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换届心路】新岗位 新作为

中央政治局委员、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同志指出，“对新疆各族人民来说，民

族团结就像阳光、空气一样，每个人都离不开。” 在新疆这个美丽家园里，汉、维吾

尔、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满、锡伯、达斡尔、俄罗斯、塔塔尔等众多民族

相生相依，不分你我，守望相助，成就了水乳相融的情谊，这些离不开各族基层干部

默默无闻的真情付出，他们引领示范，带头冲破心理隔阂；他们率先垂范，坚决维护

民族团结生命线，让民族团结的阳光更明媚，让心灵交融的空气更纯净，让各族群众

如石榴籽般抱得更紧。

在乡镇换届工作中，一大批民族团结意识强，立党为公，为民谋利的干部受到

褒奖和重用，一些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不力、维护民族团结不诚的干部被排除在外，充

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20”字、民族地区“三个特别”好干部标准及新疆特色好干部“四

强”“三力”要求。本期我们聚焦这些基层的民族团结带头人，看他们如何用一个个“微行

动”积沙成塔，以发展促进团结、以团结保障发展；如何在与各族群众共担风雨中实现

人生价值，赢得组织和群众认可；如何在新岗位上引领各族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通过促进民族团结落实自治区党委治疆方略新实践。

做一个新疆的“儿子娃娃”

2016-08-15新疆访惠聚

javascript:void(0);


（沙雅县盖孜库木乡党委委员  黄力）

黄力和孩子们在一起。

2014年7月，我怀揣着对“天山雪松、沙漠胡杨”的美丽向往，毅然告别亲朋好友、

离别家乡岳阳，踏上开往新疆的列车，成为内地高校优秀毕业生赴南疆基层工作队伍中



的一员。

初到乡里的三个月，看到艰苦的环境、落后的面貌，心情一下子跌落到谷底，这时

的我动摇过、彷徨过，但想起春贤书记“坚定选择、不忘初心，在南疆放飞梦想”的勉

励，想起那些把青春和子孙献给新疆的前辈，想起新疆各级党委和乡亲们都把我们当成

宝，我的信心决心又变得坚定起来。

作为一个骨子里都浸润着地气的农村孩子，我意识到与其畏手畏脚被动适应，不如

壮起胆去请教、去摸索，敞开心扉主动融入。从《新疆地方史》的学习中，我转变了最

初对新疆的懵懂认知，拉近了我和这片热土的距离。从《维吾尔语基础会话500句》的

运用中，我明白了语言的互通是增进心灵交融最好的桥梁，拉近了我和当地群众的距

离。在交流、交往中，不知不觉间开始喜欢这里、适应这里，我已不再是“特殊人”。

艾合买提·依明是我联系的贫困户，我帮助他发展特色养殖，他教我维吾尔语，他约

我到家里吃饭，我请他“下馆子”喝啤酒，我们相互到对方家里吃饭聊天，互赠礼物、互

相尊重，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使远在异乡的我不再孤独。这仅是在乡镇工作生

活的一个缩影，从初时和少数民族同志共同维稳值班、共同抗洪救灾、共同走访调研结

下的民族谊，到与他们同一个杯子喝酒、同一张毯子睡觉，耕深的民族情，我知道，我

的心已经在塔里木河畔扎下了根。

麦迪妮是我的民汉结对帮扶对子，父母离异，母亲改嫁后，一直与外婆一起生活。

初见麦迪妮时，她很紧张，怕见生人，问她叫什么名字？家在哪？几岁了？都是默不作

声。后来，我又带着学习用品、生活用品去看了她很多次，去的多了，她会牵着我的

手，喊着叔叔，和我聊天。最让我感到暖心的是，去年春节，她专门给我打电话拜年，

听着她稚嫩的声音，当时我眼睛一酸，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

古丽的父亲因为违法被收押，在帮助她填报高考志愿时，我积极鼓励她去内地上

学，多长些见识、多学些知识，回来改变家乡落后的面貌。得知她家里比较困难，我多

方协调帮助她解决了3000元的学费，如今，她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打来电话，像家人一样

