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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以后在哪，我都会一直牵挂着你们……”

三年援疆路 一生情相牵

体能训练中，他科学制定方案，改
善训练模式；生活中，他体贴入微，关心
同事；帮扶中，他用心用情用力……

他就是原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石
家庄市支队藁城区丰产路消防救援站
政治指导员，自2020年12月起先后援
疆任职墨玉县消防救援大队滨河大道
消防站站长、和田市消防救援大队北京
工业园区站政治指导员卞小川。

3 年来，卞小川把和田当作故乡，把
和田人民当成亲人，积极融入和田消防救
援事业，获得了“新疆消防救援总队优秀
教练员”荣誉称号，为和田消防救援队伍
建设和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倾情援疆 圆梦和田

来新疆，一直是卞小川的梦想。
2020 年，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在全
国消防系统选派干部到南疆援派任职，
卞小川喜忧参半，多年援疆梦想终于可
以实现了，但三年无法照顾家人让他迟
迟无法下决定。家人十分理解卞小川
的想法，安慰他说：“去新疆实现你的梦
想，不要让自己后悔，我们都支持你！”

家人的暖心话语让卞小川不再犹
豫，决定报名参加援疆工作。当年 12
月，带着满腔热情和亲人的期望，卞小
川从燕赵大地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
缘小城和田，先后担任墨玉县消防救援
大队滨河大道消防站站长、和田市消防
救援大队北京工业园区站政治指导员，
开启为期3年的援疆生涯。

“我要像胡杨一样耐寒、耐旱，扎根
和田、建设和田。”临行前，卞小川在日
记中记录下心中所想。

初到和田，卞小川发现和田当地消
防救援队员身体素质普遍较高，训练科

目丰富，但各项体能业务素质不尽理
想。卞小川发挥大学体育专业经验和
在原支队带集训队心得，给队员量身定
制训练方案、纠正动作，提高健身质量。

和田市消防救援大队北京工业园
区站毗邻沙漠，是和田地区消防救援支
队（以下简称“和田支队”）集训所在地，
卞小川被任命为和田支队集训队教练
员。集训期间，卞小川优化以往单一训
练模式，在训练中穿插恢复治疗，降低
训练损伤。他还根据身体素质分组分
班，并身先士卒，带头练、带头跑，营造
轻松训练氛围，激发队员身体潜能，大
家都叫他“沙漠里的领跑者”。

杜江是和田市消防救援大队和墨
路消防站消防员，擅长 400 米跑科目。
卞小川因材施教，对杜江采取一对一针
对训练，帮助他将400米跑成绩由1分
05秒提升到52秒64，达到了国家二级
运动员水准，并在南疆片区比武中获得
第3 名。此外，在卞小川的带动下，和
田支队 5 公里平均成绩提高 2 分钟以
上，双杠提高10个以上。

“卞小川立足自身优势，把同事当兄
弟，和大家打成一片，不但提升了业务水
平，还提升了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和
田市消防救援大队政治指导员朱航说。

赴汤蹈火 守护人民

“我的养殖场能够保住，是卞小川
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真的很感谢他！”
11月14日，墨玉县喀尔赛镇养殖户刘
某回忆。

2021年2月15日凌晨3时18分，墨
玉县喀尔赛镇某养殖场因线路故障导
致起火，情势万分危急。“接到报警后，
我们马上赶到现场，当时已经是火光冲
天了。”回忆起当时的灭火经历，卞小川
说。

那是一片铁皮厂房，底部为水泥结
构，着火部位在厂房内部，所幸起火时

并没有人员被困。但火势凶猛，时间不
等人，凭着多年的救援经验，当时在墨
玉县消防救援大队交流任职的卞小川
和其他几名队员率先对现场进行勘
察。确保安全后，他和两名队员组成突
击队果断逆行而上。

灭火服、呼吸器……全套防护装备
足足有10多件，他们“全副武装”后，进
入厂房内部铺设水带。“根据多年救援
经验，此类失火无法精准判断火源，只
能按照方位进行搜索。”卞小川说。

期间，卞小川 3 次更换呼吸瓶，但
他没后退一步。“当时在厂房内，后背很
热。消防员的职责使命告诉我，要尽快
把火扑灭，尽可能把群众的财产损失降
到最低。”

经过两个小时的奋力扑救，火势终
于被扑灭，在同事检查无死灰复燃风险
后，卞小川才放松下来，瘫坐在地。

默契的配合与顺利的救援，是无数
次训练和实战的结果。2009年入伍至
今，卞小川从事消防救援事业14载，先
后获得个人三等功6次，集体三等功3
次，在河北石家庄任职期间多次被评为
全省优秀基层干部、全省优秀政工干
部、执勤岗位练兵先进个人。

