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洒库木西力克——新疆农科院“访惠聚”驻村工作纪实

新疆农业科学院按照新疆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自2014年3月选派干部赴喀什疏

勒县库木西力克乡7村、9村、10村、15村开展“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驻村工作

（以下简称“访惠聚”驻村工作队），一干就是5年多。让我们走近这些工作在民族地

区的农业科技干部，走进农民家里…… 

情洒库木西力克

——新疆农科院“访惠聚”驻村工作纪实

夏树 刘秀峰 宋杰

新疆农科院驻村工作队总领队赵德提·阿不都哈德尔骑着电动三轮车，拉着记者去农民家采访。

个头不高，头发花白，高鼻梁，蓝眼睛。今年56岁的维吾尔族干部赵德提·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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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哈德尔，从新疆农科院副院长的岗位上，被选派到疏勒县库木西力克乡任“访惠
聚”工作队总领队兼7村第一书记，已经4年了。得知我们要到村里采访时，他戴上
鸭舌帽、穿上红色羽绒服，骑上三轮摩托车，拉着我们来到了村民艾麦提·伊斯马伊
力的家里。 

艾麦提·伊斯马伊力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的妻子是新疆农业科学院办公室
女干部姜婷婷的“维吾尔族亲戚”。2016年12月，姜婷婷随同新疆农科院结亲工作
队，首次从乌鲁木齐来到这里，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认亲活动。第一次到艾麦提
家，这位年轻的女干部惊呆了，破旧低矮的土墙房屋，没有窗户，没有门，房顶上
铺的是茅草。姜婷婷向这个刚刚结对的亲戚打听厕所在哪里？亲戚不好意思地用手
指向房子的后面，意思是屋后的空地就是她家的厕所。晚上，姜婷婷就住在这个亲
戚家里，因为没有门，吓得她一夜都没好好睡觉。

艾麦提·伊斯马伊力看到记者一行，走进他家的院子里，高兴地迎了出来。把我
们几个人让到他家吃饭的餐桌旁坐下，忙着去泡茶招待我们。这时，赵书记介绍了
他家的情况：艾麦提2016年到教育培训中心学习，他的爱人图尔荪古丽·库杜斯一
人，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在家里生活，因为缺乏劳动力，家庭收入很低，是村里典
型的特困户。

工作队入户核实情况后，针对他家的实际情况，制定帮扶方案，首先把原来的
土坯房拆除，申请了富民安居房补贴，工作队把村里干部、党员、团员、工作队员
组成志愿服务队，帮助她家盖房子、建院墙、安装大门，新房建成后还安装了集成
吊顶，对房子内外墙进行了粉刷。姜婷婷一次捐款3000元，帮助新建厕所，还贴
了瓷砖，安装了抽水马桶和淋浴器。

艾麦提说：“我在培训中心学习2年多，拿到了泥瓦工上岗证，赵书记为解决我
家的困难，让我在村合作社工作，负责建菜窖、粉刷围墙等，妻子在村委会公益卫
生岗位，我们两人每月工资有2800元，再加上6亩地的土地流转收入和合作社年底
分红，3个孩子上学都是免费义务教育，中午吃饭也不要钱，生活慢慢好起来了。
这一切的变化，要感谢赵书记带领党派来的工作队给我家的帮助。”

赵书记听了艾麦提的感激之言，也很有感触：“我们开展精准扶贫，就要一户一
策，把党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只要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们多吃一点苦
不算什么！”

 

新疆农科院党委高度重视“访惠聚”驻村工作，精挑细选47名管理干部和科技人
员，长年驻扎在4个村，就连春节也不回乌鲁木齐，每个队都配了优秀的维族干

发挥科技特长，产业助力脱贫



员，长年驻扎在4个村，就连春节也不回乌鲁木齐，每个队都配了优秀的维族干
部。工作队成员中具有高级职称18人、博士9人、硕士10人。驻9村第一书记、粮
食作物所所长金平，这个达斡尔族的甘薯研究专家，和记者开玩笑说，“我这个本
科生是工作队里学历最低的。”

