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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村杂记
王建强  

全村共有1397人，村民主要以农牧业

为主，2015年全村人均收入仅5300多

元。但就是这么个小村，却是我们财政

厅11个工作组所住的村子中唯一的重

点村。我不知道我们面对的将是怎样的

村民和村子，在这一年住村的日子里又

会遇到什么问题。

迈向“造血”式的扶贫之路

和所有住村工作组的干部一样，走

村入户是我们到达博什坎村的必修课。

在随后一段时间里，我们走访了111户

贫困户，了解了家庭、土地、种植养殖、

外出打工情况、存在的困难和需要解决

的问题。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绝大多

数村民对住村工作组期望很高，与村干

部、部分村民代表初次见面会，他们提

出需要住村工作组解决的实际困难就有

30多个。

根据村民诉求，住村工作组制定了

分阶段改善民生、扶贫帮困计划，认真

开展惠民活动，切实以老百姓诉求作为

出发点，真抓实干、贴心服务，从细处

着手，从实事做起，用爱心架起联系服

务群众、凝聚人心民力的“连心桥”。

“要想富先修路”。根据广大村民的

共同意愿，住村工作组多方筹集资金，

率先启动了村内巷道项目，修建了村内

巷道2.7公里，彻底解决了四个小队“行

路难”问题。同时，架设257盏太阳能路

灯，按照节约、高效、便民的原则，开

始着手改造村委会大院、改扩建手工地 

毯厂。

博什坎村有着织毯的传统历史，为

了让妇女能够走出家庭的小天地，走向

广阔的大市场，工作组购买了8台新织

踏上博什坎村土地

2016年2月25日，是我一生中难以

忘怀的日子。这一天，我和财政厅7位

来自不同处室的同事一起，告别亲人，

飞向和田地区洛浦镇博什坎村。

这一天，天空高远湛蓝，天气乍暖

还寒。在机舱中，想起与年近九旬的母

亲和还在上初中的女儿告别的一瞬间，

又想到身患癌症的妻子远在上海治疗，

一家人天各一方，心里不免酸楚起来，

让我这7尺男儿情难自禁。我心里暗暗

告诫自己，千万别回头！因为我是去执

行一项特殊任务。

飞机和汽车载着我们一路驶向南

疆。几个小时后，我们的双脚终于踏上

了博什坎村的土地。

博什坎村，距离洛浦县城约3公里，

编者按

2014年3月，新疆启动为期三年的20万干部下基层“访民情、惠民生、聚
民心”活动。今年2月，新疆财政厅第三批“访惠聚”11个住村工作组启程，奔
赴和田地区开始为期一年的住村工作。本文为财政厅住洛浦镇博什坎村工作组
组长王建强的真实住村记录。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新疆财政干部牢记“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
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的庄严承诺，用行动准确阐释了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
位，让“党心”始终融于“民心”的信念，为边疆地区发展、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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毯机，并与和田地区古宝地毯有限责任

