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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来两份特别的“答卷”，一份记
录着新疆教育70年来的沧桑巨变，另一
份描绘着新时代教育的美好蓝图。分享
这两份答卷，是因为它们就像天山脚下
的两颗明珠，在历史与未来的长河中熠
熠生辉。

历史答卷：
从“马背”到“云端”的奋斗征程
让我们把时光拉回到茫茫大漠中

的过去。“马背小学”，一个充满艰辛与
温情的存在。老师们骑着马，驮着简单
的教具，艰难穿梭在地势复杂的草原与
山脉之间。孩子们小小的身躯紧靠在马
背上，马步轻轻摇晃，背诵古诗时那稚
嫩的声音在空旷的天地间回荡，仿佛是
对知识最执着的渴望。

一位老教师和我讲起，过去教育资
源匮乏，“复式教学”是常态——一间教

室、三个年级、一位老师，教学条件非常
艰苦。但他们没有放弃，在艰苦的环境
中，依然坚守着对知识的向往。

时代的巨轮带着新疆教育事业滚
滚向前，在昌吉州，崛起了一座座知识
殿堂，福建援疆教师团队一批又一批、
三年如一日的辛勤付出，有山西援疆带
来的“云端课堂”。凭借不断投入的资
金，木垒县新湖小学、奇台县福州中学、
阜康市晋阜小学、吉木萨尔县第五小学
拔地而起，先进的教学设备一应俱全，
9000名精心培育的本土教师，组成了一
只永远带不走的教育铁军。

玛纳斯县的农牧区校车，每天清晨沿
着蜿蜒的乡村小道缓缓前行，接送1100名
孩子。这项服务像一条温暖的纽带，将徒
步求学之路变得安全又便捷。2025年，全
州累计投入5300余万元，分两批为7县市
54所学校配备184辆专用校车，不断强化
家庭与学校之间交通安全链，贯通学生平
安回家路的“最后一公里”。

如今，站在新的起点上，新疆教育
又将开启怎样的篇章呢？

未来答卷：
五育并举，开启育人新篇
展望未来，“五育并举”的教育理

念，镌刻在昌吉市第七小学的冰场上，
速滑少年们身姿矫健，像一道道闪电划
过冰面，展现着坚韧不拔的体育精神；
扎根在奇台县的航天实验室里，孩子们
全神贯注地操作着仪器，探索着科学的
奥秘；浸润在阜康市晋阜小学的书法课
堂上，墨香弥漫，孩子们一笔一划地临
摹着书法字帖，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精髓。

自2021年起，新疆持续优化教育结

构，合理调控高中与职专招生比例为5:5，
为学子铺就多元成长之路。到了2024年，
昌吉州表现格外亮眼，高达67.2%的初中
毕业生成功升入普通高中，5所学校入选
全国科技教育实验区。这些数据，见证了
教育理念的巨大转变。如今，当冰雪运动
成为培养意志品质的舞台，当传统文化
融入现代课堂，教育真正回到了“立德树
人”的根本，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新疆学子
的心灵。

而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科技又
将如何赋能教育，进一步推动教育公平
的实现呢？

科技赋能：
搭建教育公平的桥梁
在和田地区和田县的部分小学，依

托智慧教育云平台，孩子们只要轻点鼠
标，就能和北京的名师面对面交流。全景
VR的实验室让帕米尔高原的学生们通
过虚拟技术“走进”故宫博物院，触摸历
史的脉络，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援疆教师李芳在喀什疏附县创建
的“云端图书馆”，让偏远乡村的孩子们
坐在家里就能读到外面的世界。李芳老
师说：“技术不是替代者，而是公平的加
速器。”

2024 年，昌吉州新建 15 所学校，新
增学位 10200 个，39 所乡镇中小学配备
了护眼灯。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不仅
是硬件设施的提升，更是对“教育公平
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这一理念的生
动实践。

科技为教育带来了无限可能，让教
育资源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和共享。而在
新疆这片多元文化融合的土地上，教育
更深层次的内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教育的沃土
里绚烂绽放。

深层内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0 年来，天山融化的雪水，从涓涓

细流汇聚成滔滔江河。曾经“马背小学”
的朗朗书声，如今已变成“云端课堂”的
智慧交响；扫盲夜校的点点星火，已燃
成全民阅读的璀璨星河。

作为新疆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教
学生们像扎根边疆的胡杨，把根深深地扎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土壤里；要像紧紧抱
在一起的石榴籽，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每
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更要像默默散发香
气的沙枣花，用文化润疆的芬芳，去滋润
养育我们的天山南北的每一寸土地。

