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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严管厚爱

锻造过硬干部人才队伍

济宁援疆指挥部突出援疆培养锻炼干部责任，坚持
严管与厚爱相结合，守牢安全、纪律底线，努力打造一支
身心健康、作风优良、凝聚力强的援疆团队。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成立3个临时党支部，9
个党小组，实现组织活动全覆盖，凝聚干部人才“勇于担
当、狠抓落实”的精气神。强化理论学习，扎实开展主题
教育，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和对口支
援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中央、省、
市和喀什地委有关会议精神，把讲政治贯穿到援疆工作
全过程。大力开展综合争一流、单项争冠军、个人争先
进、工作争支持、亮点树品牌、干部树形象“四争两树”活
动，锻造“本领过硬、素质优良”的战斗力。持续深化制
度建设，认真落实“用制度管人、用流程管事”工作要
求，严格执行“十条禁令”，落实从严管理干部加强自身
建设的要求，严格请销假制度，树立“遵规守纪、奋发向
上”的好形象。细化保障服务措施，落实各类关心关爱
政策，不断激发援疆干部人才干事创业、奉献边疆的工
作热情。

扎实推进产业援疆

推动产业融合新突破

济宁援疆指挥部把产业援疆作为对口支援的重
中之重，围绕英吉沙县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通过引
进龙头企业、发展新兴产业、培育产业链条，助力英
吉沙做强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戈壁滩上绽放红玫瑰。为破解当地气候、土壤、
用水等技术难题，济宁援疆指挥部通过引进农业龙
头企业带动、提升改造农技推广中心功能、组建农
业技术人才援疆工作站等多项举措，推广沙培种植
技术，在戈壁荒滩上成功种植郁金香、玫瑰等鲜
花。今年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喀什郁金香节”，打响
了“英吉沙花卉”区域品牌。支持农业龙头企业百
誉农业牵头成立喀什地区花卉协会，获批为新疆
第一家鲜花出口备案基地，并在吉尔吉斯斯坦奥
什建立了海外仓，提高新疆花卉海外竞争力，不断
健全完善鲜花全产业链，努力把英吉沙打造成为
“戈壁鲜花城”。

杏林下“椒”出新答卷。英吉沙县拥有林
果种植面积 30.89 万亩，其中杏林 17.68 万
亩。济宁援疆指挥部联合山东省农科院、济
宁市农科院，引进推广适合当地林下种植的
高辣辣椒品种，全县种植面积达到 7 万多
亩。引进新疆西域椒源、缘疆农业等农业龙
头企业，投入辣椒产业，逐步形成了合作社
带动、农户种植、企业收购的“订单式”产业
链条，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和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

盐碱地里“种”出白对虾。为突破盐碱
地对当地发展的制约，在乔勒潘乡萨依拉克
兰干村引入安禾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生
物技术改良盐碱地示范建设项目，改造拱
棚38座，通过人工配置的海水池进行淡水
驯化，投放南美白对虾苗210万尾，罗氏沼
虾苗100万尾，每个拱棚产量300公斤左
右，产值约5万元。明年将对试养海虾成
功的做法进一步推广，预计全县可通过
养殖虾、蛙及黄粉虫等产生的粪便、虫砂
来改良盐碱地2000余亩。

精准发力智力援疆

强化人才支撑发展作用

以培树“英才济济”援疆品牌为
抓手，在扩大智力援助覆盖面、提高
组团援疆精准度和促进人才培养当
地化等方面持续发力。

“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扩大
智力援疆覆盖面。充分发挥援疆
干部人才自身优势，广泛开展“送

医下乡”“送学下乡”“送技下乡”等，组织开展农技推广
类培训300场次2.12万人次，政德教育培训15期1600
余人次，教育、医疗业务辅导81场次；开展义诊巡诊活
动31次，惠及各族群众3160余人次。积极协调后方资
源，与济宁一中、育才中学、实验中学等共同开展“‘手拉
手’同上一堂课”20余次，1800余名学生参加；与济宁政
德教育干部学院共建“济宁—英吉沙干部政德教育培训
中心”，组织网上送教活动28次，培训1700余人次。与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建立远程会诊机制，受益群众
1000余人次。

