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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董亚雷 凡帅帅

在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从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手中获得解放
五周年之际，新华社记者再次探访摩
苏尔老城。如今，城市面貌有了不小
改善，但残垣断壁仍随处可见，民众
的生活正缓慢回归正常。

“生活真的变好了”

周末早上的摩苏尔老城里，著名
的阿塔林市场挤满了为庆祝宰牲节
赶来采购的市民。一家不到10平方米
的肉店里，店主阿勒万正和兄弟忙个
不停。抬头看到记者，他热情地向我
们打招呼。

“生活真的变好了！现在店里的
营业额和去年相比至少翻了一番，每
天来往顾客络绎不绝，家里人都得过
来帮忙。”阿勒万兴奋地说。

2019年，因战争破坏废弃多年的
阿塔林市场经过修整后重新营业。阿
勒万说，去年的这个时候，市场里的
商铺只有不到四成在营业，而现在几
乎所有商铺都已重开，热闹的生活气
息又回来了。

家住摩苏尔东部城区的达尔沙
德特意来到西部老城采购。“五年来
摩苏尔人民重建家园，每年都有新的
进步，城市的经济和安全形势有了很
大改善。”

除阿塔林外，其他传统市场也基本
恢复正常，紧邻阿塔林市场的萨拉伊市
场里近九成店铺重新开张，阿拉伯香
料、香甜的椰枣、新鲜的牛羊肉……商
品琳琅满目，吆喝声不绝于耳。

老城面貌在恢复

7月的摩苏尔最高气温超过45摄
氏度，炎炎烈日下，工人们正对努里清
真寺进行修复施工。5年前，溃败的“伊
斯兰国”武装分子炸毁了这座拥有
800多年历史的地标建筑。2018年伊
拉克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阿联
酋政府签订协议，重建努里清真寺。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方工程
师奥马尔·塔卡介绍，在教科文组织

“重振摩苏尔精神”倡议支持下，努里
清真寺及其宣礼塔的修复工作取得
了很大进展。从 2019年至今，工人们
在现场清除了约5600吨瓦砾和11个
爆炸装置。现在，他们正利用清理废
墟时收集的砖块修复宣礼塔，使其尽
可能恢复原貌。修复工作有望在2023
年底前完成。

在摩苏尔老城里，正在进行中的
基础设施项目随处可见。在老城北
部，工头穆罕默德正指挥工人给马路
铺沥青。摩苏尔市市长阿明·法纳什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过去 3
年，摩苏尔所在的尼尼微省政府制定
了约 1700个重建项目，涵盖卫生、水
利、电力、排污、公路、桥梁等基础设

施，目前已完成 1200多个，剩余项目
将在年底前完工。

回家之路仍艰辛

2016年10月至2017年7月，在长
达 9个月的解放摩苏尔战役中，美国
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对摩苏尔老城实
施无差别轰炸，整个老城沦为废墟。数
据显示，约13.8万栋房屋被毁，在摩苏
尔西部，被夷平的房屋超过5.3万栋。

从底格里斯河畔向摩苏尔西部
望去，废墟清理工作远没有结束。国
际移民组织 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
示，截至今年3月，在伊拉克境内仍有
超过 118万民众流离失所，其中来自
摩苏尔的人数超过24.6万。

依靠多方援助，市民菲拉斯·哈

立德终于完成自家房屋重建，然而生
活并无多大改善，所在街区仍到处是
断壁残垣。哈立德的女儿在战火中不
幸受伤残疾，不久前还患上了糖尿
病，全家生活雪上加霜。他无奈地告
诉记者，由于一直没找到工作，一家
人只能靠援助生活。

渔民莱斯·纳吉姆抱怨道，5年来
他所在街区没有一点改善，政府总以
预算不够为由敷衍。

在摩苏尔，随处可见在危房中恢
复营业的商铺。苏莱曼的餐厅位于摩
苏尔老城以西一栋曾遭轰炸的危房
里，二层损毁严重的屋顶随时有可能
坍塌。

“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在完好
的楼房里经营餐厅。”苏莱曼说。

（新华社巴格达7月10日电）

——探访解放五周年的摩苏尔老城

在重建中焕发生机

7月3日，工人在伊拉克摩苏尔老城参与努里清真寺的修复施工。 新华社发（哈利勒·达伍德摄）

（上接第一版）同时，通过开展援疆项
目“结余资金清理”，清理出历年援疆
项目结余资金 7372 万元，用于乡村
振兴等师市当前急需的基层民生项
目，使沉睡的资金“活起来”；开展历
年援疆项目“绩效评估”，最大限度发
挥援疆项目效益；开展援疆项目“立
功竞赛”，营造了大干快上的良好氛
围。这一系列创新举措的开展，确保
了援疆项目长期、持续发挥效应。

