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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援疆指挥部

倾情援疆 绘就湖柯携手大美画卷

立春的脚步刚至，美丽的柯坪奏响了“春之曲”：红沙河流水潺潺，蜿
蜒而下，承载着历史的沧桑；茫茫戈壁传来清脆的驼铃声，一个个援疆项目，
一件件惠民实事，激活着这片热土；柯坪县城内，街头巷尾洋溢着商业与生活的气
息，南疆的这座县城苏醒、发展、生机勃勃……

这幅美丽的景象，寄托了5.4万柯坪人民与湖州援疆干部人才的殷切期待。三年
来，湖州市第十批援疆干部人才在红沙河边的柯坪，用心、用情书写着“舍家报国 倾情援
疆”的家国情怀，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数字为证，三年来，湖州共实施援疆项目80个，总资金34659万元，其中智力支援类项
目14个，产业支援类项目25个，民生保障类项目16个，文化教育类项目16个。

排名为证，2020年，柯坪县实现国家级贫困县摘帽并通过国考验收；2021年，甩掉财政
收入全疆县（市）排名倒数第一的帽子；2022年，完成地方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招商引
资到位资金、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地区内县（市）第一；湖州市援
疆指挥部被评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感受为证，援疆干部说：“我把心安在了柯坪，这里的建设凝聚了我的汗水。”
维吾尔族同胞说：“柯坪不再是以前的柯坪了，我们觉得骄傲。”这座城市，也
在展示着自己的新貌：大道通衢、楼宇林立、项目连片、产业兴盛……她
似乎在说:感谢你们的到来，让柯坪变得美丽、富裕!

新疆阿克苏地区柯坪县素有“骆驼之乡”美誉，截
至2019年底，柯坪县养殖骆驼近万峰，骆驼养殖户约
130户。但是县内骆驼养殖模式以传统散养为主，出
售幼驼和驼肉为牧民主要收益，零星有鲜驼奶出售，骆
驼养殖未形成规模化产业，牧民增产增收缓慢。

第十批湖州市援疆指挥部进疆之后，以大量基层
调研和实地考察为基础，提出实施“羊驼富民”工程，围
绕羊和骆驼两个最有潜力产业化的领域做好乡村振兴
文章，将发展羊产业、骆驼产业作为培育柯坪县地方特
色产业和增加牧民收入的重要举措，在资金投入、项目
招引、国企培育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骆驼产业积极
出台惠民政策和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实行保护性收购
奶价制度，每公斤鲜奶价达30元，大大激发了农牧民
饲养骆驼的积极性。目前，柯坪县已引进驼奶生产企
业2家，建成骆驼规模养殖基地2个，培育骆驼养殖户
245户，骆驼养殖规模增至 3万峰，占全国骆驼养殖量
的近6.5%，骆驼产业年产值1.6亿元。

湖羊早已唱响援疆出塞曲，湖州市援疆指挥部积极
发挥“湖州湖羊”“柯坪羊肉”两大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优势，从建立完善“种羊龙头企业+规模养殖大户+家庭
养殖户”的三级湖羊养殖体系，招引美欣达集团和长兴
牧源两家企业落地柯坪，全力助推“柯坪湖羊产业园”建
设，到打造“全疆最大的湖羊繁育基地”，完成羊产业全
产业链建设，柯坪县的湖羊产业得到飞跃式发展。

兴一项产业，惠一方百姓。如今的柯坪，优质产
业如沐春雨，发展壮大。

柯坪县域内古遗址有47处，其中国家级2处、
自治区级6处，大多为汉唐时期遗址，齐兰古城、齐
兰烽燧、克斯勒塔格佛寺等国家级文保单位，极具旅
游开发价值。同时，各类地质遗迹点共159处，遗迹
类型丰富，拥有大湾沟、红沙漠、五彩钢锯岭、白驼
大峡谷等独特地质奇观，具备一定的开发潜力。但
是，柯坪县在2020年前没有3A级及以上景区，丰富
的旅游资源没有产业化，也没有为柯坪引来游客和带
来明显的经济效益。

第十批湖州市援疆指挥部入
疆以后，邀请浙江大学专家对齐
兰古城遗址进行数字化建模和新
建数字化博物馆，为创建4A级
景区创造条件；在杏花村景区建
成游客服务中心、一期 26 间民
宿、观景塔等，捐赠了5辆房车，
重点打造齐兰古城、杏花村、红沙漠
等景区，2021年成功创建3A景区4家。

产业援疆的振兴答卷

在玉斯屯喀什艾日克村，一个集红色教育、民族团
结、中华传统文化、法治教育及休闲娱乐、运动健身为
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广场目前已初见雏形。“文化广场还
在完善提升中，就已经被广场舞、麦西来甫、足球赛占
领，成为村民们茶余饭后最想去的地方。”该村第一书
记唐小丰指着这个占地面积35亩的大广场介绍说。

三年来，湖州援疆在民生领域类投入援疆资金
3.1617亿元，占比援疆投入的91.22%。湖州助力柯
坪建成了县教育人才公寓、县妇幼保健院、政务服务

中心等一批惠及民生福祉、推动产业发展的项目，为
柯坪县乡村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2021年以来，湖州市援疆指挥部陆续投入援疆
资金1650万元，实施柯坪县医疗水平提升工程项
目，建设县妇幼保健院综合病房楼，完善儿科、妇产
科住院病房、学术报告厅及相关附属配套工程，提升
了柯坪县妇女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同时，投入援疆资金3100万元建设便民服务中
心和乡级文化服务中心，提升服务群众的水平，深

