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0 日，温宿县审计局驻依希来

木齐乡依来克村工作队在走访入户中向

村民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及全国两会精

神，让村民了解更多致富信息，增强致富

本领。图为工作队员在给村民念党报。

通讯员 李泓燕 摄

“精神食粮”
送到家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董成忠 通讯员 王静新）“在

施工队每天有200多元的收入，这个工程完工后，我不

仅能还掉开春欠下的农资款，余下的钱还能修羊圈。

在工作队的带领下，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5月

6日，阿克苏市红旗坡片区管委会林海社区贫困居民阿

布都热依木·阿布都热西提说。

阿布都热依木·阿布都热西提所说的便民施工队，

是由阿克苏市人大常委会机关驻林海社区工作队牵头

组建的社区便民施工队。该便民施工队由辖区有劳动

能力的困难户组成，主要从事辖区内及附近的一些建

筑施工等小型工程建设项目。

据了解，林海社区居民多是果农或果园承包户，由

于家庭成员患疾病或意外事故等原因，造成一些居民

家庭并不富裕。开春过后，一些农户开始修建安居富

民房、改（扩）建羊圈、牛圈、冷库和温室大棚等，急需要

大量劳动力。于是，在工作队牵头下，成立了红旗坡片

区管委会林海社区便民施工队。

工作队入驻以来，坚持把短期见效，长期脱贫，快速

收益，多渠道增收的民生工程项目作为惠及各族群众、凝

聚更多民心的工作来抓，紧密结合当地实际，引导带动辖

区困难居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拓宽致富门路。

工作队长、第一书记岳磊说：“贫困户在家门口务

工，不但能照顾好家庭，还能够管好自家的果园，促进

增收。便民施工队成立后，队员之间不但相互学习工

程技术，还经常在一起交流农业生产技术，使他们抱团

发家致富的信心更足了。近日，工作队积极联系，为便民施工队

争取到了20座井房建设施工项目。工程结束后，每个队员人均可

实现劳务收入15000元以上。”

本报库车讯（记者 刘红文 通讯员 冀
松池）“真是太感谢工作队了，是你们让我

实现了住上新房的梦想。”5月8日，在库车

县哈尼喀塔木乡巴格万村，看着满头大汗

为自己建新房的地区行署办公室驻村工作

队员，贫困村民坎木巴汗·巴依孜送来了热

腾腾的烤包子。

5月初，工作队在走访中了解到，坎木

巴汗·巴依孜家正在建安居富民房，由于

家庭经济困难没有足够的资金，新房建了

一半就停工了。为解决他家面临的困难，

工作队将坎木巴汗·巴依孜家的情况提交

村联合党支部进行会商后，决定由工作队

出资购买部分建材，将其安居富民房剩余

的工程完成。

当天，行署办公室4名下沉干部及驻村

工作队员、村干部、“双联”户长共14人，一

大早就带着盖房顶所需的6卷油毡及气泵、

气钉枪等工具来到坎木巴汗·巴依孜家中，

帮他将没建完的房子盖完。

建房过程中，参与人员分工明确，下沉

干部及工作队员搬运椽子、木条运送到房

顶，由木工出身的村干部阿不来提·买买提

进行安装。然后大家一起动手，在房顶铺

盖芦苇席、油毡、房泥，一直忙到傍晚终于

将安居富民房建好。看着建好的新房坎木

巴汗·巴依孜激动地握住工作队员的手说：

“如果不是你们帮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

能将房子盖好，太感谢你们了，你们真是党

派来的好干部。”

年初以来，地区行署办公室驻村工作

队一直把走访入户、解决群众困难作为“访

惠聚”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工作队员及下

沉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

做好政策宣讲、扶贫济困、收集社情民意、

化解矛盾纠纷等工作，切实与群众打成一

片、融为一体。截至目前，工作队共收集群

众反映的困难35条，并逐一予以研判处理，

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以实际行动落实社会

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

天 山 脚 下 支 教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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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随着西北师范大学第20批赴