由于时差的原因，早上9点多钟，天才亮。10点多钟，我们在15村工作队的驻
地，和他们一起吃早饭。驻村第一书记、品种资源所所长徐麟，带我们参观队员们
自己腌制的各种泡菜，足足有十几个大玻璃瓶。走廊上挂着一面面农民送来的锦
旗。 

早饭后，徐麟把我们领到马路对面的设施农业园区。10栋温室大棚依次排
开，“5G物联网智慧大棚”的牌子映入我们的眼帘。队员们介绍说，大棚主要搞蔬
菜、葡萄、无花果、花卉的育苗，每到冬天驻村干部都会带领村里的育苗能手和贫
困户，到大棚里搞育苗，为开春农民发展庭院经济准备好种苗。

徐麟介绍说，2018年建成的2个温室大棚，已繁育蔬菜苗32万株，扦插葡萄5
万株，繁育特色花卉2万株，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开展现场育苗技能培训23
场，面对面、手把手向农民传授种植技术。2019年新建的8栋大棚，将建成集蔬
菜、花卉、果树为一体的大型繁育基地，每次育苗将达百万株以上，促进本村庭院
经济发展并辐射到周边乡镇，可以带动30多个贫困户脱贫。同时成立果蔬育苗合作
社，让育苗产业成为带动发展的新引擎。  

驻村工作队的背后，是新疆农科院强大的科技专家队伍，可以说随叫随到。徐
麟说，“除了本院的专家，我们还和其他兄弟省农业专家合作，把科研与扶贫结合
起来，首次从山西农科院引进羊肚菌种植技术，如果试种成功，经济效益特别高，
每公斤可产生800-1000元的收入。同时，还开展了哈密瓜栽培、黄菌菇种植等研
究。”

在9村，新建的果蔬烘干加工厂、颗粒饲料加工厂拔地而起，农机、农产品贮
藏保鲜加工合作社红红火火。每到一处，金平书记都非常详细地给我们介绍，依靠
科技助力农业产业，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做法。在参观好梦农产品贮藏加工合作社
时，金平说，“农业还是农民的老本行！人均耕地只有1.7亩，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充分利用农户庭院后面的空闲土地，发展‘1+N’模式庭院经济（‘1’代表无核白鸡心
葡萄，‘N’代表多种种植方式），累计整理庭院种植区315亩，实现每户4周葡萄、1
座拱棚、1畦菜地，按照规模化生产模式，让村民统一种植，订单收购，统一由合
作社进行深加工，保证农民在卖得出的同时，实现二次收益。”

天色有点阴沉。农民艾海提·阿不都瓦依提和妻子一起，正在地里忙着收恰玛古
（学名芜菁，一种维吾尔族喜爱的特色蔬菜），电动三轮车停在田埂上。看到我们
走来 他热情地用维语向我们打招呼 主动介绍收入情况：后院的1 5亩核桃地



走来，他热情地用维语向我们打招呼，主动介绍收入情况：后院的1.5亩核桃地，
春天套种双膜西瓜，卖了1500多元，西瓜收完后，又种了恰玛古，主要是自家吃
和送给亲戚朋友，核桃卖了1500元，一亩多地的庭院，一年就收入3000元，还解
决了吃菜问题，多亏了金书记和驻村工作队的技术指导。

在7村村委会副主任艾合买提·麦海提家里采访，他一上来就说：“赵书记带领工
作队，帮助村里成立了‘疏勒县玉鲜蔬菜鲜食玉米种植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48户
村民以土地入股，种植鲜食玉米、胡萝卜、大白菜、紫甘蓝，用项目资金建设蔬菜
保鲜库，让社员错季销售，增加很大一块收入，目前经营状况特别好，年底家家都
有分红，过去这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赵书记说：“我们在帮扶中，要培育一批这样的带头人，让他们组织农民成立合
作社，我们指导他们经营，走产业化发展路子。目的就是留下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
队。”

