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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融媒讯 （记者 依丽米奴
尔）5月6日，记者在和田市建设路的
一家酸奶麻花总店门口看到，有很多
顾客排起了长队等待着新鲜酸奶麻花
的出炉。

“酸奶麻花，顾名思义就是麻花里
夹酸奶，区别于传统麻花，它在制作工
艺上融入了‘爆浆’的卖点，更迎合了人
们尝鲜的心理。”酸奶麻花店店长如孜
古丽·萨纳吾拉介绍说，来买酸奶麻花
的客流主要集中在周末和下班时间，
顾客如果在客流高峰时间段来购买，
可能需要排队等候，但平时来买基本
不用排队。

酸奶麻花里面裹的是酸奶酱，外层
包裹着厚实的面皮。酸奶麻花吃到嘴
里软糯有韧性，像是在吃松软面包的口
感。一口咬下去，里面的酸奶夹心会随
之溢出。麻花吃起来软糯香甜，配上酸
奶的浓郁酸香越嚼越香。同时，店里还
推出了酸奶、草莓、榴莲、巧克力、芒果
等5种不同口味的麻花，顾客按照自己
喜欢的口味来购买。

“我经常来这里买酸奶麻花，味道
特别好，外酥里嫩，麻花里面还有各
种口味的夹心。我女儿比较喜欢草莓
味的，而我喜欢芒果味的。”专门开车
到店铺购买麻花的布尼沙·阿不来说
道，一直以来喜欢吃面食，自从听到

“网红酸奶麻花”上市，她自然也不会
错过。

据了解，目前酸奶麻花店在和田地
区已有4家，分别位于在于田县、墨玉
县和和田市等地。“开业6个月以来，
我们的酸奶麻花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
喜爱，生意特别好，一天可以卖掉 700
到 800 根左右。”酸奶麻花店店长如孜
古丽·萨纳吾拉说。

酸奶麻花店的开业，不仅得到了
广大市民的认可，还带动了不少妇女
就业。库尔班尼沙·亚森原本是一名
普通的家庭主妇，丈夫两年前去世，
家里有两个孩子，生活过得比较拮
据。自从听到酸奶麻花店开业，她毫
不犹豫地选择来店里打工。如今，她
已学会了酸奶麻花的做法，有了稳定
的收入，生活也过得宽裕起来。“来店
里打工已经有 5 个月了，在这段时间
我已掌握了酸奶麻花的做法和技巧。
现在我有了稳定的收入，家里的孩子
照顾得也非常好。除此之外，店里还
给我们提供早饭和午饭，我很高兴。”
员工库尔班尼沙·亚森告诉记者。

“今后我们还要继续扩大规模，多
开几家分店，吸引更多的人来品尝我
们家酸奶麻花。同时，也帮助更多的
人就业。”酸奶麻花店店长如孜古丽·
萨纳吾拉说。

麻花配酸奶 香了火了！

和田市酸奶麻花店的员工正在制做酸奶麻花。 融媒记者 依丽米奴尔摄

“感谢老师的精心培养，给您鞠躬
了！”5月6日，在和田市高级技工学校非
物质文化遗产皮画制作班里，6名被选中
的皮画技艺传承人正在向天津市民间艺
术家王亚民行拜师礼。

五年前，天津市民间艺术家王亚民带
着祖传的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皮
画技艺来到新疆，在苦苦寻找数年之后，
终于在他任教的和田市高级技工学校选
定了6名传承人，了却了他从万里之外来
到新疆传艺的一桩夙愿。“我到新疆来考
察了一个月，因为这里有适合做皮画的丰
富资源，有热爱生活的新疆人民，所以我
毅然选择了来新疆，我要为新疆做点
事。”，王亚民先生说出他的初衷。

说到用皮质材料制作的手工艺品，很
多人会想到皮影艺术。其实除了皮影之
外，以人物、动物、果蔬为主题创作的皮
画，精美别致、活灵活现，深得人们的喜
爱。皮画制作工艺要经过造型设计、选
皮、拓印、裁剪、勾勒、雕刻、彩绘、定型上
色等十几道工序，结合油画、中国工笔画
等艺术形式，形成一种写实立体、仿真的
艺术风格。相比传统的手工艺品，皮画更
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浓厚的文化韵