而在未来，我们更希望喀什的孩子
们，能坐在古城里就触摸到 VR 里的敦
煌壁画，让阿勒泰草原的毡房里，升起
智慧教育的星光，让每个人来到新疆都
能听到这里的孩子用国家通用语言朗
诵《可爱的中国》。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长征之路。这
是一条充满希望与挑战的路，这是一条
承载梦想与责任的路，让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像天山雪松一样，在每个孩子
的心中深深扎根、茁壮成长！

陈蕊 金牌宣讲员
单位：昌吉州特殊教育学校
昌吉州党委教育工委选送

殷晓哲：1952年，楼力勋等三人受新
华书店新疆分店委派，在昌吉柳树巷租
三间土房创办新华书店昌吉门市部。糊
纸挡风、木板为架，以炽热信念在陋室中
筑起知识殿堂，开启文化戍边的征程。

白洁：1962年，昌吉新华书店告别十
年租房经营，在州政府支持下，筑起370平
方米自有阵地。自此，文化根脉深扎庭州。

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化雨，昌吉新
华书店见证了八十年代黄金阅读期，历
经九十年代改革破浪，始终擎举文化火
把，与时代共赴山海。

田晓薇：新时代，昌吉新华书店立足
“文化润疆”，打造城乡书香网络，深耕
红色教育，覆盖群众超百万，推动党的
创新理论入企进校下乡，筑牢意识形态
主阵地。

殷晓哲：七十载风雨兼程，昌吉新华
人以书为犁，在庭州大地犁出绵延千里
的文化辙痕；七秩春秋淬炼，那浸透墨
香的车轮年轮，凝成国有文化企业用忠
诚铸就的精神界碑。

第一篇章：使命如炬·开拓者之声
殷晓哲：每年春秋两季，我们把国家

统编教材准时送进昌吉州270多所学校
的课堂，那些沉甸甸的课本带着春天的
温度，走向教室里一双双渴望的眼睛。
在努尔加大峡谷的晨曦里点亮琅琅书
声，让木垒草原深处的毡房里回荡稚嫩
的拼音晨读，让每册课本都成为挺立在
风沙里的胡杨，让每个铅字都化作浇灌
未来的雪水，这就是新华人用生命守护
的，使命担当。

合：这使命，一头连着党中央教育兴
疆的千钧重托，一头系着万千家庭育木
成梁的殷切守望！

田晓薇：这张珍贵的老照片背后用
道劲的字体写着：“我们送出去的不仅

是课本，是共产党对边疆娃娃的心。留
念于 1953 年。”照片上老新华人正攥着
缰绳，马背上驮着两麻袋教材。听老人
讲，那年冬天，他去给矿区孩子送书，在
戈壁滩迷了路，干粮吃尽后就靠嚼骆驼
刺充饥。他说：“沙窝子里找不着北的时
候，课本上的字就是北斗星。”

合：七十载风沙漫卷，当年驼队、马
队碾出的车辙早已被公路覆盖，但爱
党、爱国、敬业、奉献的新华精神，如同
天山北麓的胡杨根系，在时光深处绵延
生长，滋养着一代代新华人走向更辽阔
的远方。

第二篇章：征途无悔·奋进者之歌
殷晓哲：每一本穿越玛纳斯河幽深

峡谷的教材，都带着延安清凉山的红色
温度；每一声回荡在奇台县江布拉克麦
田的读书声，都连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血脉心跳。吉木萨尔北庭故城骆驼送书
队顶风冒沙，驮起牧区孩子的求知梦
想；阜康市东风工程流动售书车穿越酷
暑，为矿区师生送去夏日甘霖；呼图壁
县冰川带上，新华人踏雪跋涉，用双脚
丈量每一所偏远学校的距离。

白洁：我是一名教材发行战线上的
新兵，每季教材送书到校、分书到班、服
务到生时，看到孩子们捧着书跑进教
室，我耳边总会响起师傅退休时说的
话，“再难的路，只要教材到了学校，就
是通向未来的路!”

