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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

春日南疆，草木芬芳。在新疆和田县
罕艾日克镇吉格代艾日克村，总能看到一
个忙碌的身影。他入户走访，听民声、讲政
策，征求意见建议；带领乡亲们修水渠、剪
果树，抓春耕生产。

他就是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中国铁
路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驻村工作队队长亚
库甫·阿沙木都。5年来，亚库甫·阿沙木都
先后在和田县拉依喀乡达奎村、罕艾日克
镇吉格代艾日克村驻村，帮助达奎村摘掉
了“贫困村”帽子；带领吉格代艾日克村从
落后村发展为致富示范村。

“搞好铁工程”“拿出铁办法”“铁定要
脱贫”……“铁”成为亚库甫·阿沙木都口中
的高频字。他也因为来自铁路部门，被乡
亲们亲切地称为“铁书记”。

把为民实事办成“铁工程”

干旱的土地、凋零的庄稼、破旧的房
屋……2015年4月，亚库甫·阿沙木都初到
达奎村时，眼前的景象远超出了他的想
象。“还有这么穷的地方？！”这句话浮现在
他心里。

达奎村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干
旱缺水一直阻碍这里的发展。驻村第一
天，亚库甫·阿沙木都就去察看水渠，发现
水渠的防渗功能不好，导致水资源大量流
失，饮水和灌溉水量不足。

怎么办？亚库甫·阿沙木都和其他驻
村工作队员多方征求意见，得出结论：要改
变现状必须重修防渗渠。然而，这个工程
不但要穿越沙漠、村庄，还要建3座桥梁和
12座分流水闸。

来自阿克苏车务段俄霍布拉克车间的
亚库甫·阿沙木都，是铁路运输的行家里
手，但修水渠可是门外汉。“如何用最少的
投入，取得最大的效果？”亚库甫·阿沙木都
在思考。那些日子，他白天到田间地头摸
情况，晚上研究工程建设，仅用10天时间就
确定了重修防渗渠的方案。

工程开工后，亚库甫·阿沙木都与施工
队住在一起、干在一起，利用铁路扶贫资
金，历时3个月建成了1500米的防渗渠，解
决了185户贫困户1000亩核桃树的节水灌
溉问题。

“要把为民实事办成铁工程，建设质量
像铁一般坚固，并且要有铁一般过硬的成
效。”亚库甫·阿沙木都说。

让村民都成为技术工是亚库甫·阿沙
木都一直努力的方向。达奎村和吉格代艾
日克村产业设施少，在家门口就业难。经
过走访，亚库甫·阿沙木都了解到村民艾白
杜拉·艾比布拉以前是配电箱厂的技术能

手，想在村里办个配电箱厂，但苦于没有启
动资金。

“如果能帮着把这个厂子办起来，村民
既能学到技术，也能解决一部分劳动力就
业。”在亚库甫·阿沙木都等人的协调下，资
金和场地问题很快解决了，3个月建好了配
电箱厂，招收了村里36名贫困户，特别是残
疾贫困户麦图送·依明也在这里找到了工
作，每月有了固定的收入。

脱贫致富拿出“铁办法”

只有把产业丰富起来，致富的路子才
会更宽。亚库甫·阿沙木都带领驻村工作
队利用铁路扶贫资金，带着贫困村民拓宽
农产品种类，养鸡、养鹅，种植红枣、土桃，
还在拉依喀乡实施葡萄立架改造，建起210
座葡萄晾干房。

“花卉有市场，可以作为脱贫的新路
子。”亚库甫·阿沙木都经过多次走访确定
了种植花卉的思路，他带领乡亲们将吉格
代艾日克村的废旧大棚改造成花卉大棚。
另外，他还带领大家利用废旧木料在村里6
亩可利用土地上搭起了蔬菜大棚。

在亚库甫·阿沙木都和其他铁路驻村
干部努力下，核桃加工、馕加工等特色产业
在他们所帮扶的村遍地开花。

这几年，新疆铁路加大投资力度，村里
还先后办起了烤馕店、火车头饭馆、火锅店
等，许多村民当上了小老板，生意红红

火火。
“一对种鸽能卖1000元钱，一只羊能

卖1500元钱，织一张地毯能卖1800元钱，
种的菜、葡萄、无花果吃都吃不完。”奥布力
艾山·奥布力曾是贫困户，经过亚库甫·阿
沙木都帮扶，很快富了起来。“现在挣钱的
路子多着呢，多亏了‘铁书记’的帮助。”
他说。

