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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输血”为“造血”
助力打造现代产业体系

在和田市产业园区一家纺织企业崭新的细纱
车间里，女工祖丽阿亚·图孙托合提指尖翻飞，雪
白的棉线在她手中化作如丝细的纱线。

“今年 2月，看到招聘广告后，我就来应聘了，
现在平均每个月工资有 3500元左右。”祖丽阿亚·
图孙托合提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去年 8月，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促成这家
企业在和田落地，构建起集互联网平台运营、高品
质时尚服装加工、织布印染为一体的产业生态，开
创新疆纺织服装全产业链发展新格局。

企业负责人黄浩铭介绍，目前一期工程已建
成投产，吸纳就业 700多人。项目全部建成运营
后，可提供 3000多个就业岗位，服务 200多家服装
企业，预计每年带动地区工业产值 30多亿元。

2023 年以来，19 个援疆省市紧扣“以就业为
导向”的目标，立足新疆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产
业基础，精准发力推动一批现代产业项目在辽阔
戈壁与葱郁绿洲间落地生根、枝繁叶茂，为新疆经
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打造引擎。

产业援疆的硕果，既绽放在现代化厂房，也孕
育于曾被遗忘的土地。当纺织机械在和田地区的
车间里轰鸣，另一抹充满希望的新绿，正在数百公
里外的喀什地区盐碱地上顽强舒展。

在喀什市阿克喀什乡，曾让种植户吐尔洪·亚
森束手无策的重度盐碱滩，在上海援疆引入的科
技公司手中焕发生机。科学配比的改良剂作用
下，200 亩青贮玉米苗破土而出，出苗率超 95%，
与周边荒芜形成震撼对比。

“以前，很多苗发出来就死了，看着心疼。现
在这片地绿油油的，收完玉米还能接着种冬小麦
养地，日子有盼头了！”种植户吐尔洪·亚森抚摸
着青翠的玉米苗，喜悦溢于言表。

上海市第十一批援疆干部、喀什地区工信局
副局长任庚坡说，援疆指挥部创新建立“首席服务
官”制度，成立沪喀产业协作联盟，一批依托当地
资源与成本优势的新项目落地，“这些项目已直接
带动就业 2.9万人，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端稳了‘饭
碗’”。

如今，从和田纺织全产业链的崛起，到喀什盐
碱地上的“绿色奇迹”，再到戈壁滩上智慧农业大
棚里各种果菜产销两旺，一批批产业带动力强、就
业容量大、发展前景好的新兴项目，在天山南北落
地生根，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帮钱帮物，不如帮建个好产业。”一位深耕援
疆一线的干部道出关键，“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
聚焦受援地产业链关键环节补短板，打造现代产
业体系，打通市场渠道，让新疆自己‘长’出发展
动能。”

从“人”援到“智”援
培养“扎下根”的本地人才队伍

骨科医生借助新引进的 3D成像设备，精准定
位患者骨折部位；儿科诊室里，高清彩超仪让患儿
病情诊断更直观清晰……在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
人民医院的数字化诊室里，3D成像设备、高清彩
超仪等先进医疗装备有序运转，勾勒出智慧医疗
的生动图景。

自 2023年起，吉林省援疆指挥部陆续为哈巴
河县人民医院购置覆盖骨科、麻醉科、妇产科等科
室的高科技智能医疗设备，为援疆工作增添更多
智能成色。

“智能化诊疗技术让患者的病历数据、影像资
料等信息实现远程共享，双方医生借助智能分析
工具，可共同对病情进行会诊并给出诊疗建议，让
患者在本地就能获得及时有效的医疗服务，大大

提高了诊疗效率，帮助受援地医生提升了诊治水
平，还节约了患者的开销。”吉林援疆医生张晶
说。

多年来，秉持着对国家的忠诚、对边疆人民的
深情，一批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奔赴
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他们带着各自领域的专业
知识、先进理念和丰富经验，在各关键领域发光发
热，助力新疆的腾飞。