味。可惜，由于皮画制作成本高、工艺复
杂，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唯有王亚民
先生依旧守护着这项濒临失传的家族绝
艺。

王亚民先生今年 68 岁，他从小酷爱
绘画，尤其喜欢钻研皮画雕刻艺术。数十
年来，他汲取各画派名家之所长，不断探
索研究，追求深邃的意境，丰富的内涵，形
成独有的创作风格。他的人物作品《齐白
石老人》形象逼真，眉目传神；用马皮雕刻
的《骏马图》仿佛骏马奔驰而来；用羊皮制
作的《三羊开泰》形态各异，栩栩如生；《鲤
鱼跳龙门》活泼灵动，每一片鱼鳞都是用
真材实料粘贴上去的。在国内举办的各
类文创展会上，他的作品多次获奖，并博
得专家和观众的赞赏。

2018 年的一天，王亚民先生在一个
会议上认识了几位天津市对口支援新疆
工作的干部，得知他们在和田地区扶贫帮
困，干了很多好事。天津市组织的“文化
志愿者边疆行”活动，为和田各族群众送
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花种，推动了两地
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王亚民心想：这件事
我也能干。于是携夫人一起踏上了自主
援疆之路。

来到新疆以后，王亚民先生参观了具
有少数民族特色的展览馆、博物馆、农民
画展，自费购买了牛皮、羊皮、驴皮等原材
料，博采众长，陆续创作出反映当地风土
人情、人文景观的上百幅皮画作品。他的
皮画文创系列《天津、新疆一家亲》《库尔
班大叔上北京》《雄鹰展翅》等，在“中国一
乡一品产业设计大赛”中获奖；两幅作品
参加了“天津市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
援地区非遗产品工艺展卖”活动，所得善
款捐赠给了和田教育部门。

岁月如梭，转眼四年过去了。尽管王
亚民先生每天研究、创新皮画技艺，可他
的内心深处却时常为寻找皮画传承人心
急火燎。因为儿子、儿媳都在天津工作，
小孙子年幼，这一绝技难以在家族里传承
下去了。于是他决定在新疆和田找到合
适的传承人，把这门绝艺留下来。2022
年初，和田市相关领导得知王亚民的心愿
后，主动牵线搭桥，帮助王亚民先生来到
和田市高级技工学校任教，以便他实现找
到非遗传承人的愿望。和田市高级技工
学校校长阿庆拉木·阿不都瓦依提告诉记
者：“为了深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
园工作，大力倡导文化润疆，不断筑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聘请王亚民夫妇
作为我们学校的皮画艺术传承教师，在这
里有很多农牧民的孩子。能学到这门技
艺，非常难得。为了做到栓心留人，我们
给他们夫妇提供了一套住房，享受了正高
级教师待遇，开设了皮画工作室，尽我们
最大努力满足他们在生活上和教学上的
需求。”

有了学校和家人的支持，王亚民先生
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经过几个
月的授课，同学们边学边动手操作，已经
独自完成了《大美和田》等多幅皮画。王
亚民先生欣慰地说：“这里的孩子特别纯
洁、特别淳朴。老师用心教，学生认真学，
每个孩子都能培养成才。”

王亚民先生经过考察，如愿以偿地挑
选了1名助教、5名维吾尔族学生作为第
一批皮画技艺传承人。在拜师仪式上，同
学们恭恭敬敬地行礼、敬茶。

王亚民先生提出殷切希望：“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认真负责、精益求
精的态度。作为我的学生，你们从今天
开始，就要对得起自己的这份职责、这
份担当。”

刚满 17 岁的学生阿卜杜热合木·
吾布力艾山表示：“王老师把皮画制作
技艺传承给我，我心里特别高兴、特别
激动，我要好好学习皮画制作，利用好
和田丰富的羊皮、牛皮资源，把这门技
艺在和田发扬光大！”

●和田市木塔力甫·阿布都拉
（身份证号：653221198804201258）
其曼巴努乃比·吐尔松 （身份证
号：653201198909060062） 之女热
西 达 · 木 塔 力 甫 （身 份 证 号 ：
653201201401120364） O650128828
号出生医学证明 （出生地点：和田
地区人民医院）丢失，特此声明。