在“感恩党感恩铁路，当好脱贫带头
人”横幅下，工人们操作电子雕花机，干得
热火朝天。这个深受乡亲们喜爱的木材加
工厂是新疆铁路投资创办的，为鼓励村民
在这里学技术，村民每次使用设备只需交
电费。

村民吐尼萨·买吐尔孙一家人老的老、
小的小，生活十分拮据。亚库甫·阿沙木都
了解情况后，帮她联系工作，每月还资助她
的孩子。“感谢铁书记，感谢铁路工作队！”
吐尼萨·买吐尔孙激动地说。

稳定脱贫要有“铁精神”

“不仅要物质上富裕，精神上也要富
裕。要想真正致富，精神上必须脱贫。”亚
库甫·阿沙木都常这样说。

亚库甫·阿沙木都喜欢体育，当看到孩
子们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踢球时，他心里
很不是滋味。亚库甫·阿沙木都发动铁路
职工和社会志愿者募集资金，为村里爱踢
球的孩子购置了足球、球衣和球鞋，成立了

达奎村少年足球队，在一次和田县足球比
赛上，这些以前从未进入赛场的孩子们夺
得了优秀奖。

扶贫须扶智。核桃是达奎村的主要经
济来源，多年来因树虫害和种植技术原因，
核桃产量始终不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亚库甫·阿沙木都多次到自治区农科院找
专家求助。农科院专家被他执着的精神打
动，3次派人到达奎村实地指导，向村民传
授种植核桃树知识，全村核桃质量连年提
升，产量连年提高。

亚库甫·阿沙木都利用文化活动室、广
播室、阅览室等，每月组织开展文化活动。
经他牵线搭桥，全国铁道团委和社会力量
连续4年向村里捐赠书籍、电视和笔记本电
脑。他手把手教乡亲们上网，一些村民第
一次通过网络了解到外面世界。

经亚库甫·阿沙木都联系，和田县一家
医院向村民普及卫生健康知识，推广健康生
活方式，发放各类药品100余种，价值2万余
元，为患有皮肤病的儿童进行免费医治。

亚库甫·阿沙木都引导村民树立积极
向上的生活态度，向村干部传授工作经
验。现在，达奎村和吉格代艾日克村的返
乡青年、大学生村官、致富能手等都积极向
党组织靠拢。亚库甫·阿沙木都帮扶的艾
比布拉·如则麦麦提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
返乡，如今在拉依喀乡小学任教，他说：“我
非常感谢国家、感谢铁路部门对我的帮助，
我要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乡亲们称他乡亲们称他““铁书记铁书记””
——记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驻村干部亚库甫·阿沙木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文汇

把牢国门，我们的身后是祖国
本报记者 顾 阳

亚库甫·阿沙木都（左）与村民在花卉大棚。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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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亚是河北邢台市柏乡县
中心医院病案室副主任，曾经也
是一位护士，有着多年临床护理
经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
王树亚报名参加驰援湖北医疗
队，但因为父母生病住院，医院领
导没让她参战。

很快，王树亚的父母病愈出
院，王树亚的最后一丝顾虑消除
了。3月4日，她在武汉卫健委官
网上报名参加支援武汉的志愿
者，但怎么去成了难题。无奈之
下，她和丈夫夏雪利商量，决定由
丈夫开车送她前往武汉。王树亚
说：“尽管我的力量微不足道，但
我应该做点事情。”夏雪利被妻子
的精神感动，对王树亚说：“你走
到哪我就跟到哪，我要守着你。”

想要去武汉，王树亚夫妇最
不放心的就是老人和孩子。俩人
育有一儿一女，女儿14岁，儿子
12岁。孩子还没开学，在家里上
网课。夏雪利向孩子保证，每天
晚上和孩子们视频，辅导功课。
和孩子爷爷奶奶讲这件事时，老
两口的脸色瞬间就变了。“倒不是
反对我们，他们就是担心我们的
安全。”王树亚说。

3月7日，夫妻二人踏上逆行
之路。800多公里，11个小时，
他们当天夜晚11点到达武汉。
下高速的那一刻，王树亚还是感到一丝紧张。她回忆说，当时心
脏跳得特别快，那种感觉和在家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一路风尘仆仆，王树亚夫妇顾不上休息，第二天一早便投
入工作。妻子王树亚被分配到江汉区民权街卫生服务中心，从
事咽拭子采样、测温、分发药物等工作。“疾病本身不可怕，
我通过和患者唠唠家常，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给予他们心理
上的安慰。”