时代浪潮滚滚向前，援疆模式也与时俱进。
眼下，传统的“人力”援疆模式已逐步转向更具意
义的“智能”援疆新阶段，共享、远程、广域、高效
成为新时代人才援疆工作的新亮点。

2023 年以来，杭州援疆在持续开展“电商培
育工程”、援建电子商务产业园和电商创业孵化基
地大楼的基础上，引进头部MCN机构，设立直播
培训基地，助力当地培育电商人才。

阿克苏市“95后”电商从业者米尔扎提·卡米
力以前在外省卖干果，回乡探亲时看到很多人在
家门口用手机直播就把农产品卖到全国，也萌生
了做电商的想法。在杭州援疆的帮助培训下，他
加入电商培训“蒲公英”计划，通过学习微营销运
营、农产品社群营销技术和电商实训，1年时间就
成为阿克苏地区有名的电商达人。

“是智力援疆带来的机遇，让我用勤劳敲开了
人生新的大门。”他高兴地说。

“像卡米力这样的本地电商人才，就像蒲公英
一样，已经撒播出致富的种子。”阿克苏市电子商
务和信息服务中心主任杨哲说，在杭州援疆的指
导下，阿克苏市先后引入阿里巴巴、遥望科技，梯
次开展“天山计划”“蒲公英计划”“领航员计划”
等电商培训班，形成以电商企业、院校、培训机构
为主体的电商人才培育体系，截至 2024年底，全
市培育电商人才已达 9500多人，带动了当地 3万
人就业。

为缓解和田地区农牧区师资力量不足的问
题，北京援疆指挥部组织援疆教师常态化开展“送
教下乡”活动，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教师教
研等方面进行针对性帮扶指导。同时，成立援疆
教师“名师工作室”，发挥“传帮带”的引领示范作
用，为受援地打造一支“扎下根”的本地优秀教师
队伍。

天津援疆教师倪媛自去年 8月任和田地区策
勒县第一小学副校长以来，以“传帮带”为抓手，
通过成立名师工作室、带头讲授示范课、组建校级
教研资源库等方式，帮助 14名结对的当地教师提
升了教学水平，还促成“津策大中小美育一体化工
作室”，开展送教下乡、非遗进校园等活动，累计
培训教师百余人次，执教公开课 10节，提升了当
地教育水平。

策勒县第一小学教师赛迪尼撒·阿布杜拉感
叹：“倪校长扎根边疆，潜心育人，用专业与情怀
提升了我们学校的教学水平，老师们从她身上学
到了很多。”

多年来，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机制，为守护
新疆各族群众生命健康作出了突出贡献。受益于
这一机制，新疆受援医院临床救治能力大幅提升，
医院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医院管理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采取
“以院包科”模式，对口帮扶喀什第二人民医院口
腔颌面外科，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将数字
化医疗技术与正颌外科手术相结合，通过手术带
教、病例讨论和科研指导，培养了一批专业过硬的
当地骨干医师。

上海援疆医疗队队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颅颌面科医生刘凯说：“尽
管个人援疆工作有时限，但我们通过建立长效机
制，为喀什二院留下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业态的不断丰富，新疆对
人才的需求已不止于教师、医生等职业。河南援
疆积极组织基层党建、科教文卫、商贸物流、住建
交通、政法等领域专家乃至两院院士，赴受援地哈
密市“传经送宝”，举办的专题培训、学术交流已
累计培训各类人才 7.8万余人次。

双向奔赴聚人心
“石榴籽”抱得越来越紧

山海不为远，援疆情谊长。近年来，各援疆
省市与受援地从政府间全面合作，到民间经贸文
化频繁往来，在双向奔赴中交往交流交融日益密
切。

“北京天安门、故宫、长城……曾无数次出现
在课本上的北京在我面前变得具象、生动。”尽管
时间已过去一年，新疆叶城县第十七中学学生阿
布都徐库尔·努尔艾合麦提仍对“祖国情·中华
行”新疆青少年暑期研学班念念不忘，“尤其是第
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无比骄傲、
自豪！”

2023年以来，各对口援疆省市已组织数以万
计的受援地各族群众和青少年到祖国历史文化遗
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著名高校等交流研学，通
过实地感受增进对伟大祖国的热爱。