●和田县吐送尼亚孜·阿布拉
653221196903140017 号 身 份 证 丢
失，特此声明。

●策勒县阿克塔服装加工专业
合作社6532250003556号公章丢失，
特此声明。

●墨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四
十七团信用社开具给张立静 （身份
证号：411381199302106728）（支票
代码：402065） 12033378 号转账支
票丢失，特此声明。

●中共和田市阿克恰勒乡其拉
力克村支部委员会 6532015007336

号章子丢失，特此声明。
●新疆恒乾网络信息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91653223MA7913E515 号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特此声明。

●和田县普西亚畜牧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 6532990005173 号财务
专用章丢失，特此声明。

● 皮 山 县 民 政 局
6532230001614 号公章丢失，特此声
明。

●中共和田地区纪律检查委员
会开具给中共于田县纪律检查委员
会0000714540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第二联，金额：5460 元）丢失，特此
声明。

●墨玉县乌尔其乡畜牧兽医工
作站（墨玉县乌尔其乡动物防疫检疫
站）12653222679269814T 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副）
本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作废

声

明

张毅，男（身份证号：659001197705015411），经国家税务总

局和田地区税务局研究决定，同意张毅辞去公职，并于2022年5

月6日解除与我单位的任用关系，从即日起，张毅所从事及涉及

的事宜均属于其个人行为，与国家税务总局和田地区税务局无

关。

特此声明

国家税务总局和田地区税务局

2022年5月8日

津 门 绝 艺 传 万 里
地区融媒记者 张亚辉 董瑞强

（上接第1版）医院还专门买了生日蛋
糕……

如今的阿卜杜拉，已经能和幼儿园
的小伙伴一起踢足球了。每当看着儿
子开心地踢着足球，吾妮且木心中始终
涌动着一种感动。甚至在街头，听到有
人说河南话，她都会觉得很亲切，忍不
住上前聊几句。

她经常通过手机给宋院长讲自己和
孩子的变化，向亲戚朋友提起 8000 里之
外的河南，总说那里的人很好，有机会一
定请他们来吃自己亲手做的抓饭。

“就是把命搭上，也要尽全力
救治这些孩子”

宋兆普，一米七六的个子，头发花
白，语气和蔼，眼神透着慈祥。他是河
南省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党支部书记、
院长，是一名从事中医诊疗工作42年、
有着34年党龄的中医。

早在 1992 年，宋兆普就开始关注
和研究儿童脑瘫康复治疗。这缘于他
坐诊时亲眼见到，很多家长带着患儿四
处求医，花光了积蓄甚至负债累累，但
因为错过了治疗的“黄金期”，最终并没
有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关注脑瘫患
儿，攻克难关，施救脑瘫成为他心中的
一个梦想。

之后的 12 年里，他带领医疗团队救
治了来自全国许多地方的脑瘫弃婴。
1630名脑瘫患儿经过治疗符合回归社会
的条件，820余名脑瘫患儿被家庭收养。

为了治疗这些孩子的疾病，他曾卖掉
库存的中药，卖掉一处房产和家里的汽
车。那个时候，他一夜间白了头。可那
时，他的实际年龄才45岁。

2015年6月，在新疆河南商会的牵线
搭桥下，和田地委、行署邀请宋兆普带领
专家组来和田开展筛查、诊断脑瘫患儿的
工作。从那时起，跨越8000里，地处中原
腹地的河南省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与和
田地区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和田地区所在的南疆四地州是
国家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众多
脑瘫患儿是造成家庭贫困的根源之一。

可整个和田地区的医疗机构里基本
没有专业治疗脑瘫的医院，很多患儿得不
到及时治疗而导致终身残疾。

脑瘫患儿的康复工作，一直是和田地
委、行署牵挂的大事。

当宋兆普带着他的医疗团队来到工
作的第一站——墨玉县筛查脑瘫患儿时，
现场哭声一片：那些已十四五岁的脑瘫患
者家长，得知孩子错过了最佳治疗期，绝
望地大哭；六岁以下孩子的家长听到孩子
有了治愈的希望，激动得喜极而泣。

此情此景，让宋兆普心里很不是滋
味。他知道，群众的哭声是对医生的祈
求，更是希望。他暗暗告诫自己：你是
一名党员，就是把命搭上，也要尽全力
救治这些孩子。

当了解到和田地区还没有一家脑
瘫康复机构时，宋兆普向相关领导提
出：先安排人到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学
习康复技术。同时，筛选 10 名脑瘫孩
子到汝州治疗，让家长们亲身感受一下
中医药治疗的效果。