地区实习支教的255名大学生抵达阿克苏开

展新一轮实习支教工作，至此，该校支持地

区教育事业发展已历时整整10个年头。

实习支教是西北师范大学优质教育资

源向西延伸的重要举措。此前，该校已有

19批45位指导老师、2773名大学生来地区

实习支教。10年来，西北师范大学一批又

一批实习支教师生，不辞辛苦、潜心支教，

活跃在地区八县一市各中小学的三尺讲台

上，丰富了地区的师资力量、推动了地区教

育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地区农村基础教育

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在地区赢得了

良好的口碑。

5月10日，西北师范大学第20批实习

支教师生总领队卓杰教授告诉记者，2008

年下学期西北师范大学第1批师生110余

人，背上行囊，一路向西越过天山，来到天

山脚下的阿克苏地区，分赴八县一市的农

村中小学，开始首轮实习支教。

由于当时的教学条件，实习支教的师

生，在乡村基层中小学住土坯房，喝涝坝水，

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师生们咬着牙坚持

了下来，第一批实习支教师生一学期的实习

支教任务完成后，第二批200余人的实习支

教师生又接踵而至……就这样，他们一批批

接力实习支教，把提高地区中小学教育质量

当做接力棒，一棒又一棒地接力下去，听从

当地教育机构和中小学校的统筹安排，无怨

无悔，出色完成了实习支教任务。

至今，该大学到地区实习支教师生已

有3000余人，有力地支援了地区的教育事

业，缓解了地区基层中小学校师资力量短

缺的压力。在地区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

下，西北师范大学实习支教师生的生活条

件也大为改善，实现了和时代同步。

该大学第1批到地区实习支教的大学

生马正旭，现为甘肃省兰州市广和中学教

务主任。提起在阿克苏的实习支教生活，

马正旭在电话中对记者说：“新疆阿克苏地

区开放包容、不排外，是一个多民族共存共

荣的美丽地方。能到那里实习支教，对我

这一生都影响深远，我永生难忘。有时间

的话，我一定要重回阿克苏看看。”

在电话采访中，现在甘肃省兰州市第十

九中学当地理教师的第2批实习支教大学生

贾志萍说：“我非常怀念在阿克苏地区实习

支教的那段岁月，那是我从学校走向社会的

起点，对我的人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该大学第20批实习支教大学生们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西北师范大学对口

实习支教阿克苏地区基层中小学校，已经

走过了整整十年岁月。作为第20批实习支

教大学生，我们一定要秉承师姐师兄们的

光荣传统，努力完成好自己的实习支教任

务，不辜负阿克苏地区广大师生的信任和

学校的重托。”

位于阿克苏市南郊的阿克苏市第十二

小学，一直是西北师范大学的实习支教

点。曾在该校担任过校长，现为阿克苏市

第二小学校长的丁涛告诉记者：“西北师

范大学的实习支教老师，吃苦耐劳、不讲

条件，而且教学水平高。各个学校一听到

西北师范大学的大学生要来实习支教，都

抢着要。”

记者在地区启明学校看到，被安排在

该校的几名实习支教老师，正在各自的班

里尽心尽力地教着那些身心特殊的孩子。

该校党支部书记李超说：“我特别喜欢西北

师范大学的实习支教老师，他们虽然年轻，

但适应环境能力强，个人素养高，基本功扎

实。在教学的过程中，他们认真热情，不讲

条件，任劳任怨。有这样的老师来我们学

校实习支教，我很放心，也为学校那些特殊

的孩子庆幸。”

曾经担任过地区教育局领导，现为新疆

广播电视大学阿克苏分校党委书记的张淑

萍说：“西北师范大学十年来一直支持地区

的教育事业，大批的师生来地区实习支教解

了地区师资力量紧缺的燃眉之急。来实习

支教的老师，从来都不讲条件，叫干什么就

干什么，因而每年春秋两季开学的时候，我

们都盼着西北师范大学的实习支教老师前

来。感谢西北师范大学实习支教的师生，对

地区教育事业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虽然，我们大学对口实习支教阿克苏

地区已经整整10年，但对阿克苏地区教育

事业的支持还没有结束。今后，我们将继

续加大对阿克苏地区实习支教的力度，以

饱满的热情，融入到阿克苏地区的教育事

业当中，为阿克苏地区的教育事业贡献我

们师大人的智慧。”卓杰说。

——西北师范大学支持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十年回眸
本报记者 郭爱成

根据阿克苏地委统一安排部署，地委将派出6个巡察组

分批对地直18个单位，各县（市）24个乡镇开展巡察工作。现

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第一批巡察对象
地区煤炭工业管理局、地区招商局、地区发改委、地区工

商局4个地直单位党委（党组）班子及成员，所属下一级单位

党组织主要负责人。

乌什县前进镇、柯坪县玉尔其乡2个乡镇党委、政府班子

成员及人大主席团主席，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

二、巡察内容
巡察组对巡察对象执行《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其他党内法

规，遵守党的纪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等

情况进行监督，着力发现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

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管党治党

宽松软问题；着力发现违反政治纪律、反分裂斗争纪律、组织

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不力，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和“官油子”之气、不作为之气、漂浮之气、“两面人”之气等问

