交上成色十足的脱

贫攻坚答卷。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乡村振兴新征

程上，新疆继续夯实振兴之基，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内涵；寻找

振兴之路，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绘制

振兴蓝图，向美好生活迈进……大

漠小村正在谱写美好生活的新乐

章。

夯振兴之基 坚守不返贫
的底线

千年困苦一朝别，脱贫攻坚的

成果来之不易，不返贫是底线。

——底线的硬核防守得益于防

返贫机制的实效

2021年初，新疆于田县兰干乡

尧勒阿日希村村民买提赛地·吾布

力艾山突患重病，看病花了一大笔

钱，虽然医保政策兜底了大部分，但

他作为家里“顶梁柱”因病无法工

作，让刚脱贫的家庭再陷困境。

“没有政策帮扶，去年都不知道

怎么办。”买提赛地说。

关键时刻，防返贫预警机制发

挥作用。因连续 3 个月收入未达

标，村干部及时上门，为他家申请补

贴、发放救助金，解决难题。“多亏

1.5万元救助金，让我减轻了看病压

力，减轻了家庭负担。”买提赛地高

兴地说。

这是新疆防止返贫监测预警和

帮扶机制的一次成功实践。按自治

区统一部署，新疆各地出台实施防

返贫动态管理和帮扶机制相关措

施，重点加强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

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的监测

帮扶，扎牢防返贫底线。

——底线的硬核防守得益于乡

村基础设施极大改善

为了铭记曾经的日子，阿依孜

巴的父亲阿卜力米提·乃木图拉自

发建起了“农民博物馆”，摆放在庭

院屋内的老式农具、木质车轮、生活

用品与他如今殷实的家形成了鲜明

对比。

阿卜力米提的父亲告诉他，对

过去贫苦的日子刻骨铭心，寒冬腊

月最是难熬，泥巴房子四处漏风，手

脸冻得通红，全家人只能围坐在土

炕上。

如今，富民安居房宽敞明亮，电

暖气温暖环保，院里种菜种果，屋后

鸡羊满圈。“现在村里通了柏油路，

游客越来越多。”阿卜力米提说，“以

前都不敢想的‘农民博物馆’也建成

了！”

放眼望去，环绕塔克拉玛干沙

漠一圈的铁路不久将全线通车，南

疆天然气利民工程顺利推进，数百

万户百姓告别拾柴取火……出行

难、用电难、用水难、通信难等长期

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瓶颈被一一破

解。

——底线的硬核防守得益于公

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走进每个乡镇，时常可以听到

小学里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乡村

扶贫车间机器的轰鸣声，各族群众

家中的欢笑声……

这些声音的背后，是新疆各地

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

服务水平大幅提升。

“学校、医院、工厂等，都建在了

家门口。”新疆莎车县恰热克镇居民

艾拉汗·吐尔孙说，她的孩子在镇上

上学，丈夫也在镇里打工，一家人收

入稳定且幸福。在恰热克镇，现有

200多户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增

收。

昆仑山巍峨矗立，但山里山外

已换了人间。千万各族群众摆脱贫

困、夯实脱贫成果，在乡村振兴路上

大步前行。

寻振兴之路 特色产业在
升级

“去年我家 16 亩核桃又是丰

收，收购价格我一点不担心。”在“中

国核桃之乡”新疆喀什叶城县依提

木孔乡，农民吐拉尼萨·阿布力米提

笑着说。

她的乐观源自当地龙头企业新

疆美嘉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的核桃订

单。提供核桃加工原料的同时，她

还是公司的一名员工，“即使我不种

核桃，每月还有2300元的工资。”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

2021年以来，新疆乡村产业提

质升级，昔日传统种植养殖被一批

高质量发展的特色产业取代，现代

化生产管理越来越普遍，一二三产

业加速融合，壮大的乡村产业正成

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吐拉尼萨所在的叶城县，2021

年核桃种植面积58万亩，年产核桃

12 万吨，是当地传统的主导产业、

富民产业。

如今，叶城县已形成“县有龙头

企业、乡有种植基地、村有合作社”

