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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2018年11月至今，买赛地·吐送无偿照

顾村里30多名老人，和老人们亲如一家，让这些老人享受暮年快乐。

买赛地·吐送的“老人之家”
地区融媒记者 朱红杰

再过两个月，买赛地·吐送开办的
“老人之家”就整整5年了。

买赛地·吐送，这位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十四师225团拉依苏村的一个普通
农民，瘦小精干，今年59岁，看上去本人
相貌要比实际年龄大，眼角的褶皱，因时
常挂在脸上的笑容而略显醒目。

9月16日，记者见到买赛地时，他正
在地里给蓝莓树追肥。见到记者，热情
伸出的一双满是皲裂和老茧的手，握着，
让记者感到温暖而满富泥土的气息。

买赛地最初办“老人之家”的想法很
简单。2018 年，他在村里干公益岗，在
村委会的扶持下，靠发展养殖日渐富足
起来。看到村里一些老人行动不便，有
的孤寡独居，有的老人子女在外不方便
照顾，他就想把这些老人集中起来，中午
管老人一顿饭。再就是买赛地小时候父
母去世早，他自小受到村里人的照顾，现
在，自己日子宽裕了，有能力做这件事。
于是，他向村委会提出自己的想法，得到
村委会的支持。11月，“老人之家”正式
办了起来。

说容易，做起来难，一直坚持做了5
年，这其中的艰难买赛地最清楚。

买赛地一家5口，大女儿出嫁，儿子
成家单过，二女儿在跟前。原本做 3 个
人的饭，现在要增加到 30 多人。一天，
爱人和女儿可以坚持，一星期，也可以坚
持，时间久了，家人就有意见了，买赛地
就把自己的妹妹请过来支援。

最多时45人，最少时20人，平均30
人。这么多人吃饭，家里的粮食很快见
底。村委会知道后，及时送来了粮食，帮
他坚持到新麦子收割。还有一次断粮，
买赛地准备卖头牛买粮渡难关。买牛的
人到他家，看到要买的牛还很小，但是当
了解到买赛地卖牛的原因后，买牛人直
接把钱先支付给了买赛地，说让买赛地
把牛养大养肥些再来牵。

有人给买赛地算过账。除星期三和
星期日巴扎天，老人们赶巴扎不在他家
吃饭外，一星期5天，一个月20天，一年
240天。按吃拉面算，一天成本400元，
一年96000元。算大账买赛地一年照顾
这些老人的成本要 10 万元左右。这笔
钱对买赛地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

养牛，养羊，养鸡，种粮，种菜，种瓜，
种果树……去年，买赛地把村里没人种

的5亩地收拾出来，加上自己原有的3亩
地都种上了小麦、瓜果等。“一年卖上 4
头牛，老人吃饭不再愁。”乐观的买赛地
像个孩子般地笑着说。

“这些老人都有养老金，大家也提出
过交一些生活费。我们现在是一家人，
自家人在一起吃饭还需要交钱吗？”买赛
地说。

从最初办“老人之家”到现在，他们
结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些老人和买
赛地一家已经融在了一起。

阿依吐送罕老人到商店里买了几双
丝袜，她专门给买赛地的爱人吐尼沙罕·
芒力克挑了一双，回来塞到吐尼沙罕手
里。

司马义·肉孜见买赛地给果树追肥，
他拿起铁锹帮着往编织袋里装农家肥。

阿卜都合力力见买赛地忙着地里的
农活没时间接老人，他主动骑上电动车，
一趟趟把老人接到一起。

虽然这些老人年龄大了，有的腿脚
不便。但是，他们还是力所能及地帮着
做些事。

“看着这些老人在一起很开心就是
我最大的快乐。”买赛地说。

老人们在一起，聊天，下棋，唱歌，还
跳舞。这样的氛围，把老人们吸引到一
起。

巴拉提·木沙，上过和田师范，喜欢
给大家讲历史，他有子女在身边，但他还
是愿意和大家在一起。

吾卜力卡斯木·买买提明，喜欢唱
歌，8岁时听过库尔班大叔的宣讲，对现
在的好日子赞不绝口，现场一曲红歌联

唱，迎来老人们的热烈掌声。
买赛地家的大院，就像一个快乐之

源，让这些老人聚在一起享受着暮年的
快乐和祥和。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年近 60 的买
赛地身体健康，他办的“老人之家”同样
受到 225 团、村委会和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的支持和关注。逢年过节，225团、村
委会都要慰问，225 团还安排医护人员
每周到买赛地家里给老人们检查身体。
一些单位会组织职工利用休息时间来帮
助打扫卫生，爱心人士也会给予一些资
助。这些，让买赛地更加坚定地把“老人
之家”办下去。

“老人们快乐，我也快乐。我要把老
人们一直照顾下去，直到我也老了。”买
赛地说。

9月16日，买赛地·吐送正在“老人之家”细心照顾老人。 地区融媒记者 朱红杰摄

民丰县

提升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推进代表活动常态化

地区融媒讯 （记者 胡对红 于凯
丽）“这是个木碗，这张照片是老房子……”
9月17日，在民丰县若克雅乡劳光村村史
馆里，人大代表麦麦提孜·麦提赛伊迪在向
参观者介绍劳光村史。

