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援疆，是一场“圆梦”的旅行。
2017 年，我作为柔性帮扶医疗专

家，在贵州省习水县人民医院对口帮扶
了3个月，深刻体会到西部地区在重症
医学人才上的匮乏，也就在那时，“我要
去援疆，去帮助更多的人，救治更多的
病人”的援疆梦在我心中生根发芽。

2020年4月27日，对我来说这是一
个终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我跨越万
里，从东海之滨的台州来到边陲小城一
师阿拉尔市，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医疗
援疆工作。

危急重症救治能力体现了一家医
院的医疗技术水平。作为台州市第十
批医疗援疆专家，我来到一师阿拉尔医
院开展医疗工作，担负着指导全院急危
重症病人救治的任务，深感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援疆一年多来，我以医共体建设、
救治体系建设、三甲医院创建为核心，
把“提高急危重症患者抢救成功率”作
为援疆工作目标，将“急危重症救治体
系建设”当作中心工作来抓。我组织开
展“送急救技能下基层”专项行动；主持
改建一师阿拉尔医院急诊科和重症医
学科，牵头启动了五大中心建设，担任

“创伤救治中心”和“胸痛中心”负责人，
建立救治基地；启动院内住院病人早期
预警评分系统等。

此外，我还牵头制定了“青蓝计
划”，根据 9 名援疆专家所在的科室特
点，制定了各自的发展计划和培养目
标，通过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业务
讲座、现场教学等方式，提高 21 名“徒
弟”的理论知识水平和诊断能力。

看着一师阿拉尔医院成功创建为

三甲医院，各项业务能力、医疗诊断水
平有了明显提升，我内心的喜悦之情无
以言表。

一年半的援疆之约即将如期而至，
虽然既定目标已基本完成，但还有很多
想干而没有干完的事情。感谢这次援
疆之旅，让我有机会更好地发挥自己的
专业特长，让我认识了一群可爱的兵团
人，让我感受到了新疆人的热情与淳
朴，更感受到兵团精神的厚重。

“兵团之行”既是一次锤炼党性、补
钙强身的精神之旅，也是一次净化心
灵、升华自我的砥砺之行，必将使我终
生受益。今后，我将把以“热爱祖国、无
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为主要内
涵的兵团精神铭刻在灵魂里，融化到血
液中，进一步在医疗事业中谱写新的壮
丽篇章！

人到四十，一般有两种心态：第一
种是觉得人生已然稳定，可以慢慢享受
生活，还有一种是回望青春岁月，仍有
未实现的梦想，心有不甘仍然寻求改
变。在“四十不惑”这样一个特殊时间
节点，选择了怎样的心态，就决定了以
后怎样的人生。

我40岁生日是今年5月在一师阿
拉尔市度过的，陪伴我的不是父母妻
儿，而是台州援疆指挥部的兄弟姐妹。
那天，大家唱着歌曲《生日快乐》，说着
祝福鼓励的话，每个人的笑容都特别灿
烂。

那一天我特别充实，也有些许伤
感，因为援疆时间已经所剩不多，我还
有很多事要做，还想和援友们一起继续

并肩奋斗。
一年多来，在一师阿拉尔市和援疆

指挥部领导的支持下，在同事和援友们
的帮助下，我协调建成了兵团首家犬伤
暴露处置门诊、规范了师市疾控应急体
系建设、促成了几个重要的专业人才培
训项目。去年疫情防控期间，我作为师
市疫情防控组副组长，始终战斗在一
线，为疫情防控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这些还远远不够，我希望为师市的
医疗卫生事业做更多的事，比如“健康
一师”建设、疾控“柔性引才”项目、塔里
木大学公共卫生专业教学等，每件事都
需要更多的时间。

可是时间匆忙，快到让人心有不甘。
时间是凝固的，一如夕阳西下胡杨

树的剪影。胡杨树又被称作“英雄树”，
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
年不朽。人们赞美胡杨，不仅因其风
姿，更因为其“夏迎酷暑斗干旱，冬拥寒
雪战风沙”的精神，这种精神与“艰苦奋
斗、自强不息、扎根边疆、甘于奉献”的
胡杨精神始终一脉相承。

“胡杨精神种于心，兵团精神伴
于行”，这是我在援疆生涯中最大的
感悟。

回望在一师阿拉尔市的点点滴滴，
我从未后悔当初的援疆选择，也为自己
能够成为国家援疆事业的见证者和参
与者而感到自豪。这段特殊的人生经
历，必然成为我今后人生道路上最大的
精神财富！

带着组织的殷切期望，带着家人的
声声嘱托，怀着跃跃欲试的激动心情，
2020年4月25日，我告别年迈的父母和
只有4个月的儿子，把家庭重担交给工
作繁重的妻子，踏上梦想中的援疆之
旅，来到一师十团中学，任语文教师。

入疆后，一师阿拉尔市党委组织
部、教育局，台州援疆指挥部，受援学校
对我们援疆教师爱护有加。感动之余，
我更加坚定了内心对工作的执着和信
念：不管前面的路有多艰辛，都要一步
一个脚印踏实地走下去！

