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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喀什三组顺利完成家访联谊活动“天山南北一家亲 师生

情谊心连心”

2.哈密一组顺利完成家访联谊活动“家访结对心连心 民族

团结一家亲”

3.博乐一组顺利完成家访联谊活动“腊月立春 民族团结一

家亲是最美的温暖”

4.伊犁二组顺利完成家访联谊活动“结亲家访体验淳朴民

风”



天山南北一家亲 师生情谊心连心

——记喀什三组家访活动

根据学院要求和计划安排，2018 年 1 月 24 日至 1 月 30

日，在李刚书记、井明霞副院长的带领下，我们一行五人来

到温暖如春的喀什市，开展寒假期间的家访联谊活动。带着

关心和问候，带着责任与嘱托，通过登门认亲、走访社区、

吃饭聊天、送医送药等办法，我们逐户开展联谊交流活动，

不仅了解了学生的家庭状况，同时也对学生所在社区的人口

结构、民生民情、经济收入等有了大致的掌握。

1 月 24 日，我们首先来到李刚书记的结亲学生塞依达的

家中，她的舅舅、姥姥等家中亲戚听说家里有老师来访，都

来到家里表示欢迎，她的妈妈在访惠聚工作组任职，每周轮

休一天，因为我们的到来，她特意将轮休的日子调到今天。

赛依达的姥爷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参加过中印战争，家里至

今摆放着他身穿军装的照片，他生前始终以军人的标准严格

要求自己，对家人的约束也非同一般。她的舅舅是家族的“火

车头”，自幼深受父亲的影响，因为家庭原因，从小没上过

学，年轻时在新疆杂技团工作，退休后在乌鲁木齐开美的电

器公司，他说“我没有上大学，现在要求这些孩子都要能上

大学”，塞依达的姐姐们都是大学生，她的双胞胎姐姐是在

天津医科大学上本硕连读，从中可以看得出，一个家族中有

这样一位有远见、又能主事、为大家着想的人，整个家族都



是积极、阳光向上的。塞依达的姥姥不愧是一位军人的妻子，

饭后聊天，她说，“从过去那么苦的日子到现在，大家都在

想象天堂是的美好，现在吃得好、穿得暖的生活不就是天堂

嘛，有这么好的生活要感谢共产党、感谢习主席，我们都要

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她的这一番话，让我们受益匪浅。

同塞依达的家庭比起来，麦尔旦的家中就比较贫寒，家

里目前只有他和妈妈在一起生活，经济条件很不好，屋内没



有一件家具和像样的装饰。他的妈妈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平

时在县上经营一家建材店，现在生意不好做，日常收入很少，

麦尔旦每个月只有四五百元的生活费，但他性格开朗，积极

向上，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辛勤付出，先后考入乌鲁木齐

的内初班和内高班，当我们问到他这学期考试怎么样，有没

有挂科的时候，他自信的说，“没有挂科，不可能会挂科”。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个学生深刻的认识到只有通过努

力，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麦尔旦的户口在喀什市浩罕乡红山 9 村，村委会共有 20

名村干部，每周一组织学习宣讲活动。村办公区域以平房建

筑为主，有可容纳 2000 人左右的文体活动中心，每周有

400-500 人能来参加学习。每天下午社区对已经放假的中小

学生进行 2小时的集中国语教育，中间休息时间在操场玩耍，

李刚书记亲切的和孩子们用汉语交流，关心他们的学习、生

活情况；井副院长在教室查看学生的教材，并和小朋友们谈

心聊天，看看他们都学到了什么。最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学

生大声的朗读拼音歌、唱国歌，声音饱满而热烈。国语教育



从这么小的年纪开始抓起，相信他们长大以后会对中华民族

的历史文化有更好的学习和深刻的领会。国语教育在乃则尔

巴格镇亚贝希村和疏勒县学校也在如火如荼的同步开展，其

中乃则尔巴格镇亚贝希村 2017 年新建立 110 多个幼儿园；

每天晚上约有一百余人学习国语 1-2 小时；为提高大家学国

语的积极性，该村假期期间组织学生以共建美好家园为主题

开展演讲比赛，我们的古兰同学获得第一名，得 500 元奖励。

在疏勒县实验学校的老师更是从现在学习国语，并完全用国

语教学，苏比努尔的妈妈通过 2 年的学习现在已经可以与我

们进行日常的沟通。可见，国语教育在少数民族的学习教育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我们建议，可以让返乡

