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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习鸽”基地位于于田县阿热勒
乡夏玛勒巴格村，由云账户技术（天津）
有限公司援建。2020年12月基地建成
以来，通过“养鸽+自习”模式，让员工
兼顾工作与学习。2021 年 11 月，养鸽
厂厂长连振隆和两名国通语水平较高
的员工通过试讲，成为该基地国通语培
训班老师。

扶志扶能相结合

9月14日晚20时，夏玛勒巴格村云
账户“自习鸽”基地的国通语培训班里，
厂长连振隆正在给少数民族员工授课，
他在黑板上写着养鸽厂工作交流中常
用的语句，员工们跟着他一遍一遍地用
国通语大声朗读。一直为如何与员工
沟通交流绞尽脑汁的连振隆，最清楚这
个培训班的意义所在。

为助力当地村民就近就业，“自习
鸽”基地招聘的员工大多都是当地的村

民。这些村民很多不会讲国通语，虽然
基地里有会讲国通语的少数民族员工，
但对于基地的日常管理而言，沟通上仍
存在很大障碍。与此同时，连振隆也了
解到，当地许多公司、企业招聘都对国
通语水平有要求，国通语能力的欠缺让
很多村民失去了不少就业机会，也阻碍
了他们致富增收的脚步。于是，开设国
通语培训班的想法在他的脑子里逐渐
成熟。

“扶志扶能相结合，让员工有固定
学习时间，助力其不断掌握新技术。”连
振隆说，基地在建成时，就被赋予了“自
习+养鸽”的创新模式。在云账户的指
导下，他本人在内的三人通过试讲，被
选为培训班老师。随后，教学内容大纲
也逐一敲定，鸽厂配套的自习室成为了
固定的教学场所。12 月初，“自习鸽”
国通语培训班正式开课了。

模拟教学接地气

“今天我们就把这里当作市场，我
是收鸽蛋的老板，你们来卖鸽蛋，看谁
能说服我，把鸽蛋顺利卖掉。”就这样，
一堂以鸽蛋推销为主题的国通语实践

课开始了。
连振隆告诉记者，“自习鸽”基地国

通语培训班采取了最接地气的情景模
拟教学形式，通过模拟工作和生活场
景，让学员“沉浸式”学习国通语，并将
肉鸽饲养技术融入其中，教材选择了和
生 活 关 联 度 很 高 的《生 活 会 话 900
句》。国通语课程每周 3 次，每次 1 小
时，每个月进行一次考核，授课时间也
都安排在了工作时间，让“自习鸽”基地
员工真正实现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虽说初学国通语时比较困难，但员
工们丝毫没有泄气，在相互交流、互帮
互学中提升了国通语水平。几个月过
去，大家的进步显而易见：国通语自我
介绍从两三句就戛然而止到现在能说
出一篇“小作文”、工作中的交流能通过
国通语基本完成、请假条不用再求助上
中学的孩子、有些员工如今已能够独立
用国通语向商家介绍基地业务了……

乡村振兴新途径

因为早早辍学，今年 37 岁的员工
海茹丽罕没有系统学过国通语。今年
2 月，在阔别校园多年以后，她再次拿

起纸和笔。通过在培训班几个月的学
习，海茹丽罕的国通语水平已经大有长
进。最明显的就是到学校参加儿子的
家长会时，以往听老师讲国通语都是一
头雾水的她，那天却在少数民族老师翻
译之前，就听懂了很多词语和句子。她
说：“这都是‘自习鸽’国通语培训班的
功劳。”

同海茹丽罕一样参加了培训班的
麦图迪也有相同的体会。今年33岁的
村民麦图迪喜欢看电视，以往看国通语
的电视剧时，他听不懂台词只能靠猜。
如今，演员们的很多对话他都能听懂
了，从电视剧到新闻再到纪录片，他能
够选择的电视节目越来越多了。

云账户董事长杨晖表示，大力推广
国通语是增加少数民族群众就业机会、
帮助他们致富增收的重要途径，也是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条件。