“需求”与“优势”相结合，提高组团援疆精准度。聚
焦“英吉沙有所需、济宁尽所能”，针对英吉沙县医务人
员力量不足、职业学校师资短缺和农技人员匮乏的实
际，争取济宁市卫健委、市教育局、市农业农村局等后方
单位支持，通过“小微组团”“交叉组团”等多种方式，先
后选派121名专业技术人员进疆开展对口帮扶工作。
一批批济宁援疆人才不远万里、压茬接力、全情投入，名
师工作室、名师云课堂、“青蓝结对”等工作硕果累累，为
推动英吉沙县医疗、办学条件不断改善、理念不断创新
提供了智力支持。

“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助力人才培养当地化。今
年以来，累计选派490名干部人才进疆工作，涵盖教育、
医疗、农业、文旅等领域，为英吉沙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济
宁力量。在选派援疆干部人才的同时，更加注重当地
干部的培养成长。深入实施“青蓝工程”，完善“1+X”
师徒结对帮扶机制，加大传帮带工作力度，共与英吉沙
县191名教师、医生建立师徒关系，组织专题培训班51
场次，为当地打造一支带不走、能力强、素质高的人才
队伍。

聚力推进民生援疆

不断提升各族群众幸福感

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的理念，围绕教育、医疗和就业
等方面精准发力，办好民生实事，援疆成果惠及当地群
众。

“组团式”援疆助推英吉沙教育高质量发展。济
宁援疆指挥部发挥“组团式”教育援疆优势，助力英吉
沙县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抽调援疆骨干教师
与当地组建英吉沙县高中教研联盟，成立54个学科
中心教研组，99个学科备课组长兼任学校教研员，今
年以来，共组织教研活动 45 场、集体备课听课 105
节、参加教研活动500人次，提高全县薄弱学校教师
教学水平。实施青蓝工程，1名援疆教师带2至3名
徒弟，共有47名援疆教师分别与英吉沙县131名教
师建立师徒结对关系，帮助当地教师提高教学水平。
开展结对共建，今年以来，推动济宁一中与英吉沙县
第五中学、英吉沙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与嘉祥县职业
中专等10对学校建立共建帮扶关系，完成结对学校
40对，实现了教学管理全方面合作。2023年，英吉沙
县高考本科取得新突破，中考成绩提升幅度位居喀什
地区第一位，人民群众对教育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持续
提升。

医疗援疆促进英吉沙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推进学科建设，英吉沙县人民医院加入济宁市第一人
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专科联盟、济医附院骨科专科联盟、
济医附院心衰专科联盟、济医附院护理联盟，实现全方
位交流合作，医疗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与去年同期相
比，三四级手术上升 61.36%，门急诊就诊量上升
10.66%，次均费用下降6.03%，就诊转诊率保持在2%
以下。发挥济宁援疆医疗团队中医技术优势，在乔勒
潘乡卫生院推广中医药服务，每月接诊治疗患者1000
余人次，中医科就诊人数占全院就诊人数的60％。乔
勒潘乡卫生院院长、援疆中医医师张洪真受到了当地
干部群众的普遍认可，吸引疏勒县、喀什市、巴楚县等
地的病人前来就诊，“儒医名家”品牌逐渐打响。大力
实施健康英吉沙建设项目，英吉沙县人民医院新院区
已完成主体建设，规划设计标准达到三级医院，建筑面
积10万平方米，是山东援疆最大的在建单体援疆民生
项目，启用后将极大改善患者就医环境及就医体验，成
为南疆医疗新高地。

就业援疆促进英吉沙职业教育能力提升。济宁援
疆指挥部充分利用济宁职业教育资源，在人才培养、专
业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实习就业
等方面助推英吉沙县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协调推进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济宁技师学院、济宁高级职业学校、
邹城高级职业技术学校与英吉沙县职业技术学校、英吉
沙县技工学校结对共建，指导技术学校新开设建筑工程
施工、畜禽生产技术、园艺等3个专业，不断优化学校专
业发展，推进就业援疆。

持续发力文化润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济宁援疆指挥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在英吉沙县建设运营国学书院，面向
广大干部群众开展国学教育，打造“文化润疆”国学教育
济宁样板。