大学生参与到教学当中，一方面解决了工作人员的短缺问

题、工作压力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大学生的

作用并得到锻炼磨砺。



我们在家访的同时到社区或村委会了解当地的基本情

况，每个村对扶贫脱贫都各有办法，浩罕乡红山 9 村共 360

户人家，1500 人，耕地面积少，人均占有地 0.9 亩，村民以

种植核桃、石榴、玉米、小麦为主，因为总人口少，劳动力

少，技术产能比较单一，农产品销售无保障，1/3 的村民为

贫困户，个别家庭以养殖鸡、羊为主。我们进入养鸡、养羊

的农户了解了现实情况、收入和需要的技术支持，感受到技



术的支持才能让这个村子更快的走向富裕。

1 月 26 日，我们来到井明霞副院长的结亲学生——古兰

的家中，她的家里共有 6 口人，姐姐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

参加特岗教师工作，由于从小在汉族学校上学，初中在乌鲁

木齐上内初班，所以汉语说的非常好，现于双语学校教汉语。

弟弟在上大专函授班，今年 6 月份就能拿到毕业证，目前在

乡政府帮助工作，也在继续学习，想通过专升本来提升学历。



母亲在家料理家务并带着三岁的妹妹，身体状况良好。父亲

是开面粉加工厂的，非常辛苦，但收入在村里相对不错。古

兰的父母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努力为孩子创造良好的

学习环境，孩子们也很努力，古兰和姐姐都考上了大学。

乃则尔巴格镇亚贝希村，村部共有 10 人，常驻人口 2861

人，维吾尔族占 99.9%，村民主要种植小麦、玉米、菠菜，

人均 0.5 亩地，每户养殖牛、羊 10 只左右，贫困户 68 户、

231 人，2017 年人均收入 3100 元。该村通过招商建立了 3

个微型工厂，分别是缝纫部、浴巾厂、地毯厂，45 岁以上的

劳动力均可参加应聘就业，目前缝纫部已有 30 名女工，正

式工每月能有 1000 元的收入。第一书记说：家庭妇女就业

后不仅有了收入，而且思想和家庭地位都发生改变，宗教意

识淡化，思想觉悟显著提高，从最开始不愿迈出家门到现在

能积极主动的工作和就业。他们干部也能看到更多的希望。



1 月 27 日，我们来到王英姿老师的学生——努力其曼的

家里，她的爸爸以前在教育局工作，退休后赋闲在家，妈妈

在图木舒克市的一家医院当护士。因为哥哥在喀什市第一人

民医院骨科工作，所以冬天的时候，她的父母会来这里。从



小在知识的熏陶下长大，我们感到努力其曼对知识非常渴

望，她对自己的寒假生活有很好的安排，平常也有良好的生

活习惯，早晨九点联系她的时候，已经在晨跑锻炼。她的书

柜里摆满了哥哥学习用过的书，她打算利用假期时间认真学

习，她的姐姐也是一名硕士毕业生，现在在克拉玛依市当老

师，打算今年考博士，她的哥哥是新疆医科大学本硕连读毕

业，从小跟着妈妈在医院里长大，希望将来能像母亲一样，

为更多的人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因努力其曼的户口在图木