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在我们的牵线下，

村里与克州旅游局签订了1000个风景

地毯合同，织地毯的妇女们忙得不亦乐

乎。借着这大好时机，我们成立了博兴

地毯有限公司，这也是洛浦县第一个经

工商部门注册认证的村办企业，为博什

坎村的地毯走向更大的市场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艾德莱斯是新疆极富民族特色的衣

料。博什坎村原有三台旧的艾德莱斯机

器，一小时仅能织三米。为增加农民收

入、壮大集体经济，工作组为他们新添

置四台自动化设备，每小时能织五米，

仅头两个月就为村里增加收入3.1万

元。我们相信，地毯厂和艾德莱斯厂像

两只雄鹰的翅膀，能够让博什坎村在广

阔的天空中翱翔！

打造美丽庭院

博什坎村人均只有8分地，打造庭

院经济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提出发展庭

院经济三个一点：“农民拿一点、政府

出一点、工作组补一点”，努力打造“美

丽庭院示范小队”。

为了让村民更好地了解庭院改造

计划，积极主动地参与，村委会和工作

组组织了“我的庭院我做主”为主题的

动员会，共同讨论研究庭院改造方案。

当村支部书记阿布都拉·木明向村民展

示了专业人员设计的庭院改造效果图

后，老党员、老支部书记依明尼亚孜·帕

萨尔说：“说实话，让我自己做我是做

不了的，一是没有那么多钱，再一个也

达不到这个水平。现在工作组不仅为我

们承担了大部分钱，还请专业人员帮

我们，这样的好事到哪找去，我愿意第

一个报名。”在他的带动下，大家踊跃

发言，有的对改造方案提出修改意见，

有的表达了对自己家庭改造的期待，

有的还为改造的具体细节争起来……

当场就有34户村民欣然同意加入庭院    

改造。

4月21日，朝霞刚刚跃出地平线，

示范户托合提·库尔班家的院子里就

挤满了前来参观的人。改造后的庭院让

所有人惊叹：黄色的院墙煞是醒目，院

子里分隔成生活区、养殖区、种植区。

麦尼沙大姐跟我们这样说：“作为托合

提·库尔班的老邻居，今天看到他家的

院子变化太大了，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牲畜围栏修的很好，院子里的葡萄

架也很漂亮，我回去也要把自己家的院

子搞得和他一样好。”

老党员热比汗大婶激动地说：“发

展庭院经济是党和政府给我们的好政

策，一方面帮助大家把院子建设的更漂

亮、更整洁，有了更舒适的环境。另一

方面可以增加家庭收入，不用出院子就

能挣上钱，这对没有技能的家庭妇女来

说是一个好的办法，国家还给了奖励资

金，我们都很欢迎这样的好政策。”

宗教人士阿布都艾则孜红着脸说：

“今天参观后，我很不好意思，我的院子

整理的不好，比较乱。看了示范院子，

这么干净、卫生，还能通过庭院经济增

加收入，这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事情，

感谢党和政府有这样的好政策。我作为

伊玛目，一定会带头把自己庭院搞好，

要有大变样！”

这次庭院经济观摩会，我们见证了

村民示范带头所发挥的引领作用，让我

们看到的不只是村民庭院的大变化，更

是村民观念的大跨步。

国学班里的读书声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

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3月5日

上午，56名孩子稚嫩而整齐的朗诵声

传遍了博什坎村村委大院的每一个角

落——工作组创办的国学班第二期正式

开班了。

今年2月，我们工作组一住博什坎

村就立即启动了国学班。大道至简，蒙

以养正，创办国学班教授孩子们学习汉

语，既能帮助他们提高汉语水平，又能

增加孩子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这正

是我们要做且要一直做下去的。

五年级的亚提尕尕拉着我的手怯怯

地说：“老师，我的同学还有弟弟妹妹

也想学习汉语，让他们也听课吧?”这样

的要求该如何拒绝？又怎么能拒绝？学

生人数一下增多，工作组不得不临时增

加桌椅。由于椅子有限，有些孩子不得

不挤在一起，但就算这样，他们依旧学

习得很认真，整齐的朗诵声撞击着在场

每一位工作组成员的心……

为了鼓励孩子们学习，工作组特地

准备了水果和烤包子。课间休息的时

候，孩子们有的围在“老师”身边请教

发音，有的要求“老师”也教教英语，有

的还在私下悄悄比较起去年和今年的老

师来……两个小时的课程结束后，孩子

们热情不减，纷纷表示一定按时参加学

习，离开之前还拉着“老师们”照起了全

家福。

教授国学，对于“老师们”来说也

是一个挑战。工作组的米叶赛尔和罗曼

两位同志一位是维吾尔族、一位是柯尔

克孜族，他们从小虽泛泛背诵过这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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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文章，但要真正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