第一次走进课堂，看见学生们一张张
可爱的脸，听着一声声礼貌的“老师好”，
那一刻，一种幸福感弥漫在我的心里。

课堂教学是老师的主战场，课堂不
仅仅只是传授知识和技能，优秀的课堂
能在精神上感染人、三观上塑造人、方
法上启迪人。作为六年级的语文任课
老师，我深知课堂教学的重要性。我认
真研读教材，从多个维度评价每节课的
价值，挖掘亮点、总结经验。经过一段
时间的努力，学生们学习语文的兴趣逐
渐浓厚。

在疆一年多时间里，在完成自己的
教学常规任务之外，我还担任台州援疆
教师党支部宣传委员、十团中学党小组
组长，除了协调各方面工作，还积极发
动援友写信息、宣传资料展示援疆教师
风采，全体援疆教师在各级各类媒体发

表文章 700 多篇。在新冠疫情防控工
作中，我争取到了价值 3800 元的 1000
只口罩等防疫物资，寄送给十团中学，
解了学校的燃眉之急。

援疆的过程是不断克服困难的过
程，也是收获的过程。援疆让我磨炼
了意志，新的岗位为我提供了锻炼成
长的舞台，使我在艰苦环境中经受摔
打，增长才干，为提升思想觉悟、知识
水平、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创造了有
利条件。

一脚踏进塔里木，终身都是兵团
人。蜿蜒的塔里木河，美丽的阿拉尔，
我爱你，你的一花、一草、一木都深深地
烙在我的心中。

在塔里木河畔抒写奋进之笔

援疆是我无悔的选择
● 李江麟

寻梦 追梦 圆梦
● 崔可

阿拉尔，我爱你
● 王奋勇

精准援疆
赋能一师阿拉尔市发展新活力
——访台州援疆指挥部党委书记、指挥长李震杰

●赵丹丹 李桃

台州援疆指挥部坚决贯彻落实第七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
神，突出民生重点、打造产业亮点、培育智力支点，实现了建成一个项目、见
效一个项目，援派一批人才、带出一批人才，引进一家企业、促进一批人就业
的目标。在接下来的援疆工作中，台州市将如何助力一师阿拉尔市由战略
机遇期转化为黄金发展期？如何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为此，笔者专访了台州援疆指挥部党委书记、指挥长李震杰。

谈到台州市将如何助力一师阿拉尔市由战略机遇期转化为黄金发展期
时，李震杰说，一师阿拉尔市正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精准援疆对师市的发
展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台州援疆指挥部要深入了解师市发展需求，围
绕师市战略目标，按照“师市有需求、指挥部有作为”的要求，书写新时代对
口援疆新篇章。

第一是谋划与建设并重，项目建设实现新突破。项目建设实现新突破，
主要是处理好眼前与长远的关系。眼前的工作就是要充分调研、精准谋划、
合理编排，确保又快又好地完成援疆项目，将援疆资金用在“刀刃”上，发挥
资金的最大效益；长远的工作就是紧紧围绕师市战略目标，实施契合师市发
展需要的项目，规划好援疆项目重点倾斜和支持的方向。

第二是扶持与招商同步，富民产业迎来大发展。在促进师市产业发展
方面，台州援疆指挥部要做到“三箭齐发”。首先是建立直销渠道、邀请知名
网红带货、持续开展各类线上活动，助推师市优质农产品走向浙江、走向全
国，带动种植户增收致富。

其次是招商引资新尝试。台州援疆指挥部将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开展以商招商、全员招商、驻地招商，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释放师市发
展活力，全面促进师市产业发展和职工群众就业。

最后是文旅产业新举措。师市文化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独特，台州援疆
指挥部启动“台州万人游阿拉尔”项目，将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沙漠之门、
睡胡杨谷、民族风情园等旅游景点串成精品路线，吸引更多的人来师市游
玩、考察，助推文旅产业发展，让师市职工群众享受旅游业带来的红利。

第三是培育和引才并举，智力援疆跑出加速度。智力援疆要跑出加速
度，主要是处理好“眼睛向内”和“眼睛向外”的关系，“眼睛向内”就是要做
到“师市有号召、指挥部有行动”。在师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创建三级甲等医院”“机场项目推进”等各项工作
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邀请专家赴师市考察、指导工作；“眼睛向外”就是
做好“走出去、引进来”。要用好援疆资金，组织党政干部、专业技术
人员、基层干部参加各类培训班，让师市干部群众走出
来，拓宽视野，学习先进知识，同时引进各类人才，
促进师市软实力的提升。

李震杰表示，台州要争当浙江对口支
援排头兵，以民生实事为重点，着力打造

“组团式”医疗、“组团式”教育援疆名
片，借鉴台州在乡村振兴方面的好经
验、好做法，助推一师阿拉尔市乡村
振兴各项工作发展，让各族群众
享受到越来越多的福祉。

图① 崔可在一师十六团为群
众义诊（资料图片）。

图② 台州援疆干部与亲戚一起
品尝酸奶粽子（资料图片）。

图③ 援疆教师为一师十团中学
学生庆祝生日（资料图片）。

本版图片均由台州援疆指挥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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