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屹立在南疆的
白杨树
民航援疆干部杨亚辉：

从此我在新疆也有了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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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遇到语言关
他用翻译机解决燃眉之急

没到过古勒铁日干村之前，杨亚辉在地图上曾经无
数次地看过这个地方，这是位于祖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南疆盆地上的小小村庄，然而，在新疆旅游如此风靡之
际，他在很多网站上都找不到当地的旅游照。

地图上用尺子都能量得过来的距离，现实要去，却并
不容易。

“我的老家也是农村，小时候跑过的田坎、喝过的井
水，长大后都成了最美好的回忆。”杨亚辉说，所以，他始
终忘不了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一片土地，长大后，就一直想
着，要用自己的力所能及来回报家乡。

2021年，在重庆空管分局党办工作的杨亚辉接到单
位选派援疆定点帮扶干部的通知，毅然决然地报了名，报
名后，他才想起要去给领导和爱人汇报一声。

从报名到接到通知出发，中间有2个多月的时间，杨
亚辉对未来无限憧憬。

2021年6月，杨亚辉接到民航局的正式通知，6月8
日他乘坐飞机前往北京，在北京，他和遴选的另外3位帮
扶干部接受了行前谈话后于9日离京飞往新疆乌鲁木
齐，并在10日转机前往和田。

在和田机场下飞机的那一刻，是他此生都难以忘记
的场景：天空中弥漫着阴霾和飞扬的黄沙，迎接他的前一
任帮扶干部告诉他，由于这里处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
黄沙漫天的日子比较常见。

汽车在公路上行驶，看着宽敞的路车辆根本不敢提
速，这事儿直到后来杨亚辉才知道，原来，新疆的风沙很
大，沙土常常被狂风卷起，车速一旦太快，沙土遮挡视线
很容易出车祸，而未来的两年，他将在这个没有山清水
秀，只有百姓渴望眼神的乡村里，发生感人帮扶故事。

语言不通是杨亚辉与村干部、村民交流的最大障碍。
起初，为了照顾他不会说维语，当地还为他配了一位

翻译，考虑到对方只是短暂回村的大学生，如果自己不克
服语言难关，帮扶肯定难以进行。

于是，他学会了用翻译软件，这头说着汉语，用手机
软件翻译成维语后放给老乡们听，老乡听懂了又说维语，
他再翻译过来。

“时间长了，我也学会了几句维语，到农户家里看见
老人也能用维语打招呼和问候。可喜的是年轻人的普通
话水平不断提高，简单的对话基本能实现。语言交流的
问题在半年后基本不存在了。”杨亚辉说。

党建引领帮扶工作
他在村里建起特色化党支部

建设农村，首先要建强村党组织，杨亚辉说，这是他
去古勒铁日干村的首要任务。

杨亚辉牢记“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的使命，团
结带领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领导班子，按照“一支部三
中心”工作分工，推进基层党建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村里
的党员队伍由65人壮大到86人，同时党员干部的能力
不断提升。

杨亚辉组织驻村工作队员结对帮带9名村干部，一
对一带培6名后备村干部。“我结对带培的村治保主任麦
麦提敏同志被提拔到另一个村任党支部书记，现任的村
党支部书记麦麦提艾力被确定为‘百名爱民支部书记’培
养对象。”讲起这些并肩奋斗的“好战友”，杨亚辉充满了
自豪感。

杨亚辉说，帮扶的核心，是要帮扶当地老百姓拥有致
富和创富的能力，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在民航局领导的关心和各后盾单位的支持下，我们
用帮扶资金为当地购买了挖掘机、推土机等作为村委会
的集体资产，这些机器出租出去后的租金纳入村集体收
入。还在村里修了一个创业市场，这个市场不但激活了
当地的生活气，因为吸引了大量的村民来摆摊，还增加了
市场的收入。”他说，这叫治标。

第二步也就是治本，通过激发内生动力，想办法让产
业提质增效。策勒县的汉语翻译意思是大枣，当地盛产
大枣，于是，他又和工作队一起，在村里建起来了一个蓝
天干果加工厂。

杨亚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大枣在当地被水果贩子收走

“从此以后，我的心里种下了两棵白杨
树，一棵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古勒
铁日干村，一棵在我的心底。风吹起时，我总
能想起我在那里工作和生活过的点点滴滴。”

——民航重庆空管分局援疆干部杨亚辉

一公斤价格是七到十元，而通过工厂加工后销售出
去，价格就可提高两三块一斤，农户是直接受益者。

为了帮助村民发展产业、增收致富，杨亚辉和
驻村工作队员们一道，跑遍田间地头，走访园区工
厂，探索发展之路。他带领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
全村劳动力情况，对全村855名劳动力因人施策
推荐就业岗位，同时，设置公益岗10个、村加工厂
季节性用工20个，切实帮助村民就近就地就业。
积极探索发展特色种植，利用民航西南空管局帮
扶资金100万元建设林果种植、林下经济种植基
地，5430棵苹果树、2400棵樱桃树长势喜人，为2
到3年后结果并产生经济效益打下良好基础。