题；着力发现“四个意识”不强、学习教育走过场、落实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不到位，落实党中央治疆方略特别是总目标责

任缺失、工作不力，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在打好“三大攻坚战”

及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违规举债、虚假脱贫、破坏生态环境，

充当保护伞；在选人用人方面存在任人唯亲、封官许愿、“带病

提拔”、拉票贿选等问题；在资金管理、资产处置、工程项目以

及“三重一大”事项等方面的问题。

三、巡察时间
2018年5月15日—6月5日。

四、巡察组联系方式
为便于干部群众反映情况，巡察组将设置信访举报电话、

意见箱，安排专人负责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受理投诉举报。

地委第一巡察组（负责巡察地区煤炭工业管理局）联系电
话：0997—2137812，手机：15699074056，（10：00至20：00）

地委第二巡察组（负责巡察乌什县前进镇）联系电话：
0997—5510187，手机：18309977333，（10：00至20：00）

地委第三巡察组（负责巡察地区招商局）联系电话：
0997—2130190，手机：13779428029，（10：00至20：00）

地委第四巡察组（负责巡察柯坪县玉尔其乡）联系电话：
0997—5983008，手机：13150316451，（10：00至20：00）

地委第五巡察组（负责巡察地区发改委）联系电话：
0997—2582508，手机：18609970946，（10：00至20：00）

地委第六巡察组（负责巡察地区工商局）联系电话：
0997—2156822，手机：13565693179（10：00至20：00）

地委巡察组在地委办公楼门前、行署西院、地区为民服务

中心大楼、阿克苏市为民服务中心、世纪广场、塔中路金桥超

市等处设置征求意见箱。

欢迎各族干部群众与地委巡察组联系，巡察组对反映的

问题将安排专人负责处理，严格保密。

阿克苏地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5月14日

巡察公告

本报温宿讯（记者 郭爱成 通讯员 董自波）5月13日，温宿县

第二小学、幼教中心驻阿热勒镇提格艾日克村“访惠聚”工作队给

该村建档立卡的20户贫困村民发放了600只扶贫鸽苗。

为调动贫困村民脱贫致富的积极性，拓宽他们的致富门路，

工作队结合本村实际，借助阿热勒镇“一村一品”养殖模式，从外

地购买了600只优质鸽苗，免费发放给村里20户贫困村民，让他

们养殖鸽子实现精准脱贫。

记者在鸽苗发放现场看到，前来免费领取鸽苗的村民，有的拿

着鸽笼，有的拿着透气的口袋，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扎依提·阿皮孜是村里的贫困户，因为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家里一直靠政府发放的低保金维持生

活。他说：“我一直想在家里养殖鸽子增加收入，可是没有钱，无

法实现。现在好了，工作队给我们免费发放了鸽苗，让我看到了

脱贫致富的希望。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感谢工作队的帮助。

我一定会把领到的30只鸽子养好，争取早日脱贫，不辜负工作

队对我的期望。”

扶贫鸽拓宽贫困群众增收路

决胜脱贫攻坚

（上接一版）“以前，道路两边都是垃

圾，我们也懒得去打扫，反正扫干净了一会

又脏了。现在大家的卫生意识越来越强，

我们村的环境也越来越好。”阿依库勒镇帕

依纳甫村农民吐尼沙汗·玉山说。

刘建在职期间，拆除土坯房、危房7500

余间，清理出可用土地1.08万亩，修建乡村

道路66公里。群众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刘建被辖区群众称为“好书记”。

“刘书记要来，我们去镇上见见吧。”5

月12日，阿依库勒镇阔纳巴扎村贫困户阿

依木汗·依明告诉村民们。不大一会儿，村

民们陆续赶到阿依库勒镇政府。

刘建是阿依木汗·依明的结亲户。自

2016年结亲以来，两人就结下了缘。“我家

6口人，10.2亩地。前几年，我们总想着有

政府兜底，饿不着就行了。”阿依木汗·依明

说，“刘建书记跟我家结亲后，他不仅为我

家买煤、面粉等生活用品，还买来8只羊，鼓

励我们发展养殖脱贫。”