和我诉说遇到的困惑和分享她成长进步的喜悦。

一年多来，我尽心学习、尽力工作、尽情融入，一点付出收获百倍回报，成了同事

认可的新疆人，老乡嘴里的“好巴郎”。每当看到干部群众对我竖起的大拇指，听到小麦

迪妮用稚嫩的声音喊着叔叔，分享着古丽的成长进步，我真切地感受到我已属于这里，

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在这片土地上发光发热。

今年换届，我被选为乡党委委员，这是群众对我的认可、组织对我的信任，更是需

要扛起的责任。不少来疆大学生和校友得知我当选乡党委委员的消息后，纷纷给我打电

话、微信留言：“黄力，咱们来疆大学生要一起‘长面子’，不能有一个‘掉链子’”“黄力我要

像你一样给力”“新疆这么重视人才，我毕业后也想去”。

心中有方向，行动才有力量，我相信有这么好的政策、这样多的支持，自己在新的

工作岗位上，会像大漠胡杨一样扎根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大舞台上奉献青春、施展拳脚，



实现从“湖南伢子”向“儿子娃娃”的转变，努力做一个地地道道的“本地人”，在这条路上一

直走下去……

当好民族团结的“混凝土”

（阜康市九运街镇六运中心村党支部书记  阿不拉·米牙孜）

阿不拉·米牙孜的手机号几乎人人都知道。

阜康市九运街镇六运中心村是一个汉族聚居村，汉族群众占到了90%。这个生我养

我的小村子距离镇区2公里，紧邻216国道和303省道，交通优势便利，设施农业起步较

早，却始终没有形成规模。2008年，复员在外经商多年事业小有所成的我，在组织的支

持和乡亲们增收致富的期盼下，开始担任六运中心村村党支部书记。

上任伊始，我牵头与乌鲁木齐一家投资商签订协议，采取土地流转的模式，在村里

建起了216座高标准温室大棚，村民一方面可以参与入股分红，另一方面还可以到企业

管理大棚打工挣钱。仅此一项，村民年人均增收1200多元。随后，村民又自发建起了

120座温室大棚发展设施农业，今年村里还计划建设一个融观光旅游采摘于一体的采摘



园。如今，六运中心村大棚面积已扩大到600亩，占全镇的半壁江山，以大棚蔬菜为主

的特色效益农业已形成规模。

一些农民在发展效益农业的同时，拓宽思路开始发展养殖业，村民蔺自成就是其中

一位。2009年，由于场地受限，发展牲畜养殖的蔺自成遇到生产瓶颈，了解这个情况

后，我亲自带着他到有关部门争取项目、办理手续，蔺自成的养殖场规模逐渐扩大，现

在年产值近200万元。事后，蔺自成跟我讲，“阿书记，你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你把我

们村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比亲人还亲。”我拍着他的肩膀说，“只要一门心思致富奔小

康，任何人任何时候我都支持。”

在全村党员群众的共同支持和努力下，六运中心村人均收入由2008年的6500元提

高到了去年的13500元，2015年，还被自治区评为“民族团结先进集体”、昌吉州先进基

层党组织和市级“五个好”党组织等荣誉称号，我也获得了昌吉州优秀共产党员、民族团

结进步先进个人、“感动阜康”人物等荣誉称号。

今年4月组织把我选进乡镇领导班子中，作为一名普通的村干部，做梦也没想到自己

会成为乡干部，从心底来讲，我觉得自己只是做了村干部应该做的工作，但组织给了我

这么大的荣誉，这么重要的岗位，这是对我和全市村干部的褒奖和鞭策。镇上其他村的

书记、主任都给我打电话祝贺，“阿不拉你成了乡镇领导干部，这是市委给咱们全镇村干

部发的一块大奖牌，我们知道这个事后，都觉得脸上有光、身上长劲，前面亮堂堂

的。”“阿不拉，组织上对你过去的工作给足了面子，今后要继续给咱们村干部长面子，

不能掉链子。”村干部们真挚喜悦的祝福，让我既感受到压力又增添了动力。

作为一名汉族群众聚居村的维吾尔族书记，8年的工作使我深切体会到，乡村干部是

大家不是小家的服务员，是各族的不是某族的“卡德尔”，肚子里要挂杆不歪的秤，手里

要端碗不洒的水，这样才能真正成为民族团结大楼不失效的“混凝土”，全面小康大道不

下路的“领头羊”。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倍加珍惜组织和乡亲们的信任，像以前一样努