心里装着乡亲
他记住每个农户的门牌号

杨亚辉说，由于新疆的少数民族同胞们名字
都比较长，汉语念起来也比较拗口，两年下来，他
记住了每个农户的门牌号。

“几号对应哪一家，他家情况怎么样，我经过
几个月的摸索，基本上搞清楚了。”说到这里，杨亚
辉说了村里老党员麦提图尔荪和老伴海日妮萨的
故事，他家的编号是134号。

夫妻俩的年龄与杨亚辉的父母相仿，家里有
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原本子女都已成家，两个
老人独自生活在干净整洁的小院里，家里还有20
只羊、100只鸽子，菜园里种着各种蔬菜。

2022年 7月，老人的三儿子突发脑溢血去
世，年仅37岁，留下孤儿寡母。这是两位老人近
几年失去的第二个儿子。

得知情况的杨亚辉赶紧前往老人家里吊唁，
看到出现在自己跟前和自己儿子年龄相仿的杨亚
辉时，海日妮萨一把抱住他痛哭不已。“老人把我
当成了她的儿子，只有至亲才有这样的体会。”

从那以后，杨亚辉就经常去看望他们，称呼他
们为“麦爸爸”和“海妈妈”。虽然语言交流有困
难，但与“麦爸爸”的握手、同“海妈妈”的拥抱成为
他们这种特殊缘分见面的最好问候。

托合提如则·喀斯木是村里脱贫致富的模范，
同时也是一名党员，他家的编号是569号。他始
终记得，杨亚辉曾对他说：“我们都是党员，我们的
目标是一致的。你先富起来了，更要努力带动其
他乡亲过上好日子。”

在古勒铁日干村，杨亚辉除了喜欢看这里的
落日，就是喜欢和孩子们一起。

“这里的落日，有诗中所云‘大漠孤烟直，长河
落日圆’的感受，只有来到这里，才有这么美的落
日。”

看到杨书记来了，孩子们就会抱着球拉着他
一起玩，或是与他们一起踢两脚或者投几个篮，或
是和他们聊聊梦想。

“我长大了想当飞行员，开飞机。”在村小学上
四年级的阿卜都沙拉木说，他是第一次从杨书记
的嘴里知道，天上那么多飞机都要听空管指挥，

“我也想在天上开飞机的时候看到杨书记。”
在杨亚辉看来，帮扶是要让受帮助的人拥有

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所以自他担任驻村第
一书记以来，依托民航各单位的帮扶资金，帮助村
民建设“蓝天小院”，进行厕所革命，种植绿化槐树
和美化凌霄花，引领村民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村里装上了太阳能路灯和热水器，村里的学
校建设操场、篮球场，改造教室供暖设备，捐赠课
桌课椅、电脑等教学设备，捐赠书、本、笔、足球、篮
球等文体用品，发放奖学金，乐此不疲地参加学校
的各类典礼和课堂活动。

除了关心小朋友，杨亚辉对于“大朋友”也格
外关注。暑假，他代表村里邀请返乡大学生为小
学生推荐图书、辅导作业，并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在
家中讲述学习内容，帮助家长提高普通话水平，建
立“大手牵小手，小手拉大手”新机制。

如今，援疆任务虽然结束，但并不意味着情感
就此割舍，杨亚辉期盼着，未来的某一天，再次返回
古勒铁日干村，去看看他的“麦爸爸”“海妈妈”，还
有那一群永远像风一样奔跑在球场上的少年。

上游新闻记者 王渝凤

从重庆到新疆的古勒铁日干村，地
面距离3200公里，从重庆经北京到乌
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到和田，从和田
再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民航重庆空管

分局党办主任杨亚辉才总算抵达了这个位于祖国
南疆沙漠边缘的小村庄。

打小生活在农村，所以总是希望能够给农村
建设添砖加瓦，2021年，在接到中国民用航空局
在全系统号召广大党员干部报名援疆参加定点帮
扶乡村振兴时，杨亚辉第一时间到单位的组织部
门报了名，同时向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等到
一切办妥后，才想起，应该回家给爱人汇报一声。

幸运的是，爱人深知他对农村的感情，对他无
条件的支持。

经过层层考察审批，2021年6月8日，杨亚
辉顺利背上行囊启程，6月10日抵达此次援疆的
目的地——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乡古勒铁
日干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两年的定点帮扶工作结束时，杨亚辉只敢悄
悄收拾行囊不敢面对那些不舍的眼神，“今后，我
在新疆也有了牵挂，就像这满街的白杨树一般，
扎了根。”他说。

杨亚辉为孩子们分享图书

在地里干活的杨亚辉

带着孩子们一起玩自拍

杨亚辉杨亚辉（（右右22））在村民家中拜访慰问在村民家中拜访慰问

党员杨亚辉（左7）带领群众在古勒铁日干村热火朝天地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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