田晓薇：看呐，那被风沙磨出包浆的
方向盘上，那沾着冰雪与尘土的入库单上，
镌刻着新华人“课前到书”的如山承诺。

白洁：七十多年，从驼铃到北斗、
从账本到云端、从手写订单到 ERP 系
统、从人工分拣到数据调度、我们始终
与时俱进。昌吉新华人脚沾雪水、身裹
沙尘、衣浸汗渍，用磨破的胶鞋在庭州

大地上镌刻誓言——教育公平的最后
一公里，必须也必然由忠诚与担当来
抵达！

合：七十载听党号令，昌吉新华人用
行动诠释“党媒姓党”的忠诚，让党的教
育火种像准噶尔梭梭般深扎庭州大地。

第三篇章：薪火永续·传承者之诺
殷晓哲：70多年来，昌吉新华书店累

计发行教材超2亿册，服务师生超2520
万人次。我的同事曾给我讲她家里三代
新华人的故事——曾祖父赶着马车走
村串巷流动售书；父亲在1998年洪水中
用身体堵住库房大门保护教材，而今，
父亲参与建设的乡村发行网点正在惠
及几十万农牧民。她拿出一本《小学生
民族团结读本》，扉页上，有牧民孩子写
下的“祖国妈妈”字样。

田晓薇：那是她在去年冬天，去木垒
县送书的途中，遇到了一个哈萨克族孩
子，她拿着教材课本对孩子说：“从这里能
找到走出大山的路。”今年，当她再去送
书，看望那个小男孩时，他正在读《论语》，
还给家里骆驼取了名字叫“平安”。

合：这抹跃动在雪域高原上的红色
印记，不仅是课本的温度，更是新华人

的血脉，不仅是血脉相连,而是书香相
连！这血脉，连着天安门广场“江山就是
人民”的宣言；这书香,是党中央“文化润
疆”工作的实践！

殷晓哲：当驼铃变成汽笛，当背篓化
作云仓。

合：昌吉新华人依然坚守着最初的
誓言！

白洁：在天山脚下，用脚步丈量教育
的厚度。

田晓薇：在丝绸之路上，用生命守护
文明的重量！

白洁：我们是开拓者。
殷晓哲：我们是跋涉者。
白洁：我们是奋进者。
田晓薇：我们是传承者。
殷晓哲：我们是守诺人。
合：我们是昌吉新华书店。
殷晓哲：课前到书，使命必达！
白洁、田晓薇：初心不改，使命永恒!
合：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昌吉新华人

永远在路上！
田晓薇 殷晓哲 白洁 优秀宣讲员
单位：昌吉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昌吉州国资委选送

天山脚下的教育答卷

昌吉州“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获奖作品

今年3月17日至18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贵州考察时对全党开展深入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提出明确
要求：“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
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在铲除腐败滋生的
土壤和条件上常抓不懈。”奢靡之风往
往与腐败密切相关，具有顽固性、长期
性、复杂性。必须保持须臾不松懈的“韧
劲”，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学习教育，推动持续整治奢靡之
风，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革命
本色。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
奢。纵观中国数千年王朝盛衰更替，有
以谨身节用而安邦兴国者，也有贪图奢
靡享乐而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回顾党
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从毛泽东同志强调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
作风”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不懈
纠正‘四风’”，我们党始终将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作为党的优良作风发扬光大，
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从制定出台中央八项规
定开局破题，从抓月饼、抓贺卡、抓烟花
爆竹等一个个“小切口”入手，刹住了一
些曾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奢靡之风，攻
克了一些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使尚俭
戒奢的良好风尚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
同追求，以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
赢得了党心民心，深刻改变了中国。

古人云：“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
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侈则多
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

铺张浪费、奢靡享乐，看似只是个人修
养上的小事小节，实则与家道起落甚至
国运兴衰密切相关。历史和实践充分证
明，俭则约，俭生廉；奢侈浪费则是贪欲
之始、腐化堕落之端，是滋生腐败的土
壤和温床。从实际情况看，享乐主义和
奢靡之风后面，一般都有更严重的问
题。奢靡之风多与贪污腐败相互交织，
不少被查处的干部腐化堕落，大都始于
个人平时好攀比、讲排场、比阔气、图享
乐等问题。小处疏忽、小节失守之后，就
会逐渐发展为“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
的腐败、会所里的歪风”，最终走上贪赃
枉法的不归之路，教训极其深刻。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的关键时期。虽然我们已经告别了缺
吃少穿、物资匮乏的苦日子，但我国仍
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
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2024年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都提出了“过紧日子”的要求，深
刻反映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对于在关键时期继续发扬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优良作风重大意义的清醒认
识和坚定决心。我们要以开展深入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为重要抓
手，不断压缩奢靡之风隐形变异的空
间，继续以优良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
向上向善。不仅要善教善学，还要严查
严管，更要立行立改。