强化学习，赓续“红色”血脉

一脚踏进塔里木，终身都是兵团
人。台州市援疆指挥部深入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全体援疆干部人才在注重
理论学习和思想实践的同时，还把课
堂搬进了第一师阿拉尔市的红色教
育基地——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举
办了微党课比赛、红歌大赛、重走“和
田解放路”等一系列活动，认真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高质量
开展好援疆工作。

“今年是第十批台州援疆工作的
收官年，大家一定要加强对党中央、
省、市各项重要会议精神的学习，抓

好各项工作落实，按照‘出亮点、出成
果、出模式’的要求，确保高质量、高
效率、高水平完成援疆工作任务。”5
月 20日下午，在指挥部第三十三期

“走进塔里木”论坛暨党委理论中心
组（扩大）学习会上，台州市援疆指挥
部党委书记、指挥长李震杰再次向全
体援疆干部人才叮嘱道。

“走进塔里木”论坛是指挥部重
要的学习平台。塔里木河是阿拉尔的
母亲河，取名“走进塔里木”意为用心
用情融入阿拉尔，建设阿拉尔。该论
坛安排所有援疆干部人才分批上讲
坛，同时还邀请师市乃至新疆各行业
的专家、教授一起互动交流，旨在不
断提高援疆干部人才的工作能力水
平，丰富理论学识。

多形式强化学习教育，为的是让全
体援疆干部人才筑牢红色根脉，弘扬垦
荒精神，在有限的援疆时间里，发动更
多的台州力量，创造出无限的价值。

在指挥部党委的带领下，全体援
疆干部人才推动大结对、大交流，实
现前后方 13 家医院、112 所学校结
对，实施教育援疆“双平台、双导师”
组团式帮带新机制，深入推进“百校

十万石榴籽”青少年融情工程等，真
正做到了一人援疆，全校全院援疆，
为师市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担当作为，彰显“红色”力量

2017年 2月，党员吴玲燕怀揣梦
想从天台县来到第一师阿拉尔市援
疆。2020年，她选择了再度援疆。

吴玲燕挂职师市卫健委医政医管
科副科长，她充分发挥台州援建的阿
拉尔医院远程会诊中心平台效用，积
极推动疑难病症远程会诊，该中心截
至目前已开展会诊1000余例。她还邀
请浙江省医疗专业人才赴师市开展义
诊、中医技术培训、名医大讲堂等活动。

一份汗水，一份收获。6年来，吴
玲燕先后获得兵团“对口援疆工作先
进个人”、浙江省援疆系统“团结奖”

“实干奖”“担当作为奖”先进个人、师
市“优秀援疆干部”、师市“五一巾帼
标兵”等多项荣誉。

党员周海明是指挥部产业组组
长，援疆1个多月的时候，他就跑遍了
师市所有团镇，把全部精力放在招商
引资、文旅援疆、农产品销售上。“援疆

生活虽然忙碌，但很充实，阿拉尔是我
的第二故乡，我会继续发挥专长，为建
设边疆贡献力量。”周海明说。

如今，一个个项目发挥效用、一
批批企业落地生根，职工群众在家门
口就能增收致富，周海明也获得了师
市“优秀共产党员”、台州市“东西部
扶贫协作先进个人”等称号。

党员王波在同事们眼中是师市
的“活地图”，他发挥自身规划建设方
面的专长，帮助项目实施单位在优化
建筑设计、控制整体造价、把关材料
品质、管理施工质量等方面进行提
升，几乎每一处工地上都留下了他的
足迹和汗水。

2020年，王波荣获浙江省“东西
部扶贫协作突出贡献奖”。“援疆时间
是有限的，但是援疆情结是永恒的，
我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地多作
贡献。”王波说。

来疆为什么？在疆干什么？离疆
留什么？台州援疆干部人才用实际行
动作了回答。

大漠谱写“出塞曲”，塔河飘扬“台
州红”。台州市援疆指挥部党委以党建
为引领，激励党员干部在援疆工作中
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时刻彰显共产党
员的力量，在祖国西域边陲，书写了新
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新篇章。

大漠谱写“出塞曲”塔河飘扬“台州红”

（上接第一版）今年该村不仅实现了
村级债务清零，还开始闯出了一条强
村富民路。

2020 年，花岩浦村村级债务响
起蓝色预警。为化解这场债务危机，
花岩浦村建立村级负债预警制度，设
立村级债务规模警戒线；规范村民股
份分红和福利支出，明确分红条件，
严禁村集体为村民缴纳数字电视费、
商业保险等费用。同时，还健全村级
负债动态监测预警机制，实施定期通
报制度，摸清村级负债底数。

“花岩浦村位于龙溪镇核心区
域，这几年依托高密度养殖、村级资
产租赁、建设浦发广场和标准化厂房
等举措，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如今，该
村实现村级债务清零，也走上了发展