尽管工作有危险，但王树亚却忘记了害怕，她认为，是武汉
人民给了她勇气和温暖。“每次打开房门的时候，隔离人员都会
说‘谢谢你来到武汉帮助我们’。”王树亚说：“在这里，就像在家
一样，等疫情结束一定应约去他们家里做客。”

丈夫夏雪利负责为民权街卫生服务中心搬运物资，对社区
进行消杀工作。几十斤的消毒喷雾器背在身上，汗水和消毒液
经常湿透他的衣服，但他又不能休息，因为防护服有限，他需要
用一套防护服完成一轮消杀，一轮下来需要几个小时。32天的
志愿工作，夏雪利每天早晨7点半出门，下午6点半回家。作为
一名退伍军人和共产党员，他的身上仿佛有着用不完的力气。

“感觉身体状态还可以，就一直做下去。”夏雪利说。
“武汉人民真的是懂得感恩，这次志愿经历，听到最多的有

两句话：一句是‘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另一句就是‘你们是武汉
的恩人’。他们真的给了我一种家人的感觉。”之所以这么说，是
因为一个细节让夏雪利感动。由于运输物资，夏雪利经常错过
饭点，为了让夏雪利吃上一口热饭，街道工作人员会帮他单独再
做一份饭。

4月8日，王树亚夫妇结束了志愿服务。4月11日，他们驾
车返回河北，没有掌声、没有鲜花。他们在武汉人民最需要的时
候来了，当使命结束后，他们便默默地离开。

面对境外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输入性风
险不断加大的现状，全国海关切实扛起口岸
疫情防控责任，勇挑重担、连续奋战，采取切
实措施有效防范境外疫情输入，为企业加快
复工复产提供有力保障。

党建引领，
在口岸一线践行初心使命

“哪里任务险重，哪里就有党组织坚强
有力的工作，哪里就有党员当先锋作表率。”
在外防输入的关键时刻，全国海关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在防疫情、稳外贸中践行初心使命。

3月13日，一艘来自韩国釜山的入境
船舶“安格尔西快航”抵达上海外高桥四期
码头，该船14天内途经日本东京和神户，其
中一名船员于3月5日在日本东京下船就
医后被诊断为急性肺炎。上海海关关员迅
速登临检疫，发现该船所有船员体温检测正
常，无呼吸道感染症状，且与原病患密切接
触者均无异常，最终排除该船舶人员新冠肺
炎感染风险可能。

在口岸防控一线，郑州机场海关值机科
科长余金宝作为一名老党员，从1月21日
至今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开展传染病
筛查、标本采集、病原体检测，协调联防联控
工作，梳理业务流程，整理信息数据……为
了使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他既当“战斗

员”又当“教练员”，连夜将几万字的口岸防
控技术方案要义浓缩成不到4页纸的操作
指引，明确出入境现场14个岗位的工作职
责和业务流程，确保疫情防控工作有条不
紊、高效运行。

“我是一名卫生防疫关员，又是共产党
员，疫情面前，正是发挥作用的时候。”上海
海关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田桢干为应对
紧张而繁重的卫生防疫特别是核酸检测任
务，把铺盖搬进了办公室。连续多日的劳
累，他腰椎间盘突出的病症复发。然而他克
服病痛，忘我工作，制定了上海海关新冠肺
炎采送样和实验室检测等相关技术方案及
工作指引，牵头起草检测技术研究方案并推
动实施。

冲锋在前，
在逆行中汇聚希望之光

面对日益加大的口岸疫情防控压力，厦
门海关打破旅检现场科室设置，建立指挥中
心、组、班三级指挥机制，根据业务流程划分
为登临、通道、采检、感染控制等7个组，每
组设立3个班，形成职责更加清晰、管理更
加精细的运行模式。“为了身后人民群众的
安全，我们的负重前行是值得的。我们有信
心、有能力把疫情工作防控好！”行李监管组
C班班长陈元超说。

3月19日凌晨4:30，拱北海关珠海国

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卫生检疫实验室技术
带头人，共产党员莫秋华博士走出P2实验
室。脱下防护服的他全身已湿透，脸上是护
目镜和N95口罩留下的一道道勒痕，右手
臂因长时间拿着移液枪，加上右腕曾经骨折
的旧患，已经痛到完全抬不起来。在新冠病
毒检测第一线，年过不惑的莫秋华已持续高
强度工作两个多月，带领团队采用包括自行
设计试剂在内的多种试剂对检测结果进行
互相印证，积极参加国内首次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能力验证活动，验证结果准确率为
100%。1月21日以来，实验室检测了数千
份样本，无一漏检错检。