从那一刻开始，宋兆普 16 次跨越
8000里赴新疆巡诊，共接收墨玉县、洛
浦县、和田市的66名脑瘫患儿，分三批
到汝州市免费治疗。治疗期间，金庚医
院共减免医疗费用300多万元，经评估
救治有效率达98%。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患儿和家属安心
陪孩子治疗，感受家的温暖，宋兆普和他
的医疗团队除了精心做好康复治疗外，还
免费给孩子们发放奶粉、衣服、尿不湿等
物品。每逢节日或孩子们过生日，宋兆普
还给这些患儿发红包和压岁钱。

宋兆普说：“救治来自和田的脑瘫患
儿，不仅要考虑如何给孩子治病，还要考
虑如何解决这些患儿家庭因病返贫、因残
致贫的问题。在未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之前，治好一个脑瘫患儿，就相当于拔掉

了一个家庭的穷根，实现以‘精准医疗’助
推精准扶贫的目标。”

脑瘫患儿家庭迎来曙光

第一批脑瘫患儿疗效明显的消息
传回新疆和田地区后，更多的脑瘫患儿
家长看到了希望，都想带孩子到汝州市
进行治疗。

但宋兆普和他的医疗团队，还有和
田地委、行署早就清楚地认识到，让和
田地区的脑瘫患儿全部到汝州市治疗
显然不现实，在和田当地组建脑瘫康复
医院迫在眉睫。

2015年9月21日，和田地委、行署委
派时任地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热比亚·阿布都热合曼带领地区残联、墨
玉县、洛浦县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到汝
州市考察了解金庚康复医院中医药治疗
儿童脑瘫的实际情况。

经实地考察，热比亚·阿布都热合曼
主任代表和田地区卫计委与宋兆普院长
签署了《和田地区脑瘫患儿救治协议
书》。由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与和田地区
墨玉县罗科曼医院合作，在墨玉县建立脑
瘫儿童康复中心，培训脑瘫儿童专业康复
医护人员，传授中医药治疗方法和技术，
提供治疗儿童脑瘫的专用药物。

2015年10月14日，和田地区残疾儿
童康复中心、和田地区金庚脑瘫儿童康复
中心揭牌成立，填补了和田地区无残疾儿
童康复中心的空白。

一家康复医院从成立到步入正轨并
不容易，何况此前和田在这方面没有任何
经验。2019年3月4日，地区组织相关部
门，就地区内三所金庚罗科曼康复医院医
疗机构设置、医疗质量管理、使用非卫生
技术类康复操作人员、社保费用等问题进
行了专题研究，并根据国家现行的医疗、
医保、医药政策，结合和田地区实际，出台
地方性配套政策，确定了《和田地区脑瘫
高危儿筛查与救助标准化治疗方案》、临
床路径及具体费用标准。

地区人社局根据此方案与标准，制定
了儿童脑瘫单病种付费政策。按照就高
不就低的原则，重新调整了三所金庚罗科
曼康复医院的社保定额。地区财政和教
育部门，委托和田职业技术学院、和田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定向为和田地区培养康
复技术专业人才，确保了和田地区康复技
术人才的供给和培养。

三家金庚罗科曼康复医院通过内部
培养、招聘引进银龄医生等方法，努力克
服深度贫困地区医疗卫生专业人才结构
性短缺等实际困难。

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迎来胜利的曙
光：三家金庚罗科曼康复医院总建筑面
积近1.9万平方米，床位近300张，在岗
人员180余名，收治着来自全地区8个
县市的脑瘫患儿。通过救治，760名恢
复正常的孩子背上书包，走进了学校；
2830 名患儿趋于正常，两岁以内患儿
治疗显效率达76.3%。

自 2015 年以来，汝州市金庚康复医
院每年都派出医生在和田三家医院进行
巡回指导。既纠正发现的问题，又对业务
建设提供指导建议。如遇到疑难病例，及
时与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的专家通过线
上远程会诊解决问题。每到这时，宋兆普
都会亲自参加，对制定治疗措施提出精准
的方案。

4月23日，远在汝州市的宋院长再次
坐在电脑前，为正在和田金庚罗科曼康复
医院治疗的10岁患儿沙依古丽·阿不都
拉进行远程会诊。

“宋院长，您看孩子的两只手还有
脚都是弯曲的，不能独立站稳，手也不
能抓握物品……”