民丰县若克雅乡劳光村人大代表联络
站，共有县乡两级人大代表16人。麦麦提
孜是民丰县、若克雅乡两级人大代表，也是
劳光村村委会副主任。

组织人大代表开展活动，加强代表自
身建设是人大代表联络站的职责之一。劳
光村人大代表联络站依托村委会红色影
院、村史馆、图书馆、文化大舞台等阵地资
源，全力推动和丰富人大代表活动。

今年以来，劳光村人大代表联络站组
织代表开展学习培训、走访联系选民、接待

群众、调研、向选民述职等活动，实现闭会
期间代表活动常态化。根据每名代表的特
长制定工作职责、运行机制，着力加强对联
络站全过程管理，实现联络站活动常态化，
代表自身建设常态化。县、乡两级人大代
表编组定期进站点，收集群众诉求、倾听群
众呼声。目前，已收集意见建议3条、解决
困难诉求24条。

劳光村村委会门前的群众文化活动广
场建成后，没有配套健身器材，群众提出
意见，人大代表向有关部门反映后，安装了
单杠、双杠、扭腰器、蹬力器等健身器材；村
里浇地的水渠年久失修，农田用水浇灌困难，
在人大代表的提议下，民丰县水利部门立项，
投资36万元，修复水利闸门100多个，疏通涵
洞，修补破损、塌陷的渠道，解决农田用水、排
水难题。

“我是劳光村这个选区选出的人大代
表。每月，我都来劳光村走访群众，收集意
见建议。”民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伏先华
说。

今年以来，民丰县划拨 80 万元资金，
为全县42个代表联络站配备办公设施，加
强基层人大代表联络站标准化、规范化、常
态化建设，实现了县、乡两级人大代表进站
全覆盖、履职活动全覆盖，群众表达诉求渠
道更加畅通无阻。

人 大 代 表 风 采人 大 代 表 风 采

9月17日，人大代表麦麦提孜·麦提赛伊迪（中）来到村民家中走访。
地区融媒记者 胡对红摄

北京网红直播带货助墨玉农特产品销售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唐海东 通

讯员 阿依努尔）“上次订购的和田大枣、
核桃、葡萄干太好吃了，这三样特产再各
订购5公斤。”9月15日，北京市民赵先生
在抖音平台留言。

自9月6日以来，北京著名相声演员
高晓攀带领团队在4A级景区墨玉老城和
新疆自由落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直播团
队一起直播带货，宣传推介墨玉农特产
品，北京、天津、安徽、浙江等地消费者纷
纷下单，抢购核桃、红枣、葡萄干、无花果
等绿色农特产品。

为满足市场需求，使消费者吃上新疆
农特产品，新疆自由落体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在优选和田农特产品的同时，还精选全
疆各地区域品牌产品，打响新疆品牌、和
田区域品牌，助力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
兴。

为保证消费者下单 3 天之内收到优
品，新疆自由落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西
安设立前置仓，调集全疆优质农特产品储
存，有伊犁的蓝莓干，阿克苏的玛仁糖，和
田的大枣、核桃等。公司副总经理阿卜杜
萨拉木·阿卜杜热黑木说：“现在是销售旺
季，我们的农特产品无论品质还是口感都
特别好。希望通过直播带货，把和田本土
的特产推介出去。”

新疆自由落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坐

落在墨玉县现代农业产业园，是一家集原
产地收购、农产品深加工及电商销售为一
体的现代农业企业。公司通过短视频直
播电商的优势，按照“运营公司+加工企
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帮助
农户销售特色农产品。截至8月底，公司
累计收购农户核桃1000多吨，红枣500多
吨，销售金额7000万元。

该公司解决了20多名墨玉县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培养带货主播15人，线上合
作达人 1000 余人。阿卜杜萨塔尔·如孜
麦麦提在大学期间就对抖音、快手直播带
货很感兴趣，大学毕业后，他加入到新疆
自由落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为一个小
有名气的男主播。“我现在每月基本工资
3000元，根据直播下单提成，每月工资在
6000 元以上，各地的粉丝很喜欢我。”阿
卜杜萨塔尔说。

“今后，我们在延伸产品供应链、促销
和田品牌产品、保证产品质量上下功夫，
让更多的人都能尝到和田味道，不断提升
和田特色品牌产品知名度、美誉度。”阿卜
杜萨拉木说。

北京著名相声演员高晓攀（左）带领团队在墨玉老城与新疆自由落体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直播团队一起直播带货，宣传推介墨玉农特产品。

地区融媒通讯员 阿依努尔摄

地区基层妇联干部专题培训班开班
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米乃

姆 实习生 崔梦诗）9 月 17 日，地
区基层妇联干部专题培训班在地委
党校开班。

此次培训为期5天，地区各县市
妇联干部、执委，乡镇（街道）妇联主
席等近百名基层妇联干部参加培
训。培训采取党校老师讲理论、妇联
干部讲业务、专业律师讲法律的方
法，使此次培训既有理论学习，又有
工作经验交流分享，内容丰富，课程
充实。