力，比以前干得更好。

甘当民族团结的“领头雁”

（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乡党委书记  阿不都努尔·阿不都拉）



 阿不都努尔·阿不都拉的“全家福”。

我是土生土长的克孜勒苏人，克孜勒苏意为红色的河水，就如同固边坚守的克州人

身上的血液，红代表着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诚忠心。

2007年，我作为林业科技特派员到阿合奇县苏木塔什乡工作，从机关到乡镇，参加

工作12年来，我第一次真真正正把根扎进了农村。克州被称为万山之州，山地占全州总

面积的90%以上。阿合奇县如同克州的缩影，境内群山起伏，高峰林立，莽莽冰山雪

岭，潇潇风霜暴雪。苏木塔什乡群众多是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为了尽快熟悉情况，我和

综治干事胡伟用了35天的时间对全乡大小16个牧业点逐一走访，摩托车上不去的地方，

我们就借老乡的马上山。

一个月后回到乡里，乡党委书记郑守信看着脸黑、眼红，皮肤粗糙，嘴唇发紫的我

俩，连连点头，“像个儿子娃娃，吃得了苦，扛得了难！”就这样，在聚“村头”、进“地

头”、坐“炕头”的过程中，我了解了群众疾苦，提高了群众工作能力，增强了党性，从内

到外融进了高山、融进了牧场、融进了群众。

克孜宫拜孜村是我的包联村，从河南新迁来的农户陈庭学准备办养殖场，但他的妻

子由于水土不服刚到阿合奇县就突发重病，住院花光了办养殖场的5万元，10岁女儿因

经济负担也辍学在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我拿出5000元钱送到陈庭学手上，让他先解

燃眉之急。并给他作担保、跑手续、办审批，帮他在农村信用社申请到了10万元的贷

款。陈庭学拿到贷款时，感动与惊喜溢于言表，“我一个汉族外地人走投无路时，没想到

给我帮助最大是柯族本地人。”增进各民族情感互信，就是要在群众困难的时候帮一把、

扶一程，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干部，更应该把民族团结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指甲和

肉分不开，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 

现在陈庭学的养殖场搞得红红火火，不仅在县城买了房子，还有了小汽车，女儿今

年刚参加完高考，还打电话请我帮忙参谋女儿的填报志愿。看着“穷亲戚”成了“富亲戚”，



日子越过越好，我感到很欣慰。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克州人，红色河水流淌的克孜勒苏是边土、是厚土，亦是热

土。这片热土上孕育了放羊牧边四十年的克里木，割肤救人血浓于水的吴登云，这是我

们克孜勒苏人的传承和命脉，更是共产党员的执念和追求。十几年的乡镇工作，我将铿

锵誓言化为实际行动，面对大是大非发声亮剑，面对矛盾挑战迎难而上，面对“三股势

力”坚决斗争，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守住了“魂”、固牢了“根”、绷紧了“弦”。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今年3月，我再次当选为库兰萨日克乡党委书记。恰逢全面推进

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民族团结进步年也同时开展，春贤书记要求“在解决深层次突出

问题中把民族团结大大向前推进一步”，这给我们新一届乡镇党委班子做好民族工作提出

了新的课题。

搞好民族团结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作为少数民族干部，

我们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有天然优势，作为少数民族乡镇党委书记，更要走在前面、率

先垂范，因为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干部看领导，下边看上边，一级在看一级。需

要我们党员领导干部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让各族群众在

共学、共居、共事、共乐中形成尊重差异、相互包容的共处理念，这样就能让各族群众

牢固树立起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精神相依、人心归

聚。

目前40000+人已关注加入我们

       

       



喜欢此内容的人还喜欢

【固本开新】阿克苏地区：今冬明春培
新疆访惠聚

【固本开新】阿克苏地区：今冬明春培训练强基层党员干部

javascript:vo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