的产业发展格局，全县建有40多个

“乡村车间”，吸纳3000多名农村富

余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农民的钱

袋子一年比一年鼓。

与核桃的故事一样，阿克苏苹

果、库尔勒香梨、吐鲁番葡萄……环

绕塔里木盆地的瓜果特产同样在提

质增效。

发展得好的，已经能够打通一

二三产业，做到特色种植、精细加

工、乡村旅游相结合。新疆奇台县

腰站子村便是一例。

由农民转型成企业挂面车间主

任的村民王加奎，祖辈一直种小麦，

他现在负责监管车间生产整个流

程。“每月固定工资6000元，手里有

了钱，幸福感满满。”王加奎说，这还

不包括村里合作社的分红。

与此同时，腰站子农耕文化旅

游也正逐步发展起来。走在柏油村

道上，农家内外干净整洁，村头的农

耕文化广场立着许多造型别致的稻

草人，既传播当地的农耕文化，又吸

引游客们流连驻足。

靠着小麦延伸的产业链，腰站

子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现有

居民 443 户，2020 年人均纯收入达

到24180元。

畜牧业是新疆传统基础产业和

优势产业，近年来，新疆提出加快推

进畜牧大区迈向畜牧强区，在一批

龙头企业的带动下，产业集群正在

形成。

“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

这是人们对戈壁滩的固有印象。

但走进建在戈壁上的墨玉县现代

农业产业园，人们都会惊诧于眼

前的景象——新疆美比特食品有

限公司日加工量达 20 万只肉鸡，

140 辆冷链物流车满负荷运转；不

远处的新疆万丰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年加工能力 300 万只肉羊，打造了

繁育、养殖、屠宰、销售全产业链。

兴一项产业，惠一方百姓。

眼下，一座座产业园正在天山

南北兴起，一箱箱特色产品“飞”向

全国，一处处优美风景吸引八方游

客来“打卡”……新疆各地因地制宜

发展的特色产业，正在汇聚合力，握

指成拳，有力助推乡村振兴。

绘振兴蓝图 大漠小村显
活力

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达里雅布

依乡新村年龄只有“两岁”，是易地

扶贫搬迁工程实施后诞生的一个新

村。过去的村庄远离县城、深入沙

漠腹地 200 多公里，不通路，不通

水，不通大电网，被称为“最后的沙

漠部落”。

“搬迁出来老村怎么办？”新的

搬迁点距离县城只有90公里，但很

长一段时间，这样的疑问一直萦绕

在达里雅布依乡党委书记贾存鹏的

脑海中。

百姓的钱袋子要鼓起来，但不

仅要让钱袋子鼓起来。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文

化繁荣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我们决定保留老村原貌，最大

限度保护老村历史文化和自然景

观，让村民望得见笆子房、看得见手

压井、记得住乡愁，并适度发展畜牧

养殖和旅游业，同时在新的搬迁点

大胆发展现代种植养殖。”贾存鹏

说。

如今，村里种的大芸已经采挖，

畜牧养殖合作社羊存栏数已达2万

只，从事旅游相关的农牧民超过30

人。

同时，新的搬迁点四周已被绿

色环绕：新种的小胡杨、2020 年种

植的数千亩梭梭林与蜿蜒而下的克

里雅河一起，成为黄色沙海中让人

眼前一亮的景致。

曾经的“沙漠孤村”正走出一条

绿色发展、生态宜居的乡村振兴之

路。

迅速提升的经济条件，加上生

态宜居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多的青

年乐于耕耘在乡土之间。

31岁的吐逊马木提·依明2019

年从大山里搬迁到叶城县阿克塔什

镇，原是牧民的他开始学习蔬菜种

植技术。去年 7 月，他以每座每年

5000 元的价格承包了 7 座大棚，其

中4座种植西红柿、3座种植西瓜、

甜瓜和反季蔬菜。

“前两天刚把又一茬西红柿拿

去卖，我的年收入超过5万元，今年

要再承包 3 个大棚。”吐逊马木提

说，搬迁后，村里定期举办各种培

训，只要努力就肯定能致富。

如今，阿克塔什镇建起种植养

殖基地、乡村车间、沿街商铺、农贸

市场，生活生产条件不断完善。

2018年起搬来的1.4万名农牧民在

此安居乐业，有志青年们正大展拳

脚。

今日新疆各族群众，正接续奋

斗，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断努力。

（参与采写：宿传义）

新华社乌鲁木齐1月11日电

新华社记者 顾煜 熊聪茹 许晟

大 漠 小 村 谱 新 篇
——聆听新疆乡村振兴脉动新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