开班仪式后，参训学员纷纷表
示，将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倍加
珍惜此次培训机会，以优良的学风、
扎实的作风和严密的组织纪律，争做
新时代妇女儿童事业的引导者、建设
者和实践者。

“此次培训的开展对进一步深化
地区妇女和儿童工作具有很强的指
导意义。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
的重要论述，引导广大妇女听党话、
感党恩、跟党走，勇担历史使命，争做
建设者、倡导者、奋斗者，以妇联干部
队伍建设推进妇女工作高质量发
展。”地区妇联党组书记杨英说。

红枣长势喜人 果农丰收在望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司热皮

力 阿热孜古力 梁蕊蕊）初秋时
节，瓜果飘香。于田县奥依托格拉克
乡成片的枣地里颗颗红枣果肉饱满、
色泽透亮、挂满枝头，呈现出一派丰
收在望的喜人景象。

在奥依托格拉克乡阿甫塔普勒
克库勒村红枣地里，棵棵红枣树上翠
绿的叶子和透红的果子相互辉映，令
人垂涎欲滴。在果树旁，果农忙着除
草、整理滴灌管道，红枣地负责人给
果农现场指导种植技术。

于田县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
长，发展红枣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当地产的红枣色泽艳丽、果
肉紧实、口感香甜，深受消费者青

睐。据介绍，奥依托格拉克乡种植红
枣 1.18 万亩，有灰枣和骏枣两个品
种，灰枣亩产约 500 公斤，骏枣亩产
约600公斤。红枣品质好，销路也不
愁，加工好的红枣销往全国各地。

“我在奥依托格拉克乡种植红枣
十多年了，现在有1500亩红枣，亩产
500多公斤，带动了周边50余名村民
就业。今年，红枣长势较好,收入也
会更多。”奥依托格拉克乡红枣种植
户刘敏伟说。

奥依托格拉克乡坚持把红枣品
质优、品牌强作为红枣产业发展的关
键来抓，持续加强红枣种植的精细化
管理和技术指导，确保红枣提质增效，
预计2023年全乡红枣产量6000吨。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张雅芝）9
月18日12时，地区气象台发布天气
预报：这一周，受冷空气影响，地区将
出现风沙、降水、降温天气，过程降温
5℃左右，其中：

19日，和田各地多云间晴有浮尘，
气温略有下降，阵风4级，南部山区有
分散性阵雨（高山区为雪）。

20日至21日，各地多云，平原大
部扬沙转微到小阵雨，气温下降5℃
左右，阵风4~5级，南部山区有小雨，
局地可达中量（高山区为雪）。

22日至24日，各地多云，平原区
断续有分散性阵雨，气温变化不大，
阵风 4 级，南部山区有小到中雨，局
地可达大量（高山区为雪）。

和田本周将现风沙、降水、降温天气

策勒县津和陆港智能仓储

物流基地项目建设接近尾声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李利
富）经过近一年的紧张施工建设，策
勒县津和陆港智能仓储物流基地项
目15栋仓储库房和其他基础设施建
设目前已接近尾声。

该项目总投资5.26亿元，其中国
家投资 0.44 亿元，专项债券资金 3.9
亿元，天津市对口援建资金 0.92 亿
元。这个仓储物流基地占地面积
683亩，新建13万平方米大型综合物
流中心，配套物流库房 9 万平方米，

展销区2万平方米，附属用房2万平
方米。该工程于2023年3月初开始
进场施工，目前厂房主体工程已经全
部完工，预计年底交付使用。这个智
能仓储物流示范基地是天津市对口
支援示范项目，一期计划投资 9200
万元，占地 49 亩，新建 1.8 万平方米
综合配套服务区，为陆港提供配套服
务。

项目投入使用后，将吸纳疆内外
10 家以上物流企业入驻，带动就业
500 人以上，解决产业发展物流短
板，为推动策勒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重 点 项 目 进 行 时重 点 项 目 进 行 时

策勒县津和陆港智能仓储物流基地项目建设现场。
地区融媒通讯员 李利富摄

勿忘“九一八”和田拉响防空警报
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米乃

姆 实习生 崔梦诗）9 月 18 日 12
时整，全地区防空警报鸣响，低沉、肃
穆的警报声划破长空，响彻和田的每
个角落，警钟长鸣，勿忘国耻，居安思
危。

上午 12 时，当防空警报第一声
响起时，路上车辆停驶，行人驻足，低
头默哀。

“铭记历史，不忘国耻。牢记侵
略者对我国造成的苦难。作为公民，
我们要为国家建设出一份力。”市民
梁小敏说。

当天，地区住建局人防科相关工
作人员在团结广场开展以“铭记历
史、勿忘国耻，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为主题的国防知识宣传教育活动，让
更多人铭记历史，砥砺前行。大家纷
纷表示，勿忘昨天的苦难，无愧今天
的使命担当，才能不负明天的伟大梦
想。

“当年先辈经历的苦难，我们永
远不能忘记。希望通过多形式宣传
活动，让更多人明白现在的美好生活
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市民陈康归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