天津援疆指挥部动员天津的学校、医院、企
业、商协会与受援地 22个乡镇结对子，让新疆少
数民族学生与天津青少年手拉手；江西援疆指挥
部举办“赣克两地一家亲，民族团结过大年”青少
年足球冬令营活动；河南援疆指挥部在哈密市建
立 100所“焦裕禄书屋”，推进学习“焦裕禄精神”
向各族青少年延伸……各援疆省市和新疆各族群
众“三交”形式越来越丰富多样。

除了文化交流，随着物流畅通发达，如今各援
疆省市与新疆各族群众在衣食住行等的联系也日
益紧密。

在粤港澳大湾区“疆品南下 粤品北上”体验
馆里，挑选新疆名特优产品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坚
果、瓜果、牛羊肉等成为馆内的“抢手货”；在距离
广东 5000公里的新疆喀什，通过“疆品南下 粤品
北上”线上平台，消费者动动指尖，即可买到广东
菜、粤家电、岭南衣。

各援疆省市之间还打破结对关系限制，全方
位推动援疆资源、信息等共享互补，不断提升对口
援疆工作的综合效益，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注入更多活力。

今年 6月，在北京援疆指挥部和宁波援疆指
挥部的大力支持下，宁波青瓷瓯乐巡演活动在北
京对口支援的和田市举办。慈溪市青瓷瓯乐艺术
团的艺术家们手持青瓷瓯、瓷编钟等特色乐器，用
悠扬的乐声带领现场各族群众穿越千年时光，感
受历史与现代的美妙碰撞。

和田市观众依卜拉伊木·哈米提感叹：“这场
演出不仅是艺术享受，更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华
文化的丰富多元，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的文化交
流活动。”

山东援疆指挥部推动年产 30 万吨钛白粉项
目在上海对口支援的巴楚县签约落地；江苏援疆
指挥部推动联发纺织在南疆落户 21 家企业……
这种“打破结对、全域协作”的创新模式，让各援
疆省市的资金、技术、人才与新疆的区位、资源、
政策优势同频共振，进一步促进“优势互补、互利
共赢”。

新疆各族群众在与对口援疆省市日益紧密的
交往交流交融中，构建起情感共鸣、发展共谋、成
果共享、文化共融的和谐关系，民族团结的“石榴
籽”抱得越来越紧。

新华社记者 李自良 刘兵 蔡国栋
（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6日电）

这是广东援疆在喀什地区伽师县打造的粤伽新梅产业园（2023年9月2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丁磊 摄

山海同心谱新篇
——新时代高质量开展对口援疆工作巡礼

天山泰山手牵手，塔河东海心连心。

对口援疆是国家战略，是实现新疆社会稳

定与长治久安总目标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指出：“做好新疆工作事关大局，是全党

全国的大事。全党都要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认

识新疆工作的重要性，加大对口援疆工作力度，

完善对口援疆工作机制，共同把新疆的工作做

好。”

新时代高质量开展对口援疆工作硕果累

累。如今，以就业为导向的产业援疆、持续深入

推进干部人才交流合作等一系列“打基础、利长

远”的援疆新举措、新成果，已精准实施并取得

成效；19个援疆省市坚持每年将援疆资金总量

的80%用于县及县以下、80%用于民生，惠及天

山南北各族群众，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25 年 6 月 23 日，在新疆阿克苏市新疆红旗坡农贸物流
园，“95后”电商米尔扎提·卡米力在直播带货当地农产品。

新华社记者 徐宏岩 摄

2025年6月27日，在新疆和田技师学院，北京援疆教师李
东军（右）指导学生操作高压变配电设备。

新华社记者 徐宏岩 摄

2025 年 6 月 25 日，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甬库同心村
智慧农业植物工厂，技术人员在培训从当地招聘的农业产业
工人。 新华社记者 徐宏岩 摄

2025 年 6 月 27 日，在新疆和田市产业园区新疆纱纤亿产
业互联网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在整理布料。

新华社记者 徐宏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