凌晨3点，万籁俱寂，海关总署风险防
控局（上海）风险处置处党员干部徐俊科长
走出家门，再次上岗。“必须在早上6点前收
集完当日航班和旅客数据，进行排查比对、
风险分析，形成当日数据表单，赶在7点前
呈报给总署，为下一步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徐俊表示，与数据和信息赛跑，就是对疫情
防控最积极的贡献。

青春之花，
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海关一线
涌现出一大批敢于担当的“80后”“90后”共
产党员，他们不知疲累、不畏艰险，在抗疫一
线中快速成长。

首都机场是北京海关战疫的最前线，通
宵达旦是海关旅检一线关员的标配。他们
的工作从前一天的中午开始，往往到第3天
凌晨才结束，整夜休息不到两小时，有的关
员低血糖了，就吃块巧克力歇上一两分钟继
续回来工作。

“我来！”在港珠澳大桥海关首例有染疫
嫌疑的旅客入境时，作为旅检一科党支部的
组织委员邵梁迅速赶到旅检大厅排查。他
还结合病毒传播特点和防控要点，带领组员
逐项环节、逐条路线、逐个细节进行推演设
计，设置前置健康申报环节，开辟车前验放
通道，制定出最优处置方案，确保“最短距
离，最少接触”。

几天前，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旅检排查
通道，一名境外回国旅客引起了“90后”党
员胡银宽的注意。几经追问，得知旅客在国
外居住的社区有阳性病例报告，胡银宽第一
时间判定该名旅客有染疫可能。一周后，该
旅客核酸检测呈阳性。“疫情防控没有小事，
只有每个细节做到位了，才能遏制住疫情在
口岸传播。”胡银宽说。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疫情防控的
关键时刻，海关广大党员干部始终把疫情防
控作为最重大政治任务，坚决扛起疫情防控
的政治责任，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用实际行
动践行初心和使命，让党旗始终在口岸防控
疫情第一线高高飘扬，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贡献海关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北京榜样”优秀群体快速行动，直
沉关键环节、关键地点，带动身边市民群众共同参与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阻击战。

2019年度北京榜样伊然，是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泽苑社区
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其所在的居委会有8名工作人员，疫
情期间，他们上门核实了5700多名居民的活动信息，办理出入
证6274个，每天查验出入证2000多人次，登记返京人口近
5000人。同时照顾十几位孤寡老人，保障几十个高龄家庭日常
生活，为几百位居家隔离人员取送快递……

“再繁琐的工作对于我们社区工作人员来说都是小事，但是
对于社区居民来说都是山一样的大事，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稳
定。”伊然说，疫情发生后，他们发动居民人人充当防疫探照灯，
组织楼门长、网格员、文体骨干等力量日常巡察等各项防疫工作
常态化，实现社区的事人人参与、共建共享。

2014年度北京榜样张佳鑫，是北京夕阳再晨公益组织发起
人。疫情期间，他和团队响应号召，带动500名志愿者参与到疫
情防控工作中。“老年群体在疫情期间有非常大的帮扶需求，包
括线上购物困难、精神压力较大等，我们第一时间发出《众志成
城，抗击疫情倡议书》，号召大家为老人们做好疫情知识科普，开
展科技助老空中课堂，帮助老年群体解决实际问题。”张佳鑫说，
团队还派出12名社工下沉一线，帮助长期关注服务的社区缓解
在防疫过程中面临的较大压力，每天在社区值守服务超过10小
时，为社区防控工作解了燃眉之急。

2018年度北京榜样、首都公共文明引导员薛英主动参加了
所在小区疫情防控工作，向社区居民宣传疫情防控方法和相关
政策。“要说不紧张那是假话，但是再危险也得有人来做。”薛英
说，作为志愿者就要有担当，她跟大家耐心地解释严查的必要性
和不查的危害，摆事实讲道理，用以理服人、柔性引导的服务理
念赢得了居民们的好评。如今，随着复工复产人群逐渐回归，薛
英又回到公交地铁站台上开展秩序引导，为公众出行安全保驾
护航。

“面对严峻的疫情，作为一名白衣战士，冲上防疫一线的
战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2016年度北京榜样、中
日友好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全国社区医疗志愿服务团团长张
晓艳组织专家开展线上健康咨询，同时下沉社区，向一线防疫
工作人员普及有关防控知识，协力筑牢社区这道外防输入、内
防扩散的最重要防线。“作为医疗工作者，不论在武汉抗疫一
线还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都要为救治患者，提高治愈率降低
死亡率竭尽全力。”

“北京榜样”优秀群体——

彰显榜样的力量
本报记者 李佳霖 郭静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