驻村工作队按照“稳粮、优棉、发展特色”的思路，打造“一村一品”种植基地，
发挥新疆农科院的品种、技术、人才优势，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7村村民艾合买
提·麦海提说：“工作队来了以后，村里的变化很大，村民穿的衣服也漂亮了，生活
条件也好了，还经常到巴扎买羊肉吃了。主要原因就是提升了农业产业效益。改良
棉花品种，一亩地就增产100多公斤，今年我家32亩棉花，收了9吨，卖了5万多块
钱。”

从地上、炕上到床上，外人眼里的一小步，却是南疆乡村的一大步。我们每到

一户农民家，听到最多的话就是：“土炕拆了，换成木板床，有了餐桌、椅子，厨

房配上了煤气灶，厕所贴了瓷砖，有了冲水马桶，我们农民也用上了热水器。”这

现代化农村生活的新画卷，缘于“倡导新风尚、树立新气象、建立新秩序”（以下

称“三新”）系列活动。 

倡导“三新”，让愚昧远离农民



拆掉土炕以后的农民板床

15村农民艾尼瓦尔·依米提今年41岁，家里有8口人，与父母一起生活，育有4
个女儿，两个女儿读高中，两个双胞胎女儿读初中，虽然都是女儿，但他没有旧思
想，鼓励女儿上学读书，用知识改变命运。他还非常自豪地跟我们说，两个上高中
的女儿，成绩特别优秀，一定能上很好的大学。

艾尼瓦尔·依米提特别能说，从一进他家门，到我们离开，他就一直说个不停。
后来一问才知道，他过去搞长途运输，到过内地好多个大城市。他热情地讲述家中
发生的变化：工作队来了以后，让我们改造庭院，把生活区、养殖区和种植区分
离，新建拱棚温室发展庭院经济，开展了“三新”活动。现在来看家里的样子，和以
前比变化太大了。原来房里又黑又脏，现在铺了地砖，墙面也粉刷了。原来睡觉都
在土炕上，现在换成了木板床。原来厨房在外面的墙角，现在搬到房间里还配了橱
柜，使用了煤气灶和抽油烟机。原来都是旱厕，现在移到了室内，墙面贴了瓷砖，
安了冲水马桶和电热水器，起夜也不要到外面去了。

艾尼瓦尔·依米提说，不是我一家变化大，村里变化都大。这真要感谢工作队，
他们把党的恩情带来了。2016年开展结亲活动，自己也有了乌鲁木齐的汉族亲戚
——新疆农科院农产品贮藏加工所党支部书记孔建军，每次亲戚过来，都指导我科
学种植，发展庭院特色经济，孔书记非常关心我家的生活，知道我父母有高血压
病，每次来都带一大包降压药，母亲年龄大了，走路不方便，就送来轮椅，这都是
孔书记自己掏钱给买的。他是县级干部，我是一个农民，他对我这样好，真让我们
全家都非常感动。

出门的时候，艾尼瓦尔·依米提拉着记者的手，久久不松。他说，做梦也没有想
到，在村里也能过上城市一样的生活，每天都可以洗热水澡，就连马桶刷也是工作
队送给我们的，帮我一家还修了这个桥，以前没想到的事情都发生了。



队送给我们的，帮我 家还修了这个桥，以前没想到的事情都发生了。

老党员阿不力孜·萨德尔，今年70岁，是15村的党员示范户，他家祖孙三代都
是共产党员，是一个红色家庭，在村里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支书。

他带我们参观他的家，一面鲜艳的党旗挂在正面的墙上，记者提出要在党旗前
跟他合个影，他显得特别高兴，还下意识地整了一下衣角。照完像他又带我们去地
里看看。他说，全村的土炕都拆了，改成木床了。我们这里的土炕，没有热气管
道，就是外面用砖头砌个墙，里面填上土，上面铺个毡子就睡在上面，跳蚤特别
多，现在换成木板床，既干净又舒服。