在走访中，刘建通过深入调研发现，群

众对党的惠民政策“惠在何处、惠从何来、

恩向谁报”不清楚。针对这一情况，刘建创

新开展了“惠从党来 感党恩泽”活动。以村

民小组为单位，通过“一户一清单”的方式，

逐家逐户理清近三年每户群众享受到的富

民惠民政策资金，通过张榜公示的方式，让

群众明白惠在何处、惠从何来。

通过全镇组织的“理清两笔账 感恩共

产党”活动，群众的错误思想认识得到纠

正。群众对什么能干、什么不该干有了清

醒的认识，对惠在何处、惠从何来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增强了感恩伟大祖国、感恩共产

党的意识。

阿依库勒镇阿克提坎提村第一书记玉

素普·帕尔哈提回忆，开展此项活动时，干

部们重点宣讲粮食直补、种粮补贴、农机具

补贴、退耕还草、退耕还林等方面的强农惠

农政策，宣讲安居工程、教育“三包”、最低

生活保障、新型合作医疗、养老保险等民心

工程方面的富民惠民政策。“我们把党的温

暖和关怀再次送到群众心里，聚拢民心，增

强了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决心。”玉素

普·帕尔哈提说。

通过在“去极端化”上出实招见实效，群

众世俗化生活回归正常。“以前，我们妇女不

让随便出门，现在成群结队进工厂，成了家里

经济半边天。进清真寺的群众越来越少了，

逛夜市跳舞唱歌的人越来越多了，各村都有

了文艺小分队，宗教氛围明显淡化。”该镇帕

依纳甫村第一书记玛利亚木·尼亚孜说。

为进一步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全镇千

余名党员干部对辖区群众做到包联全覆

盖。按照包联责任分工，定期走访见面谈

话，持续开展“民生大走访、矛盾大调处、隐

患大整治”活动。目前，1340名各级党员干

部与1541户群众结对认亲。

一直以来，摘掉“贫困帽”是阿依库勒

镇群众几代人的梦想。

阿依库勒镇作为阿克苏市重点扶贫乡

镇，贫困人口占全市贫困总人口的63%，是

阿克苏市公认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

深的乡镇。

如何让阿依库勒镇迈稳脱贫步伐？刘

建认为，民生、就业是保障群众幸福生活的

根本。在充分调查了解本地市场的前提

下，刘建鼓励并引导群众大力兴办百余家

裁缝铺、蛋糕房等特色农民专业合作社和

小微“店铺”，全镇现有大型工厂3家，小型

合作社129家，为各村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

机会，并在政策、资金上给予合作社大力扶

持，实现了4000余人在家门口就业，引导

2800余人常年外出务工。

“我到织袜厂上班已经三个月，每月工资

2000元，厂里还管三顿饭，在这里我学会了

给袜口锁边，家里人都很支持我。”阿依库勒

镇织袜厂务工贫困女工吐尼沙汗·玉山说。

自2015年起，阿依库勒镇开始组织富

余劳动力季节务工。“当年出去拾花，村民

的总收入为380余万元，农民尝到了甜头，

这两年外出务工意愿特别高。”阿依库勒镇

党委副书记马景杰说。

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扶志。为让贫困

户真脱贫，刘建坚持把智力扶贫作为增强

贫困户“造血”功能的治本措施，积极协调

各驻村单位和帮扶干部扎实开展“送岗位、

送信息、送培训、送信心”等服务，让每个贫

困户掌握1至2门实用技术，实现培训一

人、转移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举办各类

技能培训50期，培训人员2300人次。同

时，对具有就业技能的158名贫困户，采取

政策扶持鼓励自主创业开设理发店、修理

铺、爱心超市等解决就业。

“以前，全镇都没有合作社。现在，每

个村里都有了合作社，我们村的冰糖厂有

38人就业，其中21人都是贫困家庭劳动

力，大家对脱贫很有信心。”该镇帕依纳甫

村党员艾买提·吐尔地说。

阿依库勒镇劳动保障所所长卡比努

尔·赛买提介绍，农民外出就业收入逐年增

加，意愿也越来越迫切。其中仅2016年，全

镇稳定就业人员4800人，季节性务工人员

7000余人，实现转移就业人员就业率达90%

以上，人均年工资1.2万元至2万元左右。

在刘建的带领下，阿依库勒镇正迈着矫

健的步伐稳步前进，展现出一幅幅“新农村、

新产业、新发展”的美丽诗篇，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美好蓝图正逐步变成现实。

先进文化的传播者

脱贫致富的“领头羊”

“你们是党派来的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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