“这种情况，千万不能手术治疗，要
用中药和中医推拿按摩的方法坚持科
学诊疗，效果会更加明显，患儿也会
逐渐恢复……”

宋兆普耐心细致地说着，窗外洒
满阳光，一对一精准的救治行动正在
进行着……

（上接第1版）和田文化旅游产业得到
长足发展，成为特色鲜明、要素齐全、全
区域、全天候、一站式体验的中国·特种
旅游目的地，旅游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和
提升。自 2017 年以来，天津援疆开设
的“津和号”和“津和企业家号”等旅游
项目，通过包列、包机、自驾等形式，每
年都组织大批游客到和田旅游，创新开
展深度体验、深度交流、深度融合特色
活动。

“通过“津和号”产品，拉动了两地
人民团结一家亲。去和田旅游回来的
游客都反馈说，那里的景色怡人、地域
辽阔、民风纯朴，还品尝到了好多当地
的特色美食。都说以后有机会还要带

家人和同事一起去和田品尝美食，感受
独特的大好风光。”天津中国青年旅行
社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张若男告诉记者。

在各援疆省市的帮助下，截至目
前，和田地区共有 38 个国家 A 级旅游
景区，其中 8 个旅游景区被评为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和田依托独特的地缘
资源重点打造“昆仑天路”“和田·进藏
第九线”特种旅游线路为主，开辟了“春
夏秋冬”四季游 10 条精品线路，通过

“玉石文化+绿色生态+民俗旅游+历史
遗迹+昆仑神话+高山草原+大漠风光”
七大旅游特色，形成特色鲜明、要素齐
全、全区域、全天候、一站式体验的中
国·特种旅游目的地。

和田文化旅游宣传热津门

“我今天和北京妈妈一起做画纸，一
起做脸谱，特别好玩，我是最幸福的孩
子。”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学生扎依达开
心地说。

与“北京爸爸妈妈”见面交流、聆听
2022年北京冬奥会火炬手讲述精彩的
奥运故事、体验中国传统非遗文化……
近日，京和一家亲·我和北京爸爸北京
妈妈在一起活动在京和大厦举行。援
疆干部为结对儿童送上了物质和精神
大餐。

诗歌朗诵《我和北京爸爸北京妈妈在
一起》拉开了活动序幕，随后，“北京爸爸
妈妈”们为孩子送上了精心准备的礼物。
北京“爸爸妈妈”和孩子们共同体验画脸
谱、剪纸、手工风筝制作。大家度过了一
段美好的时光。

“我觉得非遗课程的传承活动，对于
和田地区的孩子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
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可以帮助孩子更多地
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可以培养孩子的
创造力、动手能力、观察能力。”北京援疆
教师付燕岭说。

据了解，作为北京援疆交往交流交
融活动的品牌项目之一，“我在北京有
个家”活动始于2018年，由北京市援疆
和田指挥部、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共同
发起，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北京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主办，通过组织北京爱
心人士与和田地区部分青少年儿童结
对认亲，开展长期帮扶的大型开放式公
益活动。活动以每年1份1000元的慰
问金+5份爱心礼物的方式，对已结对
的孩子进行爱心帮扶，并通过书信、画
作、礼物等形式进行精神呵护，使“北京
爸爸”“北京妈妈”与结对帮扶孩子真正
成为一家人，搭起“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的爱心桥梁。
来自首都北京的爱，像春雨一样滋润

孩子们的心田。“北京妈妈会经常给我送
课外书，儿童节的时候会给我送衣服，还
给我送很多的小礼物，我爱我的北京妈

妈，我希望我们永远都能在一起。”和田市
海淀小学学生扎依达说。

“再过两个月我就要圆满完成援疆
任务返回北京了，我想回到北京之后，
和田的这些人和事一定会留在我的心

中，我的闺女也一定会永远留在我的心
中。我们会经常保持联系，把这种情感
一直维系下去，我相信我们会在北京，
以后也可能会在和田再次相见。”北京
援疆教师付燕岭说。

我 和 北 京 爸 妈 在 一 起
地区融媒记者 阿依努尔 艾克拜尔

北京爸爸、北京妈妈和孩子们一起体验非遗课程。 地区融媒记者 阿依努尔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