也要边授课边学习。米叶赛尔告诉我，

国学经典里的内容、每一句的释义，以

及该怎么用通俗易懂的话解释给孩子

们听，她在让孩子们慢慢学习接受的同

时，不知不觉自己也得到了锻炼。

班里有个非常机灵、特别招人喜欢

的男生阿不都萨拉木。记得开课没多

久，下了课他跑来问米叶赛尔：“米老

师，国学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用维

吾尔语怎么说呀？我们课本里这些都是

国学吗？国学跟英语、数学一样也是一

门课吗？”他的问题乍一听起来好像很

简单，可却难倒了米叶赛尔，她该怎么

用维吾尔语给他解释清楚呢？怎么才能

让他理解然后接受呢？米叶赛尔带着他

回到宿舍，立刻给父亲打电话求助。得

到答案后她耐心地给阿不都萨拉木解

释，他聚精会神地听着，怯生生地说：

“米老师，你用汉语解释吧，这样我可以

多听一点汉语，多学一点知识，我身边

没有可以用汉语说话的人，我想多跟你

用汉语说说话，可以吗？” 米叶赛尔不

由地笑了，这才明白，原来小家伙只是

想多听她说说汉语，可以多学一点。

工作组在村里开办国学大讲堂的做

法引来了不少媒体和参观者。新疆电视

台《掀起你的盖头来》节目也把我们国

学班作为洛浦的一个特色进行了录制

播出。

随着国学班的名气渐大和学生的不

断增加，原来的教室已经容纳不下。在

与村委会协商后，我们将几间空置房进

行装修改造，把一个60平方米的房子隔

成四大间房，办起了文化活动中心，包

括草根艺人活动室、农家书屋、电子阅

览室和国学大讲堂。

现在的文化活动中心，已经是博什

坎村村民心中的文化圣殿，每天孩子

们的读书声响彻云霄。十二岁的阿不

都和买热牙提自从进了国学班后，都

立志要到内地去上学，长大后回村里

发挥作用。

我想，在孩子们心灵最纯净、记忆

力最好的时候引导他们接触独具智慧

的国学经典，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熏陶，让国学经典在他们心里埋下种

子，走进他们的日常生活，走进他们的

家庭，规范着他们的日常行为，随着他

们慢慢长大，这些经典将与他们形影相

随，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指南针”，对

他们的一生产生积极影响。

让文化植根于博什坎村的大地上

住村半年多来，我有很多很多的感

触，但感受最深的一点是：让文化植根

于老百姓的心中最为重要。

文化阵地既是一个聚民心的工程，

也是一个宣扬民族团结、去宗教极端化

的战场，我们通过组织各种活动，把村

民聚到村委会，把村民的文化生活丰富

起来。

4月20日晚，夜幕刚刚降临，博什

坎村村委会大院里放起了爱国影片《刘

老庄八十二壮士》（维文版）。影片讲述

了1943年间新四军顽强抗击日军进攻，

82名指战员壮烈牺牲换取刘老庄老百

姓安全转移的英勇壮举。这一天晚上，

很多人没有座位就席地而坐，津津有味

地认真观看着影片。

村民吾勒卡斯木这样说，“以前到了

晚上，都在家里闲着，经常和朋友打牌

喝酒，没有多少娱乐活动，昨天村委会

通知今天免费放映电影，这是多年来第

一次啊，我们真是太高兴了，希望以后

能多搞些这样的活动。”

“白天村民都忙着干农活，累了一

天，晚上看看爱国主义电影，既能放松

一下，也能增强群众对共产党带来新生

活的认同感。以后，我们将坚持这个活

动，不定期向村民放映更多更好的电

影。”村党支部书记阿布都拉说。

免费电影“大餐”走进了乡村，让村

民感受到了电影文化的魅力，丰富村民

的精神生活，用现代文化引领激发了群

住村工作组与国学班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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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爱国热情。