勇于担当 爱心助学

“卞叔叔，期中考试我考了第二名，
姐姐苏比努尔考了第三名，看看，这是我
们的奖状。”11月12日，卞小川带着礼物
来到和田市古江巴格乡帮扶学生苏麦热
木·麦提亚森家中，孩子们拿着奖状给他
报喜。

苏麦热木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
列前茅，姐姐苏比努尔之前处于班里中
等，卞小川一直放心不下。这次苏比努
尔取得这么大的进步，让卞小川十分欣
慰，一下子绷不住流下眼泪。

看到卞小川落泪，孩子们也哭了起
来，卞小川说：“看到你们这么争气，我

是激动才哭的。”
普通的帮扶关系，何以有如此深厚

的情感？
时间回到 2021 年，在和田支队开

展的“火凤凰”爱心助学活动中，卞小川
与和田市古江巴格乡小学学生苏麦热
木结识，由于她和女儿年龄相仿，卞小
川对苏麦热木格外上心，把不能陪伴女
儿的亏欠都用在苏麦热木身上。

苏麦热木父母都是农民，家中孩子
多，生活比较拮据。每隔几天，卞小川都
会带着学习生活用品到苏麦热木家中探
望，并督促辅导她的功课。卞小川告诉苏
麦热木，知识改变命运，学习对于农村孩
子是非常好的出路，一定要加油!

为了让苏麦热木安心学习，3 年
来，卞小川足足购买了价值5万余元的
课外书籍和学习用品，并且要求苏麦热
木每天给自己发读课外书的视频。“卞
叔叔像父亲一样关心我，学习上对我特
别严厉，一点也不惯着我。”苏麦热木
说。

卞小川不仅关心苏麦热木，还关心
着她的家人。2022 年 11 月，苏麦热木
姐姐身患急性阑尾炎，需要进行手术治
疗，家中拿不出钱，一家人快急哭了。
在山东省济宁市探亲的卞小川知道后，
立刻转去了手术费，叮嘱苏麦热木赶快
让姐姐治疗。

一次闲聊时，卞小川无意间说出即
将结束援疆，离开和田，苏麦热木一下
子哭了起来。卞小川安慰苏麦热木说：

“不管我以后在哪，我都会一直牵挂着
你们。我会一直资助你，直到你读完大
学。”

即将结束援疆生涯，卞小川很是不
舍，这里有他朝夕相处的同事，有他牵
挂的苏麦热木一家。卞小川说：“援疆
是责任，更是我一生的财富。我会把和
田当作第二故乡，常回家看看。”

地区融媒记者 张亚辉 胡礼政
通讯员 马亮

援 疆 工 作 进 行 时援 疆 工 作 进 行 时

小 小 芦 苇 梗 承 载 致 富 梦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阿依夏 拜

合尔丁）近年来，和田县着力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将农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打
造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走出了一条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推动乡村
振兴的致富路子。

11月13日，笔者在英艾日克乡芦苇地
里看到，农民正在挖掘、分选、切割、晾晒、

装袋、运输芦苇梗……一派热火朝天的繁
忙景象。

说起这些芦苇梗，以前可是英艾日克
乡农民眼中的麻烦，它们生长在田间的排
碱渠中，使泥沙淤积，影响了排碱渠排水去
碱的功能，清理起来很麻烦，每年都要耗费
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清理。然而，就是这个
不起眼还麻烦的芦苇梗却在阿卜杜热扎

克·亚库甫的眼里，变成了帮助农民增收的
“金疙瘩”。

一个偶然的机会，英艾日克乡托勒干
吉村村民阿卜杜热扎克了解到芦苇梗属于
中药材，具有清肺胃热、生津止渴、止呕利
尿的效果。一直怀揣着创业梦想的他发现
商机，激起了创业干事之心，开始寻找芦苇
梗加工厂，筹集13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在

工作队和合作公司的帮助支持下，开始了
他的芦苇梗事业。

英艾日克乡托勒干吉村、依米西力克
村的排碱渠长约5公里、宽约6米，预计可
产芦苇梗26吨，通过和新疆元化本草中药
材有限公司签订合同，野生芦苇梗经过晒
干、切片，一级产品可以卖到每公斤8元，
预计收入21万元，纯利润6万多元。

英艾日克乡乡长阿不力克木·亚力坤
说：“芦苇用挖掘机挖出，既帮农民清理了
水渠，又能变废为宝产生经济效益。”

截至目前，芦苇梗产业共吸纳稳定就
业11人，人均月收入3000元。

3000亩洋姜收入250万元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迪力夏
提 伊丽姆努尔）11月16日，在洛浦
县多鲁镇阿特什墩村3000亩的洋姜
种植基地，30 多名村民正忙着采收
洋姜，刚出土的洋姜个大、饱满，十分
诱人。