舒克市，时间仓促未来得及走访。

1 月 28 日，我们来到胡娜老师的学生——苏比努尔的家

里。她的爸爸是喀什市疏勒县民宗局的干部，目前在访汇聚

工作组下乡，不在家里。妈妈是疏勒县实验中学的教务处主



任，学校全部用汉语授课，她也能用汉语和我们交流，2017

年去了 8 位支教的老师，现在寒假期间，学校还组织他们在

校老师学习汉语。妹妹在疏勒县实验中学上初二，父母对他

们姐妹的教育非常重视，苏比努尔初中在乌鲁木齐上的内初

班，汉语说的很好。

苏比努尔家在喀什市疏勒镇纳丘克代尔瓦孜社区，社区

共有 7 个干部，3 个志愿者，另外有返乡大学生在帮助工作。

该社区共有 5832 人，2019 户，61%是少数民族，40%为公职



人员，社区有 90 多个大学生，干部家庭占 20%。社区设有服

务大厅，配套有大舞台，夏天用来集中教育学习宣讲。社区

服务站有两个医生（乡镇卫生站下派），平时负责打疫苗、

发药。疏勒县有如意纺织，轻工业园区，农作物有小麦、棉

花、玉米，瓜果（石榴）。所在社区只有 2 户人有耕地，该

社区劳务输出：北疆男性 2 人，在果园当看护；山东女性 2

人，在工厂上班。贫困户有 52 户，183 人，目前已有 24 户

通过就业、养殖等方式实现脱贫，另有 28 户按计划今年实

现脱贫。该地区有专门的扶贫脱贫工作组，脱贫主要方式有

征地补偿、就业、政策兜底、创业等。

赛依达想见一下在集中教育学习的父亲，为了更加深

入的了解赛依达家里的情况，我们积极主动协调，1 月 29 日，



我们一早来到塞依达户口所在地西域大道社区，参加了社区

的升国旗仪式和政治宣讲活动，辖区居民的组织纪律性强，

积极性高。该社区共有 14 个干部，辖有 5779 人，汉族占 68%，

维吾尔族占 11%，农村户口 10 户，该社区没有任何产业，也

没有劳务输出，大部分家庭是公职人员，还有一部分从事经

商贸易。该社区没有贫困户，2018 年的工作任务主要是维护

安全稳定。在社区李洪旭书记的帮助下，下午 16 点我们带

着赛依达和他姐姐来到了喀什市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见

到了他们的父亲。了解到学校每天上午学习 4 个小时，下午

学习 3 个小时，晚上学习 2 个小时，安排有国语课、体育课

等，其父目前已经可以完全听懂汉语，但是自己只能说一些



日常用语，李刚书记勉励其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争取早日

回家，并告诉他两个女儿都很优秀，也考上了重点的医科大

学，为他骄傲和自豪。

喀什 6 日行结束，我们充分感受到了亲人们的热情和温

暖，也体会到了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的别样温馨。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来来往往、说说唱唱、聚聚聊聊里面