五月，南疆大地处处充满了欢歌笑

语，小溪潺潺流水声伴着鸟语花香，杏

子挂满枝头，金色麦浪婆娑起舞……在

这火热的五月里，我们邀请了新疆龟兹

研究院的专家们来到了博什坎村，开展

“塔里木——灿烂辉煌的历史，延绵多

彩的文化”为主题的龟兹文化展览，为

博什坎村的乡亲们送上了一道精彩绝伦

的文化大餐和视听盛宴。

5月26日上午8:00，住村工作组和

村委会的干部早早地就把大院打扫得干

干净净，龟兹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将精心

准备的龟兹文化展板摆放到村委会大院

中。从9点开始，村民们骑着摩托、坐着

电瓶车或毛驴车，兴高采烈地从四面八

方涌到村委会大院，不到半个小时，大

院里就坐满了人，在300多位村民的翘

首企盼中，展出活动正式开始了。

龟兹文化展板总共36块，分为古

代文化、服饰、绘画、建筑、乐舞五个

部分，龟兹研究院台来提·乌布力副院

长现场拿着话筒逐一详细介绍，村民们

按照展板顺序一一观看和听讲。现场人

头攒动，气氛热烈，场面热闹，强烈的

文化对冲，充分体现现代文化引领的强

大作用，满满的正能量在整个大院上空

回荡！

参观活动结束后，台来提·乌布力

副院长向前来观看展览的300多名村民

作了主题为“塔里木——灿烂辉煌的历

史，延绵多彩的文化”讲座。就新疆历

史的演变、维吾尔族历史的发展、服饰

文化、建筑以及宗教信仰演变等方面，

作了深入浅出的讲解。乌布力怕讲的内

容太深奥，村民没有听懂，就问身旁的

一位大叔：“我讲的内容您听懂了吗？”

大叔微微一笑：“起码我知道了我们维

吾尔人以前是什么样的、而现在又是什

么样的。”

龟兹文化展板现场讲解员阿尔孜古

丽·阿巴斯虽然忙碌了一上午，可她说

感觉一点都不累：“原以为老乡们不喜

欢展板这种形式，担心现场没人听我讲

解。”实际上，在一个小时的讲解过程

中，老乡们纷纷围着她，指着展板上的

图片问这问那，让她很吃惊，“村民们的

求知欲太强了。”

通过文化展出，把新疆历史发展的

脉络梳理清楚，把新疆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历史生动地展示出来，让新

疆各族群众真实而清楚地看到，新疆是

众多民族共同的家园，新疆各民族发展

是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牢不可破的内

在关系。同时，把新疆多种宗教并存的

历史事务，用文物、图片生动地展现出

来，把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的历史传

统，充分挖掘出来，进一步增强各族群

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认同，增强各族干部群众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真正做到用文物说话、让历史  

发声。

 “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文化活动到我

们村来”——这是许多村民的共同心愿。

7月8日，博什坎村委会大院里锣鼓

喧天、热闹非凡，村民们的激情在这夏

日里被点燃……一大早，村民们就三五

成群地来到村委会，他们要来观看墨玉

县文工团的演出。

看到在村委会门口打馕的卡斯木带

着老婆孩子已经端端正正地坐在观众席

上时，工作组艾则孜副组长问他：“卡

斯木，来这么早，馕不打了么？钱不挣

了？”

“不打了，不打了，我嘛，昨天听到

消息后一晚上都睡不着了，在家门口看

演出的机会太难得了……早点来嘛，看

看有没有啥事能帮上忙的，最要紧的

是，想占个好位置……”卡斯木不好意

思地说。

还有很多村民主动帮助工作组和村

干部布置场地、打扫卫生，村里的民间

艺人更早地来到村委会吹起了唢呐、敲

起了纳格日，为演出热场。

随着主持人的登场，演出正式开始

啦！一个个精彩的节目将村民们的激情

彻底点燃，掌声和叫好声不断，常常是

一个节目刚结束，大家就喊着“再来一

个，再来一个……”文工团的艾斯凯尔

本来只安排了一首歌曲，可看到村民们

的热情硬是连唱了三首才从台上下来。

又是一曲唱罢，村民们受到热烈气

氛的感染，也纷纷进场，一起跳起欢快

的舞蹈，工作组为大家准备的抓饭也端

上了桌，各族干部群众同吃同乐，演出

在欢声笑语中也渐渐落下帷幕。墨玉县

文工团团长艾利对工作组说，“我们去

过很多地方，像咱们村这么有激情的不

多，在这里我感受到了比炎热天气还要

热烈的气氛。”

“访民情”、“惠民生”是途径和手段，

“聚民心”是终极目标。住村工作组肩负

着“聚民心”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历史使

命，通过访民情、惠民生，把民心凝聚

在党的周围。

我相信，通过我们“接力棒”式的努

力，博什坎村的大地会歌声飞扬，天空

会更加明亮。

（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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