洋姜，又称菊芋，是菊科的多年
生草本植物，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
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为了拓宽村
民的增收渠道，阿特什墩村于 2020
年引进新疆世达农业有限公司，发展
洋姜种植产业。目前，洋姜的市场价

格为每公斤 5 元，预计阿特什墩村
3000亩地的洋姜可收入250万元。

村民伊敏·喀迪尔是新疆世达农
业有限公司阿特什墩村洋姜种植基
地工作人员，他不仅学到了科学种植
技术，也有了稳定且满意的收入，日
子越过越红火。“我在这里工作已经
两年多了，一天工资 120 元，我还学
到了洋姜的种植管理技术，明年自己
也准备种植洋姜，增加家庭收入。”伊
敏说。

村党支部书记艾力·齐乃说：“村
‘两委’鼓励和引导村民发展特色种
植，将继续加强与新疆世达农业有限
公司的合作，共同推动阿特什墩村洋
姜种植产业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
展。”

电 商 热 卖 皮 山 红 枣

田间志愿服务助农收菜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张淑

华 张国义）眼下，正是大白菜收获
的季节，和田市肖尔巴格乡巴什阿曲
村 1040 亩大白菜喜获丰收，和田市
委办公室党支部积极发挥后盾单位
作用，联合驻村工作队、村“两委”，组
织党员干部职工、入党积极分子组成
助农志愿服务队，帮助困难农户抢收
白菜，把实事办在群众的心坎上。

11月11日一大早，助农志愿服
务队来到巴什阿曲村白菜种植户吐
送托合提的地里收大白菜。志愿者
分工协作，紧密配合，砍菜、修
叶、分拣、搬运、装车，各负其
责，干劲十足。

“志愿服务队来得真及时，帮我

收白菜，我一个人要干好几天的活，
不到一上午就干完了。多亏了他们
的帮助，不然过几天天气变冷，白菜
就会受冻，卖不出好价钱。”吐送托合
提看到收完的白菜高兴地说。

“能参加助农志愿服务活动，帮
助农民收白菜，既增强了干群之间的
关系，又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我心里特别高兴。”和田市档案馆
干部王悦说。

“市委办公室党支部积极发挥驻
村工作队后盾单位作用，带领党员干
部开展志愿服务，引导支部党员干部
密切联系群众，推动为民办实事活动
走深、走实。”和田市委办公室副主任
李晓松说。

在皮山县木奎拉乡皮城山宝红枣种植基地，村民正在采收红枣。
地区融媒通讯员 茹柯耶摄

某次出警救火期间，同事拍下卞小川身先士卒的场景。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卞小川给苏麦热木过生日，并为她辅导功课。

走 ！ 去 调 解 室 评 评 理
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者 张蕾 通讯员 孙铭阳

11 月2 日，在和田市公安局古江巴
格乡派出所矛盾纠纷调解室，阿某和李
某因为车辆维修费纠纷吵到了派出所，
让民警闻星给评评理。

闻星是古江巴格乡派出所矛盾纠纷
调解室负责人。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
人，在基层工作近 20 年，人熟地熟情况
熟，加之办事公道，说话有亲和力，群众
有诉求、有难事，都愿意找他。

当天，阿某和李某来到调解室。一进
门，阿某就说：“闻警官，我让他把车从喀什
给我托运回来，他自作主张一路开回来，中
途修了车还让我付钱，这钱我不认。”

李某说：“修的是你的车，这笔账你
不认也得认。”

去年 7 月，阿某委托李某将其停放
在喀什市的车托运至和田市，并向其支
付了2000元。

正好李某要从喀什市回和田市，于
是他决定把车开回去。途中，汽车电瓶
坏了，李某换了一个新电瓶。接着，民警
执法时发现该车没有买交强险，李某一
时联系不上阿某，又垫钱买了交强险。

到达和田市后，李某一算，一路上花了
4000余元。于是，他联系阿某补差价。

二人多次沟通无果后，到调解室找
闻星评理。

了解情况后，闻星让二人先冷静一
下。闻星说：“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雇佣
关系是指雇主与雇工约定，雇工利用雇
主提供的条件，在雇主的指示、监督下为
雇主提供劳务，并由雇主支付报酬的劳
务法律关系。”

“闻警官这话对呢，我们之间是雇佣
关系，我已经给你支付了报酬，不可能再
付其他费用了。”阿某说完解释道，其车
辆已接近报废，他本来想等车辆托运回
来后就办理报废手续，没想到李某一路
开回来又是修车又是买交强险。