他说，工作队真正为老百姓办好事，以前村里还有不少土坯房，又黑又潮，现
在都住上砖混结构的富民安居房，既宽敞又明亮。

在老书记家羊圈旁，记者看到，羊耳朵上都打着标牌。他说，工作队来了以
后，老百姓的思想变化了。以前一天就吃一个馕，就去念经了，宗教极端思想非常
严重。开展去极端化教育，倡导现代文明生活，开展“三新”活动，我这个老党员，
感到特别高兴，感恩党和政府对我们民族地区的关心和帮助。

一进村民木合塔尔·亚森家，就被墙上“爱祖国、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巨
幅宣传画吸引了。这是驻15村第一书记徐麟为他乔迁新居，特地从乌鲁木齐订制
的，这也是工作队要求每位村民都必须做到的。

木合塔尔·亚森擅长木工、钳工等技术，依靠勤劳的双手改变生活，目前生活条
件比较富裕，正准备投资开一个农家乐。他说：“现在社会稳定了，生活好了，环
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感谢工作队的帮助。看到党为我们
农民做了那么多，我对党有了深刻的认识，知道共产党是为农民群众服务的，我一
直向往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能加入我感到很自豪，这也是我最大的梦想。”记者
当即表示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这也是新疆农

科院“访惠聚”驻村工作队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任务。

工作队把“扶智”作为重要工程来抓，激发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改变他们“只

有这一生受穷，下辈子才能进天堂”的错误想法。9村第一书记金平介绍：“我们开

展扶智工程，落实教育扶贫政策，实现从幼儿园到大学帮扶全覆盖，防止因贫辍

学、因学致贫返贫的问题，确保适龄儿童100%入学率。营造尊师重教好风尚，9村

在校大学生由 年以前 足 人 到 年增加 人 年 今累计为

转变观念，激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校大学生由2014年以前不足10人，到2019年增加至74人，2014年至今累计为

考入大学的学生发放生活补助、奖学金、助学金等30余万元。”

当地维吾尔族农民家里的感恩墙

疏勒县副县长唐炜琦说，通过这几年做思想工作，老百姓的观念发生了转变，
过去认为上学没有用，现在都支持和鼓励孩子上学。9村农民艾海提·阿不都瓦依提
的女儿考入新疆师范大学，他高兴得不得了，逢人就说“知道吧，我女儿到乌鲁木
齐上大学了！”



齐上大学了！

驻村工作队建立奖学金制度，只要考上大学，都要进行奖励，还给家长戴大红
花进行表彰，召开隆重的欢送会。通过抓教育，开办夜校，倡导社会新风尚，鼓励
农民用知识武装自己，用知识改变命运，学文化、学科技，为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
做贡献。

工作队打造文化广场，让维族群众把能歌善舞的特长发挥出来，培养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在15村香妃驿站（音乐广场）参观时，工作队员介绍说，依托田园综合
体项目，着力提升村容村貌，打造4个主题广场：脱贫攻坚广场、香妃驿站（音乐
广场）、健康运动广场和民族团结一家亲广场（儿童乐园）。开展文体活动，尤其
是民族团结一家亲广场，每次乌鲁木齐的亲戚过来，村民在广场上把拿手的烤肉、
抓饭、烤包子等美食做出来，让亲戚们品尝，强化了亲戚之间的交流，促进了消
费，也增加了农民收入。

通过勤劳摆脱贫困，激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9村农民纳斯普古丽·托合提，是
养蜂专业户，家里有86个蜂箱，每年纯收入4万多元，她的儿子负责养蜂。我们见
到了这个帅小伙，问他什么时候结婚时，他很腼腆地说：“等再多挣点钱，买上小
轿车以后再结婚。”陪同我们采访的金平书记说，一个农村小伙对自己今后的美好
生活，已经有了明确的设想，只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幸福生活一定会到来。