‘快车道’。”钟一铭说。
村里的发展，离不开镇里的支持。

龙溪镇积极发挥专项债的引领作用，
先后投入资金超1.2亿元，实施项目45
个，全面完善花岩浦、东港、梅岙、密溪
四大片区基础设施，加快推进闻涛路
南段、龙溪中学北侧、梅岙园区入口等
工程建设，大力推动龙盐线、漩栈公路
梅岙段、龙溪公园等景观提升。

近年来，玉环按照“摸清旧债、控
制新债、落实责任、分类处理、逐步化
解”的要求，强化村级组织内部控制管
理，全力推进村级债务控制化解工作。

一方面，强化债务管控，在全省
创新村级债务规模“蓝黄橙红”四色
预警线管理机制，另一方面严管大额
举债，打出村集体单次举债超过 50
万元的一律报乡镇（街道）审核同意
等严控组合拳。去年，该市18个省定
相对薄弱村中有17个实现“转化”。

壮大集体经济，激活
乡村共富新动能

一有空，楚门镇蒲田村党支部副

书记、副主任吴雪锋就到上陈工业厂
房建设项目施工现场，了解工程进度
及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项目是
去年 5月份开建的，预计今年 9月份
投用，届时村集体经济又能增收 200
多万元。”吴雪锋言语间透露着喜悦。

10多年前，蒲田村有个绰号——
“烂蒲田”，加工作坊与民房共生，村
集体经济几乎为零。如今的蒲田村，
靠着老旧工业点改造、小微企业园新
建，一跃成为先进村、示范村。

这背后的“致富经”，得从“142”
模式说起：“1”指牢牢依靠村党组织；

“4”指充分调动村集体、村民、社会资
本、乡贤基金四方协同参与；“2”指提
高低收入农户和企业科创人才、技术
骨干的持股比例，帮助村级集体经济
走上了一条“借鸡生蛋”的共富路。

小微企业园是蒲田村盘活存量
低效用地打响的“第一枪”，2020年1
月，总规模 36亩、建筑面积 4.3万平
方米的一期小微企业园正式开园，迎
来 25 家企业入驻，实现开园即“满
员”，蒲田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增加
750万元。

今年，该村乘势而上，建设上陈
工业厂房、二期小微园，预计这两个
项目投用，村集体经济年收入2000多
万元，村集体资产预计2亿元左右。

近年来，玉环全力推进新一轮
村级集体经济巩固提升三年行动，
一方面，深化“美丽乡村+文化、+旅
游、+产业”等模式，推动美丽乡村
建设与村级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实
现美丽资源向美丽经济转变；另一
方面，主动探索农村宅基地改革，
通过盘活闲置农房、村级留用地开
发、物业租赁等方式，增加村集体
经济收入。截至去年底，玉环村级
集体经济总收入 7.69 亿元，其中经
营 性 收 入 6.26 亿 元 ，分 别 增 长
16.4%和 46.9%。

玉环：夯实乡村共富“家底”

（上接第一版）
“我们将收集到的问题及时反馈

给包抓部门，有关部门确定解决方案
后直接向企业反馈，并同步告知我办
备案。对于正在解决的问题，汇总整
理成清单，每月跟踪进度，逐一销号
清零；需要县级层面解决的，抄送至
分管县领导；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
则做好解释说明，确保企业诉求件件

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三门县“提争”
办有关负责人说。

同时，三门还通过“企业码”，对
助企服务事项实行线上全流程动态
管理，确保助企纾困取得实效。截至
目前，已为企业解决问题 136项，正
在解决问题 43项。助企服务员已报
送 57家企业 64项困难诉求，均已交
办至有关责任单位。

三门：精准帮扶企业
全程跟踪纾困

新华社德黑兰7月10日电（记者高
文成）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迈勒万
迪10日说，伊朗已在福尔多核设施使用
IR-6型离心机进行铀浓缩活动，并已在
至少两周前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卡迈勒万迪说，伊朗9日在福尔多
核设施利用IR-6型离心机生产出丰度
为20%的浓缩铀。组装并使用1000台
IR-6型离心机组成6个级联是在履行
伊朗原子能组织的“法律职责”。

国际原子能机构 9日的一份报
告显示，伊朗已在福尔多核设施使用
先进的 IR-6型离心机进行铀浓缩活
动，这些离心机可以更容易地在不同
浓缩水平之间切换。

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
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
其核计划，浓缩铀丰度不得超过
3.67%，以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

2018年 5月，美国政府单方面退
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
伊制裁。2019年5月以来，伊朗逐步中
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
采取措施“可逆”。伊朗此前已宣布生
产出丰度为60%的浓缩铀，远超伊核
协议规定的3.67%丰度，也超过达成
协议前生产出的最高丰度20%。卡迈
勒万迪曾表示，伊朗生产丰度为60%的
浓缩铀主要用于制造各种放射性药物。

伊朗原子能组织证实
在福尔多核设施
使用先进离心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