“从情理上讲，李某把车给你开回来
了，电瓶确实换了，垫付交强险费用也是事

实，你是不是应该也让一步？”闻星劝道。
最终，在闻星的调解下，阿某和李某

各让一步，由阿某支付给李某一定的补偿。
古江巴格乡派出所辖区一半是城

区，一半是农区，人多事杂，这些看似“鸡
毛蒜皮”的琐事，占据着古江巴格乡派出
所全部警情的60%。虽然都是些家长里
短，却影响着辖区的平安和谐。

如何让群众生活更顺心，是古江巴
格乡派出所民辅警关心的头等大事。

今年6月，该所成立了调解室，闻星
主动承担起矛盾纠纷调解工作。“要把群
众当成家人，把群众的事当成家事，想尽
办法化解矛盾纠纷。”闻星说，调解矛盾
时，他有“独门绝技”——三字诀：“一笑”
缓解气氛，“二听”了解缘由，“三唠”摆事
实、讲道理。

“我们这一带的乡亲，没有不认识闻

星的，调解室就是我们街坊邻居‘说理’
的地方!”特根拉村村民阿不来提·穆塔
力甫说。

调解室自成立以来，已调处各类矛
盾纠纷120余起，调解率达100%。与之
对应，古江巴格乡派出所辖区各类刑事、
治安案件发案率实现“两连降”。

“每一次成功调处的背后，都是民警
们肯钻研、勤思考、主动作为的结果。”古
江巴格乡派出所所长麦提尼亚孜·艾麦
尼亚孜说，民警们经常走街入户与乡亲
们拉家常，辖区的人和事他们都清楚。

和田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冯
红伟说：“强化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是关
键，派出所调解室实现了矛盾纠纷就地
化解，不上交、不激化，把‘死结’变成‘活
扣’，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巡察组帮村民要回欠款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努尔比

亚 窦延武）“今天，我们终于领到
了2020年的投资收益，非常感谢巡
察组的同志！”11月19日，和田市
伊里其乡某村村民芒某对巡察组工
作人员说。

今年 6 月，和田市委第一巡察
组在伊里其乡某村开展巡察时，村
党支部书记亚某向巡察组提供了一
份涉及村民投资收益的合同。“村民
10 万元的投资，每年 3000 元的收
益”是合同中的重要信息，是否分
红、投资方是否盈利亏损，事关群
众根本利益，第一巡察组立即召开
组务会，安排组内干部通过入户走

访等方式深入了解详情。
巡察组干部经过入户走访，找

到了合同中投资人芒某和艾某，经
过询问，初步掌握了事情的原委。
芒某说：“2020 年，穆某和阿某给
我们说，投资10万元到公司里可以
每年领取3000元收益，第三年本金
一同返还，但是只有第一年给我们
3000元，后面什么也没给。”

随后，负责干部将该问题来龙
去脉和相关资料，上报巡察组，经
巡察组详细核对、对谈话笔录、印
证材料逐件研究、甄别，并督促该
公司把所欠的款项足额支付给芒某
和艾某。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地区融媒体讯 （通讯员 茹柯
耶）眼下，皮山县木奎拉乡 300 亩红
枣进入采收期。在木奎拉乡皮城山
宝红枣种植基地，一株株精心修剪的
枣树整齐列队，在阳光的照射下，颗
颗浑圆饱满的红枣似玛瑙。

皮山县云购皮城供应链有限公
司负责人说：“新鲜采收的红枣很快
被送往当地的红枣加工车间，加工成
枣片、枣干等产品。充分发挥抖音带
货直播间、淘宝小店的作用，把公司
红枣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带动村民增
收致富。”

“大家看，这就是皮山县的红枣，
核小、皮薄、肉厚、质地细腻，品质特
别好。今年一级骏枣 49.9 元/3 斤、
二级骏枣 39.9 元/3 斤，想要的可以
点击屏幕下方‘小黄车’下单。”在皮
山县新媒体主播培育基地，本地主播

玛伊莱正在直播间与消费者互动，从
红枣品质、包装、口感等方面耐心解
答消费者的问题。

“皮山红枣正在热卖中，现在主
要是给之前下单的老客户发货，通过
线上直播已经销售了 10 吨红枣，总
体情况良好。”新疆蒲公英传媒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红枣的丰收不仅让种植户鼓起
了腰包，还带动了村民就业增收。买
买提·达吾提是皮山县木奎拉乡的村
民，每年的红枣采收季，买买提都到
红枣地帮忙采收红枣，来增加家庭收
入。

近年来，皮山县立足产业优
势，搭乘新媒体平台，通过依托电
商主播带货，拓宽农产品销售渠
道。目前，通过直播带货已销售红
枣30余吨。

乡村振兴进行乡村振兴进行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