化“放管服”，不断优化办事创
业和营商环境。建设湖州新村，
投入援疆资金2000万元，建设
村活动中心、卫生室、警务
室、供水、排水绿化等附属配套
设施，总面积 4794 平方米，提
升推动基层治理高效、便捷，打
造农民满意、宜居舒适的乡村振兴
示范村。

民生福祉的美丽画卷

“咱们可以引进恰玛古酱菜、咸菜等加工企业，
尽快打开疆外市场。”去年11月 2日至5日，柯坪
县委副书记、教育工委书记、湖州市援疆指挥部
党委书记、指挥长滕辉带队赴柯坪县阿恰勒镇其
兰村、幸福村、吐拉村等 9个村 （社） 调研乡村
振兴工作，对阿恰勒镇传统单一的种植模式提出
了想法。

走村入户听民生、解民盼，湖州援疆干部人才
以实干争先推动乡村振兴。除了一把手下沉，在柯
坪县级部门（单位）任职的6名科级援疆干部、4名
人才领队，于 2020年 6月开始下沉驻点 7个行政
村、3个社区，柔性挂职村社党组织副书记。在角
色定位上，区别于专职驻村的第一书记。根据受援
地需要，一般对派驻村“三年一调整”，与援疆期限
相适应，科级干部“三年一轮岗”、人才领队“一年
半一轮岗”。

锤炼干部人才的战斗力，为援疆扎下厚实根基。
据悉，湖州市援疆指挥部以党建为引领，全面落实党
委集中议事制度、组织生活制度、理论中心组学习制
度，深入开展党史学教活动，教育引导干部人才不断
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决破
除“优越感”和“过客感”，使全体援疆干部人才始终
在集体生活团结互助浓厚氛围中保持高昂的精神状态。

去年年底，湖州市第十批第二期22名援疆教师
圆满完成援疆支教，在对口支援阿克苏地区柯坪县工
作中表现优秀、成绩突出，被中共阿克苏地区委员
会、阿克苏地区行政公署授予“优秀援疆教师”称
号。自2021年9月4日进疆以来，22名援疆教师结
对帮带132位本地年轻教师徒弟，累计组织集体备课

224场次，累计培训本地教师5000余人次。
为帮助柯坪建设“带不走的人才队伍”，湖州市

援疆指挥部深入实施“人才领航”工程，常态化开展
送教下乡、“医疗大巴扎”等活动：通过“师徒结
对”“上示范课”“空中课堂”等方式对当地教师进行
传帮带；多名援疆医生通过微课堂、手术实操、病
例研讨等方式，将自己的医疗知识、临床经验、诊
疗思路传授给当地年轻医生；帮助县人民医院新设
立病理科和手术（麻醉）科，牵头吴兴区人民医院
无偿开展CT远程诊疗服务……

干部人才的实干新卷

2021年7月，新疆阿克苏地区柯坪县
13所中小学的30名学生满怀期待来到湖
州。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德清莫干
山、龙之梦动物世界……一个个湖州景点
让柯坪学生流连忘返，两地学生在互动交
流中结下了真挚的友谊。

“希望我们永远是好朋友。”柯坪县
湖州小学五年级学生夏懿丹·艾海提江
和长兴县第一小学学生高晨钰成为了好
朋友，两人在心愿卡上都写下了同一句
话。“以后我要邀请她去柯坪的红沙漠

玩。”夏懿丹说。
2020年以来，湖州市援疆指
挥部立足湖柯地域文化特
色，实施“文化驼铃”工
程，通过“文化走亲”
推动援受双方文化交流
和协同共进，突出“跨
地域、多文化、云交
流、青少年”四大特
色，主体鲜明、亮点
纷呈、成果丰硕，进一
步深化民族团结，推进

融合发展。
三年来，湖州与柯坪组

织开展各类“文化走亲”210余场，参与
演 出 的 文 艺 节 目 （展 览） 350 余 个
（次），参与人员1000余人次，观众2

万余人次。“文化走亲”活动，让文
化在“走亲串门”中浸润援受双方
百姓心间，让两地人民越走越亲。

每逢春节、元宵等节日，一道
道文化大餐，一系列接地气、有
生气的主题活动，让两地居民心
更近、情更深。1198个湖州市学
生家庭和1200个柯坪县学生家庭
全员在两地掀起“小手拉大手”，一

起读课文、学诗词、诵经典的热潮；
“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广

泛营造说普通话、写书法、颂经典的浓厚氛
围；牵线浙江京昆艺术中心、小百花越剧院、湖

州市文广旅局，将各种戏曲名篇送进校园。

“关山万里别故乡，饮风霜，餐饼馕。三载援
疆，撸袖兴我邦。梦萦丝路驼铃响，江南望，凯歌
扬。”

这是一位第十批援疆干部的一首诗词。正如词
中所写，这支74人的援疆队伍，从三年前的“别故
乡，饮风霜，餐饼馕”，到如今的“驼铃响，江南
望，凯歌扬”。只因梦想不熄、志愿不悔，他们在舍
家报国、倾情援疆的征程上慎终如始，绘就了一幅
湖州与柯坪携手并进、奔向富裕的大美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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