“自习鸽”基地正在做的，就是用“接地
气”的形式把国通语讲清楚、讲明白，让
员工们听得懂、学得透，通过学会国通
语达到促进各民族交流、致富增收的目
的。

据天津今晚报 记者 何欣

模 拟 工 作 生 活 场 景 “ 沉 浸 式 ”学 习 国 通 语

养 鸽 生 产 学 习 三 不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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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迪丽胡玛尔
阿曼古丽）走进和田县和天下鸽业有限公司
的肉鸽养殖基地，工人正在忙着给鸽子打理
圈舍、喂食、换水……这些曾经在田间地头忙
碌的农民如今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产业工人。

近年来，和田县不断建立健全产业模式，
大力发展鸽子养殖，让鸽子产业成为了乡村
振兴路上的致富“鸽”声。

和天下鸽业有限公司以产业带动就业为
主要抓手，积极发挥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
用，实现了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养殖水平不断
提高，生产效益稳步提升，助力乡村振兴成效
明显。聘用本地员工 47 人，年工资总额
258.8 万元，人均月工资 3800 元，确保 260 名
脱贫人口收入稳定。

据了解，公司占地面积 170 亩，总投资
5605万元，种鸽场存栏种鸽5万对，主要品种
为卡奴鸽、银王鸽、天翔一号。公司兼营种
鸽、乳鸽，每年繁育种鸽6万羽、生产商品乳
鸽69万羽。

和天下鸽业有限公司专班成员段桂芙
说：“自2018年以来，和田县肉鸽产业积极发
挥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了鸽产业
健康有序发展。下一步，鸽产业将迎难而上，
开拓创新，努力提升品质和生产力，确保肉鸽
产业高质量发展。”

致 富 路 上 有致 富 路 上 有““ 鸽鸽 ””声声

和田县和天下鸽业有限公司肉鸽养殖基地的标准化养殖棚。 地区融媒通讯员 迪丽胡玛尔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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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下鸽业有限公司肉鸽产业营销展示中心。

“咱们山里这土地和气候，不适合
种植露地蔬菜。我们村委会试种大棚
蔬菜一定要成功，品种越多越好，得让
老百姓随时都能吃上带露珠的新鲜蔬
菜。”9月14日清晨，曹杰武和往常一样
来到大棚，与技术人员商量着增加试种
品种。看着长势喜人的辣椒、茄子，大
家很是开心。

和田县喀什塔什乡科克喀依拉村，
平均海拔3100米，在这个边境小村，村
民一直靠畜牧养殖维持生计。这里地
处昆仑山深处，土地贫瘠，气候寒冷，不
适合种植露地蔬菜。群众吃蔬菜，需要
从 140 公里以外采购，山路陡峭难行，
运输成本也高，这让村第一书记曹杰武
萌生了试种大棚蔬菜的想法。

曹杰武是国家税务总局和田县税
务局干部，今年是他在科克喀依拉村驻
守的第四个年头。多年的操劳，让一头
乌发的小伙，变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

“大叔”。
2018 年，曹杰武主动报名来这里

参加“访惠聚”驻村工作。“我是从农村
出来的，当过大学生村干部，我去合
适。”曹杰武就这样开始了驻村生活，这
一次他把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当作“第一
使命”。

刚到村里，高寒缺氧的环境让这位
信心满满的年轻人开始出现身体浮肿、

心脏不适等问题，无奈之下只能下山。
正当大家以为他要打退堂鼓时，曹杰武
却带着氧气袋和制氧机回来了。

驻村期间，他每天一家一户走访，
了解每个村民的信息，熟悉这里的土
地情况。曹杰武不畏山高路险，邀请
技术专家指导村民开垦荒地，发展畜
牧养殖、恰玛古种植等扶贫产业，3
年时间里，实现人均年增收近 7000
元。

村民阿不力孜·阿卜杜克热木原来
是村里出了名的困难户，在曹杰武的带
领下，如今过上了小康生活。“现在我们
养的是多胎羊，牦牛是从西藏引进的，
以前家门口的地没法种都荒着，曹书记
想办法让我们种耐寒的恰玛古。现在
家里收入挺好的。”他说。

2021年，结束3年驻村工作的曹杰
武回到和田县税务局，工作之余所思所

念的都是山里的百姓：“乡亲们的收入
还能再高点，村里还能再美点，孩子们
该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终于，在乡亲们一封封“家书”的召
唤下，返回税收岗位半年后，曹杰武再
次主动报名参加“访惠聚”驻村工作，回
到了科克喀依拉村，这一次他被选派为
第一书记。

