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什代尔村我来了——“访惠聚”活动住村日记

在我们新疆叶城县萨依巴格乡有一个美丽的而多年来又深受极端宗教思想影响的村叫巴什代尔村，经过去年一年我局“访汇聚”工作组的住村工作，

现在这个村各方面情况如何呢？2016年2月25日我有幸作为有色地勘局第三批“访惠聚”工作组成员进驻了该村，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访惠聚”工作。

2月25日早晨11点我们工作组一行10人分乘两辆车从喀什驱车向300公里外的萨依巴格乡出发了，中午3点左右我们进入了叶城县萨依巴格乡地界，

萨依巴格乡是叶城县重点维稳乡，全乡流动人口多、宗教氛围浓厚、非法宗教活动多。全乡有65座清真寺，2016年前两月便收押押9人，敌社情复杂。该

乡有21个行政村，91个村民小组，共6183户24465人。2015年人均收入11625元。全乡核桃5万亩，年产量1200吨，产业经济单一，70%经济收入是

核桃，号称核桃之乡，我们入住的巴什代尔村有690亩地基本种植的都是核桃，核桃是该村主要经济来源。
进入萨依巴格乡后这里的核桃种植面积和规模让我大开眼界，果然不愧是核桃之乡，透过车窗望去路两边印入眼帘的是一片片整齐的核桃林，因为这

里纬度比较低，目前温度要比同期乌鲁木齐高出10多度，我们乌鲁木齐还在冰天雪地之中而这里已是冰雪初融充满了早春的信息，虽然核桃树还是光秃
秃的叶子尚未发芽，但地里已大面积出现了冬小麦发芽的迹象，一片片的嫩绿色显得很有生机和活力。这里的村为便于记忆都有一个阿拉伯数字的简称，

我们巴什代尔村也叫21村，乡村公路边的农户住的全都是一层砖混结构的房屋，乡政府给每个村在路边的房屋统一用彩色的涂料进行了粉刷显得非常醒
目和整洁，这些房屋一户连着一户象一堵堵彩色的城墙，经过一条条红色的“城墙”后，突然出现了一条绿色的“城墙”，工作组驾驶员艾孜买提师傅

（2015年住村今年继续住村组员）告诉我们21村到了，我赶紧定睛仔细观望，只见绿色的“城墙”中村民的房门就像一个个的城门洞，它们有些敞开
着，有些关闭着，开着的门洞中不时有年迈的老者、妇女、儿童从门洞中走出，或在温暖的阳光下晒着太阳、或在屋前三三两两交谈着什么、或在屋前玩

耍，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宁静、祥和，这里便是我即将工作和生活一年的地方吗？正当我沉浸在天马行空般的思绪中，突然听到张书记说到：“前面那个路

上拉着横幅的地方便是我们村委会了”，我朝路前方望去大概100多米处果然有一条在马路上方悬挂的红色横幅，横幅下似乎有很多人，他们是什么人，

在干什么呢？正当我在疑惑中，我们的车来到了横幅处，熙熙攘攘的人群原来是21村的村干部和村民，他们正列队在村委会大院的主干道两侧迎接我们

工作组的到来，21村居住着289户1237人，全部都是维吾尔族，基本都不会汉语，配备了6名村干部，知道我们今天来，村民们早早的便在村支书的带领
下等候在村委会大门口了，看见热情的村民们，我们在张书记带领下纷纷下车激动的与村民们握手致意，并用维吾尔语向他们表达着我们的问候。看着他

们朴素的充满泥土气息的着装，握着他们一双双布满老茧的双手，面对他们对我们友好、期待的目光，我深切的感受到了我们此次住村工作的责任和使

命，这些淳朴、憨厚的穆斯林农民兄弟，他们渴望美好的生活、渴望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渴望能感受到现代文化及科技成果所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发展。

可是暴恐和贫穷象两把枷锁紧紧束缚和制约了这个沙漠边缘美丽的小乡村发展的脚步。

为维护新疆稳定，实现新疆的长治久安，21村的父老乡亲们，我们来了，我们“访惠聚”工作组将抱定“上山下乡只为民、不见村富誓不还”的信
念，用我们的真心、真情、真干与你们共同劳动、工作、学习、生活，只有努力才会改变，只要努力就会改变，我们将在县乡政府的统一部署下，与你们

勠力同心、共谋发展，我坚信一年后我们的巴什代尔村一定会更加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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