59岁穆萨·太外库力2014年被确定为贫困户，2016年实现脱贫。食品营养专业
博士、驻10村第一书记、农产品贮藏加工所所长张平说，他们一家人都勤劳肯干，
通过发展养殖业、搞运输，还销售煤炭，目前全家人均年收入1.3万元。

知道我们要到他家里做客，一家人正在做南瓜羊肉馅的薄皮包子，受到气氛感
染，记者也过去同她们一起包包子，虽然外形包得不好看，还是受到了维族兄弟的
称赞。他拿出一个本子让我们看他写的文章：“非常感恩党的好政策，为我们派来
了驻村工作队，把原来的土路修成柏油路，安装了路灯，盖了富民安居房，原来的
土渠改造成防渗渠，我们的生活比以前好了很多。”我们一行人都称赞他写得好，
他特别高兴。

告别了穆萨·太外库力一家，我们沿着干净的水泥路向前走，路边的防渗渠里流
水潺潺。来到热合曼·米吉提家门口，他热情地迎上来同我们握手。他今年56岁，
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走道上放了十几盆绿植，是村委会评出的“最美庭院”。热合
曼·米吉提说：“非常感谢你们能到家里来看我，现在我们家生活条件好了。张平书
记带领工作队干了很多工作，也对我们进行了思想教育，过去我们认为贫困是‘胡
大’安排的，现在脑子开窍了，只要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
好的。”



就在大家聊得热乎的时候，刚刚走访的热合曼·米吉提的爱人端了一碗煮好的鸡
蛋，他儿子跟在后面，把刚出笼的薄皮包子送来让我们品尝。张平书记说：“乡亲
们发自内心的感恩，不管去哪一家，他们都会准备手抓饭、煮羊肉，让客人品尝，
打破极端宗教对他们的束缚之后，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有了对美好生活强烈的向
往。”

记者在热合曼·米吉提家采访后合影

新疆农科院“访惠聚”驻村工作队，围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精准
扶贫等重点工作，发挥农业科技优势，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切实改变农民的思想观
念，用科学技术对冲愚昧，用科学技术战胜贫困，用科学技术引导农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让广大维吾尔族农民过上了坐有凳、睡有床、吃饭有餐桌，厨房亮堂堂、
厕所有下水、房间暖洋洋的现代农村生活，村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库木西力克乡党委书记张长庆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新疆农科院自2014年开
展“访惠聚”驻村工作以来，和乡党委紧密配合，全心全意开展帮扶工作，村容村貌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产业得到长足发展，村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社
会稳定和谐。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驻村队员们一茬接着一茬干，7村第一书记
赵德提作为一个副厅级领导干部，已经连续驻村4年，平时不能回去，正常休假也
不能保证。10村第一书记张平，90多岁的老父亲去世，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9村



Read more

喜欢此内容的人还喜欢

第一书记金平，驻村3年仅在女儿结婚、女儿生小孩、外孙1周岁生日等时间匆匆回
家团聚过。这些驻村干部为了南疆维吾尔族农民的幸福生活，舍小家为大家，远离
亲人，来到农村开展“访惠聚”驻村工作，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了突出的贡
献，他们是可敬可爱的人。

来源：中国农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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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 督促查处肉羊养殖
微观三农

别光跑步了，每天 10 分钟做这件事，脂肪
Lady美人日记

别再排队等爆款了，这些便宜好看de球鞋
NikkiMin

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 督促查处肉羊养殖违禁使用“瘦肉精”行为

别光跑步了，每天 10 分钟做这件事，脂肪唰唰掉

别再排队等爆款了，这些便宜好看de球鞋不香吗？

http://www.crnews.net/xwn/tg/127127_20191125030824.html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