为了让村里百姓日子过得更好，曹
杰武在城市和乡村间来回奔波，积极争
取政府部门及相关扶持单位支持，引进
扶贫项目，开办超市、公共浴室等，试点
种植大棚蔬菜，对多胎羊、牦牛品种进
行改良，一步一个脚印地带领304户村
民走上了致富路。

在这个昆仑山深处的边境小村，巡
边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曹杰武带领干
部群众组建了义务巡边队，奔波在140
多公里的边境线上，担当起“守土戍边”

的神圣使命。
去几百公里以外的边境线巡边，少

则一周，多则半个月一个月，带上馕，背
上水，克服缺氧带来的身体不适，曹杰
武就这么扛了下来。他总说：“我是党
员干部，我得先带头，我们不仅守土
护边，还能保护牲畜免受狼和野猪的
侵袭，这些牲畜可都是老百姓的家底
啊！”

如今，他又有了新的想法——发展
旅游业，为了让山里的百姓走出去，也
为了将科克喀依拉的美展现给世人。

“昆仑山深处有我守护的家。”4年
来，曹杰武将满腔热情书写在了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征程上，始终保持共产党
人的政治本色，用奋斗书写着无悔青
春。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米日古
力·纳斯尔

昆 仑 山 深 处 有 我 家

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茹柯耶
姆 木比阿雄）“大家好！这是我的爸
爸妈妈，这是我们家承包的鱼塘，来这里
垂钓、休闲，三五好友聚一聚，烤上一条
亲手钓上来的鱼，是个不错的选择哦！”

在和田县罕艾日克镇夏买来村
“火车头”综合养殖基地里，村民古丽
胡玛尔·艾克木正在录制宣传视频，向
网友介绍自家的鱼塘。2019 年，中国
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派来了
驻村工作队，建起了一座集“旅游+养
殖+生产”的基地后，她的爸爸到养殖
基地承包了 9 亩鱼塘，带头做起了渔
业。古丽胡玛尔家每年的收入在8至
10万元，日子越过越红火。

买提阿布拉·阿布都艾尼是远近
闻名的养殖能手，因为有大规模养殖
经验，在这个基地承包了 1 座养牛厂
房，拓宽了自家的产业，也激发了村民

到基地就业的积极性。
“我是 2020 年来这里承包养牛厂

房的，我养的牛都壮壮的。今年把牛
卖了以后，准备再换一辆新汽车。”买
提阿布拉擦着自己的爱车说。

据了解，夏买来村“火车头”综合
养殖基地于2019年建设，总投资458万
元。养殖基地建成后，夏买来村及周
边的吉格代艾日克村、尤库罕艾日克
村3个村的79户村民得到了收益，夏买
来村村集体每年增收6.8万元以上。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我们把打造‘铁’字号
产业作为头等大事，发展‘特色养殖产
业+就业’的模式，建成了 1 座占地 60
亩的综合养殖基地和一个饲料加工
厂。如今，乡亲们不但富了起来，村庄
也更美了。”夏买来村第一书记沙拉
木·阿力米提说。

“火车头”养殖基地变大了

地区融媒讯 （记 者 李凌燕
通讯员 贾文广）“通过这种‘云宣讲’
方式，大家在微信群里畅所欲言，有什
么难点、问题都可以向老师提问，解决
一些不懂的问题，特别方便。”和田县
色格孜库勒乡库木恰喀村妇联主席艾
比拜·图尔荪麦提说。

9月17日，为把惠民政策精准宣讲
到位，色格孜库勒乡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突出“理论+基层”，依托微信群及时
便捷的功能，推出线上“云宣讲”小课
堂，特邀请和田县委讲师团宣讲员图
松妮萨·萨塔尔入驻微信群，分早、中、
晚在线上进行云宣讲，充分让宣讲形
式“活”起来、“动”起来。

为扩大受众面，“云宣讲”小课堂
上线后，色格孜库勒乡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通过村居民群、网络平台等载体
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充分满足当前辖
区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实现政策传