就有大政治”，通过最简单的常回家走走、看看，亲戚之间

关系越走越近，心也越贴越紧。

（医学院 李刚、井明霞、王英姿、胡娜、刘欢）

家访结对心连心 民族团结一家亲

-哈密一组寒假一家亲家访联谊活动纪实

根据自治区、兵团党委相关精神，按照大学《关于开展

家访联谊活动的通知》要求，医学院党委将我们组确立为哈

密一组，以信息学院党委书记王雪玲带队一行四人于 1 月 27

日—1月30日奔赴哈密地区开展家访联谊活动和基层民生调

研工作。

出发之前，组长王雪玲与组员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活动细

节，集思广益，详细制定了实施方案及行程安排，建立了家

访微信群，保持信息畅通。王组长强调了本次活动的重要性、

紧迫性及长期性，确保民族团结一家亲家访活动扎实推进、

取得实效。



1 月 27 日到达哈密已经是夜晚八点，华灯初上，气温低

至零下 23 度，可是学生家长已经早早驾车等在了哈密火车

站，接亲学生依合里曼说她父亲和弟弟半个小时前就已经等

着接站了，晚上亲戚们精心都准备了当地人叫做“曲曲”（类

似饺子）的面食，摆满了丰富的民族风味大餐和各种水果、

干果款待我们，家家都准备好了新床单、新铺盖迎接我们，

虽然外面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可是亲戚们之间的这种深情

厚谊却深深地温暖了我们的心。

吃完饭，和亲戚一家坐在一起闲话家常，畅谈十八大以

来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十九大祖国发展前景，家庭里的各

种变化、幸福美好的未来生活，我们也把学生们在校期间的

学习、生活、思想等各方面的表现情况向家长做了反馈，给

他们介绍了在学院开展的各项“三进两联谊交友”活动，也

认真倾听了学生和家长的心声。凯丽日耶·喀迪尔同学父亲

是兵团第 13 师黄田农场司法局的一名干部，母亲是一名二



手车市场的工作人员，目前两位身体情况都不太好，父亲去

年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妈妈头疼 20 多年无法根治，所以

她一直立志要考研，想做一名优秀的医生，为父母减轻身体

的痛苦，她的坚韧和顽强和孝心也让我们感到敬佩。大家一

起探讨学生的学业发展和未来的职业规划，欢声笑语不断，

气氛融洽和谐。

我们组员也一起到了滨河路社区、中山南路社区、文化

路社区和五堡乡村委会详细了解了社区人口结构、民情、民

生情况及家访学生家庭在社区表现情况，社区工作人员对我

们的调研表示欢迎，热情接待了我们，与我们进行了座谈，

也发放了相关资料供我们参考，希望这些学习临床的学生能

够在校刻苦学习，假期回到社区帮助社区做医疗志愿服务，



将来能够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此次家访联谊活动不仅加深了大家对于 “民族团结一

家亲”活动的认识，也积极促进建立了家长、社区、学院的

沟通机制，我们对新疆民生、民情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天

寒地冻真情在，家访结对暖人心！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王雪玲）

腊月立春 民族团结一家亲是最美的温暖
——博乐一组一家亲家访联谊活动纪实

寒冬腊月雪花飘，寨外风如剃骨刀。随着冷空气的强势

侵入，北疆各地冰天雪地，滴水成冰，进入了极寒模式。2018

年 1 月 25 日凌晨 8 点，石河子市室外零下 36 度，我和学生

处王龙淼老师踏上了赴博乐的火车，开展为期 5 天的民族团

结一家亲家访联谊活动。飞驶的火车一路向西，望着车窗外

犹如瀚海的白雪、越来越蓝的天空和日渐清晰的阳光，对此

次家访的期待让我们兴奋不已。

火车在将近正午时停靠在了精河南站，走出温暖的车厢

迎面而来的是如刀割般的寒流。我们拿着行李快速打上了一

个维族兄弟开的“安达车”（意为安全到达，是当地村民对

出租车的特殊称呼）。坐着维族兄弟的车，一路漂移，经过

四十分钟的车程，终于到了精河县大河沿子镇额勒森陶勒盖



南村——我的结亲学生马英华家里。额勒森陶勒盖南村位于

大河沿子镇镇区，东临呼和哈夏北村，西邻乌图布拉格村，

南邻呼和哈夏村，与额勒森陶勒盖北村对街相望，全村 4210

亩。

冬日的额勒森陶勒盖南村一片宁静，一排排平房错落有

致，规划整齐，每家每户的门前都插着鲜艳的国旗。推开房

门，一个带着回族传统头巾的四十多岁清秀的中年妇女迎面

而来，这是马英华的母亲，她热情地把我们迎进门去。干净

整齐的院子里堆满了煤和一些燃料，羊圈里差不多上百只的

羊，这家是个相对富裕的家庭，50 寸的曲面彩电连有无线网

络，10 平米的热炕，炕头高高的摞着被罩鲜艳的被子，现代

化的厨房，烧煤的暖气全屋覆盖。

放下我们家访组给小马家准备的面粉和清油，我们都拖



鞋上炕。不一会儿，马英华的父亲马少志从卖羊的集市上回

来了，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戴着回族小白帽，冻着有点紫

的脸上的皱纹如同刀刻，鬓角的白发略显苍老，外面虽然寒

冷，但他衣着并不厚。马英华的母亲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午

饭，羊肉抓饭、枸杞伴冬瓜、羊肉炒西葫芦、麻花、囊，我

们就在炕上吃着美味的午饭，唠起了家常。家长里短间，我

们发现马少志是位非常了不起的父亲，他说，虽然家里收入

不高，靠着租村里的 50 亩地和平时养羊生活，只要孩子能

往上上学，他都会全力支持。如今农民的观念不同以往，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走出偏远的