善教善学，就是必须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
要思想，把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引导党员领导干部行动为令、身教为
镜，带头“过紧日子”，在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方面做好示范、当好表率。严查严
管，就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各种隐形
变异的铺张浪费和奢靡享乐现象，不断
强化尚俭戒奢的制度执行，坚持奢靡之
风与腐败问题同查同治，坚决斩断由风
及腐的链条。立行立改，就是必须不等
不推不拖，对社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看准了就即知即改，切实把持续狠
刹奢靡之风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
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实抓好，以
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作风建设成效，把
中央八项规定这张深刻改变中国的“金
色名片”擦得更明更亮。

来源：人民日报

思想纵横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

□任祥

左图：4月21日，昌吉市第五
小学，四年级（10）班的学生在教
室里阅读书籍。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书传天山 情满庭州

2024年11月11日，昌吉新华书店庭州书城二楼阅读区，读者享受静谧的阅读
时光。 □本报记者 耿雅薇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论
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
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
远不能丢。”艰苦奋斗、勤俭节
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
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考
验而初心不改的关键因素之
一。铺张浪费、奢靡享乐则会败
坏党风政风，损害党同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动摇党的
执政基础。

筑廉基 兴乡村
□魏顺庆

乡村振兴，根基在民；基层治理，关
键在人。农村基层干部身处农村改革发
展的第一线，其能否廉洁履行职责，不
仅直接关系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而且对进一步全面深化农村改
革、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示范意
义。我们党始终把基层治理作为事关全
局、事关长远的大事，历来高度重视农
村基层廉政建设，深入推进农村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新时代以来，农村基层工作中实的
导向、严的规矩不断彰显，农村基层干
部纪律观念、廉洁意识不断增强。同时
也要看到，少数农村基层干部在廉洁履
职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在征地
拆迁中暗箱操作，蚕食群众利益；有的
截留挪用惠农资金、虚报冒领扶贫物
资、违规处置集体资产；有的甚至将党
的惠民政策异化为权力“自留地”，把集
体资产变为私相授受的工具……这些
现象看似“小贪小腐”，但“蝇贪”成群可
蚀根基，“蚁腐”成势亦可溃堤。诸如此
类的问题，不仅侵害群众利益，破坏干
群关系，还会搅乱资源配置秩序，导致
乡村振兴项目半途而废，更严重的是会

助长“破窗效应”，削弱党和政府的公
信力。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
逆民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依
然严峻复杂的形势，反腐败绝对不能
回头、不能松懈、不能慈悲，必须永远
吹冲锋号”。这要求我们推动反腐败斗
争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惩治
群众身边的蝇贪蚁腐，让群众有更多
获得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
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将农村基层干部依
法纳入监察监督范围，全面从严治党向
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成效凸显。数据
显示，2016 年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共查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220.9 万个，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83 万
人，移送检察机关7.3万人，带动解决一
大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人民群
众切身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
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
于一国，则一国治。《规定》突出问题导
向，列出负面清单，举措直指基层权力
监督的痛点，以制度之笼规范权力运
行。乡村全面振兴是经济命题，更是政
治任务；乡村治理是薄弱环节，也是系
统工程。根治农村基层腐败，既要猛药
去疴，也要固本培元。一方面，要强化不
敢腐的震慑，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将监
督触角延伸至基层“神经末梢”；另一方
面，要构建不能腐的机制，实施村级小
微权力清单制度，让每笔资金、每个项
目都在阳光下运行；更重要的是，要培
育不想腐的自觉，通过加强党性教育、
树立先进典型、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
设，让廉洁从政、干净干事成为农村基
层干部的价值追求。

惩贪反腐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
持久战。新征程上，唯有以清风正气涤
荡歪风邪气，方能形成干部清正、村社
清廉、民风清新的良好生态，绘就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壮美画卷。

来源：人民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变
农村面貌，帮助农民群众过上
好日子“需要党和政府的好政
策，也需要千千万万农村基层
干部带领广大农民群众不懈努
力”。农村基层是政策落地的
“最后一公里”，也是腐败问题
易发多发的“风险区”。近日，新
修订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
行职责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突出问题导向，针对基层
权力运行的关键环节，划出“红
线”，明确“底线”，为农村基层
干部廉洁、规范履职提供了基
本遵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