递无阻隔、远程服务无距离，力促群众
“足不出户”学懂政策。截至目前，色
格孜库勒乡微信群“惠民云宣讲”4场，
内容包括惠民政策、疫情防控等相关
知识，群众参与度高，活动反响热烈，
村民纷纷为这种线上“云宣讲”小课堂
的形式点赞。

“云宣讲形式短小，不受时间和地
点限制，说最新的惠民资讯，讲老百姓
最关心的事，简单明了，让党的声音宣
传时时在线，家喻户晓、落地生根。”色
格孜库勒乡有关负责人说。

色格孜库勒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将把惠民“云课堂”作为一个常态工作
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以“线上+线下”
的方式开展更多针对性更强、分众化、
互动化的特色宣讲活动，不断拓展理
论惠民覆盖面，将政策送到百姓家门
口，打通理论宣讲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

“云宣讲”让村里小课堂“活”起来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古哈尔）
“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感谢村里组
织的助学活动，让我可以没有后顾之
忧踏入大学校门。我一定铭记这份恩
情，刻苦学习，奋发向上，将来回到家
乡，用自己的行动和成绩来回报社会，
不辜负大家的期望。”9月15日，墨玉县
奎牙镇古勒其村学生哈力达·阿不力
米提说。

9月以来，古勒其村相继有14名学
生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自治区人
民检察院驻墨玉县奎牙镇古勒其村

“访惠聚”工作队发动致富带头人及爱
心群众积极开展捐资助学活动，累计
捐资3.6万元，为村里26名家庭困难的

大学生发放了助学金，鼓励他们放飞
希望、勇敢逐梦。

古勒其村共有在校学生639人，其
中大学生57人。2019年以来，通过“访
惠聚”驻村工作队、村委会和学校共同
努力，强抓教育，目前全村学生入学率
100%，在校率100%。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墨玉县奎牙
镇古勒其村“访惠聚”工作队有关负责
人表示，古勒其村将继续积极协调社
会力量，筹措资金，多渠道、多方式为
品学兼优的学子、家庭困难的学生提
供帮助，不断提高“金秋助学”的精准
度、实效性，助力学子顺利完成学业，
放飞希望，实现梦想。

奎牙镇古勒其村14名学生考上大学

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迪拉）
“这段时间，我们担心茄子卖不出去会
造成损失，感谢工作队和村干部帮了
我们一个大忙。”9月18日，和田市吉亚
乡阔恰村菜农艾则孜·哈孜感激地说。

阔恰村紧挨和田市城区，今年，驻
村工作队引进企业帮助农民科学种
植，提高土地产值，全村种植了 600 亩
高产茄子、大葱、白菜等农作物。眼下
正是茄子等时令蔬菜的成熟期，正值
收获的时候，菜农自己进城卖菜却存
在销路问题。

艾则孜·哈孜和伊米尔哈孜·阿西
木是吉亚乡阔恰村村民，他们今年种
植了7亩大田茄子，眼看茄子丰收了，
销路问题却让他们心急如焚。

“想起大田里的几吨茄子，我就头
疼。向村里说了我们的难处后，工作
队就答应帮我们想办法解决这个问

题。”艾则孜·哈孜说。
9月17日，新疆工程学院驻和田市

吉亚乡阔恰村“访惠聚”工作队与村
“两委”干部经过一番商量后，由村里
组织志愿者帮助采摘，并联系和田北
慕农产品批发市场，按照市场批发价
统一上门收购这些蔬菜，解决销路问
题。同时，村委会购买1吨蔬菜送到全
乡养老院、学校和各村的食堂。

“我们不但要做好村里的各项工
作，更要想办法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
难，帮村民解决蔬菜销售的问题就是
最实在的为民办实事。”村党支部书记
阿卜杜克热木·拜克尔说。

“村里组织了我们4名志愿者连夜
采摘、分拣、打包、装袋、装箱，我们采
摘了 3 吨多茄子，供给北慕市场保供
点。”阔恰村志愿者阿卜杜合力力·阿
卜杜外力介绍说。

工 作 队 帮 菜 农 销 售 7 亩 蔬 菜

和田市吉亚乡阔恰村志愿者把采摘后的茄子打包、装箱后装上蔬菜收购车。
吉亚乡阔恰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