乡村和一代代人劳作的田间地头。村民观念的变化得益于党

的富民政策，“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真正说到我们的心坎里

了，很多针对我们老百姓的好政策、好的发展方向让我热血

沸腾，我坚信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下，只要我们勤劳致富,

日子会越过越红火，全面小康目标一定能够实现”。”马少

志激动地说。我们还一起学习了党的十九大精神。将十九大

报告中提出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传达到少数民族群众

中来，使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能够在少数民族群众当中入

脑、入耳、入心。



我们又到额勒森陶勒盖南村村委会，了解了当地村民的

脱贫致富情况，村党支部书记温超毅告诉我们，额勒森陶勒

盖南村户籍 337 户，1264 人，其中蒙古族 2 人，汉族 183 人，

维吾尔族 111 人，哈萨克族 94 人，回族 281 人，东乡族 127

人，壮族 3 人，精准扶贫户 14 人。精准扶贫户主要是因病

致贫，不过村里给予了各项政策，这 14 人目前都已经病有

所医，可以自立。他还说，“访汇聚工作组和村两委争取发

展的资金和物品，让额勒森陶勒盖南村各项工作上了新台

阶，村容村貌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呈现出村队和谐稳定、健

康发展、民族团结、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说，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然而，

基层农村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寺管委会主任亚尔买买提·依



玛木说，基层的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学历偏低，人才流失较

为严重，乡镇医院的医生业务水平比较低，平常小病就需要

去县里或者州上去看，希望高等医学院校能培养更多的乡镇

基层医生，造福基层人民。顿时感觉作为医学院校的老师，

身上的责任重大。此外，我们还紧密结合脱贫攻坚、土地承

包、乡村振兴等基层村民最关心的话题，一起学习了党的十

九大精神。

家访活动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天时间，在这五天了，我与

回族乡亲同劳动，体会到了基层人民生活的艰辛和不易，更

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同吃住，感受到了基层人民生活条

件的提高和进步，更加坚定了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

谐发展的理念；同学习，自觉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



稳定的维护者，让十九大精神在基层一线各族群众心里落地

生根；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促进者，让党的十九大精神

在各族人民群众的心坎上开花结果。

（医学院 崔晓宾、学工部 王龙淼 ）

结亲家访体验淳朴民风

——伊犁第二小组家访纪实

按照大学及学院党委的部署，为了更好地落实“三进两

联一交友”活动，了解结亲同学的生活、学习、家庭情况，

2018年 1月 26日伊犁第二小组成员冒着零下34度的极寒天

气，前往伊犁霍城县对结亲的学生进行家访。

刺骨寒风与暖心奶茶

经过 6 个多小时的行程终于在早上 8：30 到达霍城县火

车站，下车时天还没有亮。车站是一年多以前建成的，每天

只有往返两趟列车，除了一间候车室和一个安检小屋再没有

其它建筑，周围也不见人家，我们站在寒风中，真正体会了

一把“数九寒天冷风嗖”，人冻的都站不住了，心冻得都在

颤抖。



家在霍城县水定镇新荣社区的结亲学生达尼亚尔和他

父亲接我们来到了他家，我们坐在热炕上，达尼亚尔的妈妈

端上热气腾腾的奶茶、馕和民族小吃，我们喝着奶茶身体渐

渐暖和起来，与一家人聊天，唠着家常，温暖的小屋，暖心

的奶茶，朴实的言语，氛围甚是融洽。在亲切的交流中，心

与心的距离不断被拉近，一家人的感觉越来越浓厚。