以国学书院为引领，高水平打造国学旗舰平台。依
托济宁文化底蕴深厚的独特优势，以英吉沙县国学书院
为引领，着力打造南疆地区建筑面积最大、功能最完善、
群众参与度最高的中华传统文化沉浸式教育培训体验
综合体。共接待参观考察团队226批1万余人次，组织
开展研学活动85批2.4万余人次，举办好少年夏令营20
期1200余人次，开展各类专题讲座60场3.5万余人次，
开展干部政德教育培训55批3万余人次，开展法治教
育、民族团结、家庭教育等各类宣讲活动93批4万余人
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以“五个认同”为核心，全方位搭建国学宣传阵地。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方位搭建国学宣
传阵地。依托县、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融入国学
元素，多层面满足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深
入实施“文化润疆户户通”定频广播工程，安装8万余套
定频广播设备，辐射全县14个乡镇197个行政村、7万
余户农户及商铺、村委会、中小学校等，将国学教育纳入
定频广播传送内容，极大丰富了国学教育传播的形式和
内容。

以“文化五进”为载体，扩大国学教育覆盖面。推进
国学教育进乡村、进社区。打造乡村讲堂、文化长廊、国
医堂等优秀传统文化阵地260余处，面向乡村群众、社
区居民开展国学主题教育，累计培训2万余人次。推进
国学教育进校园。将国学教育融入各类社团活动之中，
全县教育系统建设国学教育场馆73个、培养教师讲解
员560名、学生“小小讲解员”2100名、打造各类特色社
团850个。推进国学教育进机关。打造济宁（英吉沙）
干部政德教育基地，多渠道开展干部培训、师资送教、社
会调研，累计开展干部培训51批 8700余人次。推进国
学教育进企业。组织国学志愿者在齐鲁纺织、中兴手
套、西荣服饰、诚祥建筑等企业及乡镇卫星工厂开展“儒
商之道”“诚信文化”等主题宣讲活动，累计培训2万余
人次。

增进交往交流交融

唱响民族团结“主旋律”

深入实施“鲁疆石榴籽”工程，做好“民族团结一家
亲”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
流、深度交融。济宁援疆指挥部将民族工作纳入党委重
要议事日程，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推进，在援疆干部人
才中形成积极参与、主动开展、共同推动民族团结的良
好局面，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群众结亲289户，累计走
访1000余次，受益群众超3000人次。以春节、端午节、
中秋节等重要时间节点为契机，组织开展“粽叶飘香话
真情·民族团结一家亲”等民族团结联谊活动，走访慰问
优秀共产党员、民族团结模范260余人次。深化“我为
群众办实事”“办实事解民忧”系列活动，累计解决200
余件民生实事；开展贫困大学生资助，投入资金747.6
万元，惠及学生1246名；常态化开展巡诊义诊活动31
次，惠及各族群众3160余人次，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显
著增强。开展“石榴花·巾帼援疆行动”暨民族团结一家
亲结对联谊活动，组织100对英吉沙县“最美家庭”与济
宁家庭共同参加联谊活动；为40对夫妻举办“鲁礼庆
婚·金婚银婚”和集体婚礼庆典活动，营造了移风易俗、
婚事新办的良好风尚。

今年是第十一批援疆队伍开展援疆工作的第一年，
进疆以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迅速进入援疆“战位”，
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状态积极推动援疆工作，各项
工作取得全面进步。在接下来的援疆工作中，济宁援疆
指挥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和援疆
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第九次
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按照鲁疆两地党委政
府的部署要求，团结带领全体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
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锚定“走在前、开新局”，
真抓实干，求真务实，在推动对口援疆工作高质量开展
中打造“济宁样板”，向鲁疆两地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
交上一份优秀答卷。

济宁援疆指挥部召开党委济宁援疆指挥部召开党委（（扩大扩大））会议会议 济宁援疆指挥部开展党建系列活动济宁援疆指挥部开展党建系列活动

奋力谱写济宁援疆工作新篇章

勇担使命 扛牢责任

做好新形势下援疆工作，是党中央作出的
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对口支援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英吉沙县是济宁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职
责使命。今年，第十一批济宁援疆干部人才团
队接过了对口援疆的接力棒，把英吉沙当作第
二故乡，积极融入、埋头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
济宁援疆的使命与担当。济宁援疆指挥部在
市委、市政府和省援疆指挥部党委的坚强领导
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
略，锻造过硬队伍，凝心聚力推进产业援疆、智
力援疆、民生援疆、文化润疆和交往交流交融
工作，用心用情用力助推英吉沙县高质量发
展，奋力谱写济宁援疆工作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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