学做抓饭

温暖不仅来源于物质生活，还来源于精神世界，来源于

人们之间的相互关怀。我们给亲戚家带来清油、大米、面粉，

与家人一起做饭，还学习了抓饭的做法。达尼亚尔的父亲给

我们认真讲解做抓饭的步骤：1.炸 先将羊肉过油炸到金黄

色 2.炒 将胡萝卜等食材放入炸好的肉中，加入适量盐一起

翻炒至胡萝卜熟了 3.煮 跟据要做抓饭的量及米饭的硬度



加入适量的水，将肉和胡萝卜一起煮至肉熟（可根据自己的

口感）4：蒸 放入大米，掌握好火候，蒸 30 分钟左右，色、

香、味聚全的抓饭就可以出锅了！真得很好吃哦！

新建的东湾村小学

我结亲的学生郭琴家在霍城县三宫乡东湾村四大队，坐

着班车来到东湾村，一下车就呼吸到了农村的气息：农田边

雪地下埋着有机肥。我们踩在硬梆梆的雪地上，听着嘎吱、

嘎吱的脚步声，这让我回想起儿时在团场姥姥家的情景。因

为天气寒冷，路上没有行人，一路上只看到两幢二层小楼，

分别是东湾村小学和东湾村居委会。村中只有小学，这里的

孩子中学要到乡里上，高中要到县里上，孩子从小上学都要

走很远的路或是住校。乡里很重视教育，要想从根本上脱贫

就要从思想上统一认识，从孩子教育抓起，让每一个家长重

视教育。去年村

里翻新修建了村小学，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这两

年到村里来的住村干部有几位是县里的优秀教师，他们都充

实到学校一线教育工作中，将先进的教学经验和理念传递到



村小学，同时让这里的人走出去学习新知识、开拓新视野，

让村里的老少群众都认识到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创造美好的

生活，才能最终走上富裕。在调研中也了解到东湾村小学现

在需要一些课外书籍，来丰富孩子们的业余生活。

淳朴的孩子

在东湾村村委会调研时正赶上村里组织返乡大学生给

村小学的孩子们编排的“六点半课堂联谊晚会”汇报演出，

霍城县市场督导管理局的驻村干部马军（东湾村第一书记兼

队长）热情邀请我们一起观看演出。孩子们质朴的表演深深

感动了我们：他们唱歌的音调虽然不标准，他们跳舞的动作

虽然不完美，他们穿着服装虽然不艳丽，甚至他们的伴奏音

乐只是脚下放着一个手机，但他们的表演时的态度是认真专

注的，他们脸上的笑容是真实的，他们的红扑扑的脸蛋上写

着大大的幸福！

汇报演出在大家一起起立合唱《大中国》的歌声中结

束，最后我有幸作为佳宾给获奖孩子颁奖，并和返乡大学生

一起合影留念。村委会通过这些活动增进了各族返乡大学生

之间的友谊，调动了返乡大学生参加社区活动、社会实践活

动的积极性，也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想政治课。





丰富的社区活动

我们所到的社区、居委会都是全周上班，并安排丰富的

社区活动：每周的升国旗、“发声亮剑”活动。周一升国旗，

要求社区（村、

大队）所有人参加，同时用汉语唱国歌。看着国旗缓缓

升起，唱着激昂的国歌，我们的内心都为自己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公民而自豪。听着大学生（群众）在台上发声亮剑，

宣讲民族团结，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民族团结的认识，同时了

解了国家推出的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的真正含义。

返乡大学生参与社区服务。寒假返乡的大学生都要到社

区、居委会报到，参加各类社区服务，尽已所能，发挥所长，

给小学生开辅导班，辅导课程作业；协助完成社区扶贫帮扶

工作；参与到民族团结、党的十九大宣讲活动；给群众讲述

“我的大学生活”及“我学习生活的城市”，激发弟弟妹妹

们努力学习，树立远大目标……

结亲时间虽然短暂，但大家通过更贴近生活的方式与结

亲学生家庭进行交往交流，使活动更具家人的感觉。人与人

的交往最重要的是心与心的交流。真诚的付出必将换来真挚

感情的交融，一个个亲密的结亲小家庭必将汇聚成全疆各民

族亲如一家的大局面，为实现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

目标打好坚实基础。

（医学院 李志红 ）



报：石河子大学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送：各党总支、党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