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烏魯木齊國際大巴扎（商貿集市）、二道橋商圈，是海內
外遊客來新疆旅遊、購物、娛樂必到之地。然而，

2009年的7月5日，這裡曾一夜之間成了死亡與恐怖的「地
獄」。時過3年，在「二道橋」經營8年新疆特色旅遊產品店
的江先生夫婦，依舊小心謹慎的迴避㠥「7．5」這個敏感話
題。

時過3年 傷口漸癒
「現在好多了。來我們店裡買東西的主要是來疆旅
遊的外地旅行團，有韓國、日本、馬來西亞以及港澳
等世界各地的遊客。其實，現在的新疆沒有外界說得
那麼誇張，很安全的。」在談及「7．5」給他們造成
的影響時，江先生坦言：「生意額雖比3年前少了大
概20-30%，但是我們有多年的信譽，有老顧客群，
很多老客戶都是通過網上訂購。所以生意還可以維持
下去。」
在「國際大巴扎」主營新疆乾果店已10年之久的李

女士說，7月至10月是新疆旅遊的旺季，銷售主要靠
旅行團；11月至次年5月，遊客不多，主要是一些散
客。「7．5」大概影響了兩個月的生意，這兩年
開始慢慢恢復。

劇院熱舞 旅遊火爆
記者走進「國際大巴扎」能同時容納500
人的宴藝大劇院，裡面正在舉行歌舞自
助晚宴。純正的新疆民族歌舞贏得遊客
滿場掌聲。值班經理馬列東說，歌舞表

演晚會每晚一場，80分鐘。預定多的話，可
以再加一場。70%以上的客人是內地來的，最
低消費每位269元的自助歌舞晚宴一般需要提
前3至5天預定，每天生意都很火爆。從4月中
旬開始，一直能持續到十月中旬。
走出宴會歌舞廳，記者巧遇一個14人的江

蘇無錫對口援疆商會旅遊團，他們是在阿克蘇考察完援疆項目後來到
烏市，已經在新疆轉了10天了。談起感受時，大家坦言，新疆很美，
當地的氣候、風景、飲食、民族歌舞都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導遊告

訴記者，有了19省市的援疆，這兩年新疆旅遊越來越火爆。
新疆的夏季日照的時間較長，晚上9點才夕陽西下。記者所見，國際
大巴扎門前旅遊車輛依舊排成長龍。不少遊客還流連忘返地不停「卡卡」
按㠥相機的快門。

A7 責任編輯：余小雨　版面設計：周偉志 2012年7月5日(星期四)

今天是烏魯木齊「7．5」打砸搶燒

嚴重暴力犯罪事件3周年。近幾日，本

報記者特別在烏魯木齊市區多處觀察，

發現無論是在鬧市區還是遊客集中地，

都很難見到當年事件中留下的任何痕

跡。誠然，「7．5」是新疆民眾心中

的隱痛，但這個傷口已經癒合，沒有人

願意再揭開它。民眾現在最嚮往的是：

各民族能在這裡永遠和睦相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應江洪、

廖永新、趙會芳、李小平，

實習記者　岳高尚　烏魯木齊報道

新疆和田地區位於中國最西端，以出產和田美玉
「譽滿全球」。但自2011年7月以來和田發生數起恐

怖暴力事件，加上今年6月29日，和田上空又發生劫機事
件，使和田難免蒙上「恐怖」的陰影。新疆反恐專家、
中亞研究所潘志平教授向本報直言，現階段完全根除這
些分裂與恐怖勢力的殘餘是不大可能，但新疆整個發展
大局是好的，「整體穩定，整體向好，整體可控」。

新疆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萬雪玉說，一小股分裂恐怖勢
力想與如今綜合實力強大的國家對抗，無疑是以卵擊石。和田
師範專科學校的歷史系教授熱合木．吐拉說，援疆工作開展以
來，和田民生工程建設力度很大，各族群眾都直接從中受益。
「維吾爾族群眾只有同其他各民族同胞融洽相處，社會才能穩
定，生活才能更好。」

「綠色大通道」助南疆脫貧
和田目前正大搞「綠色工程」。查閱和田烏魯瓦提水庫的資

料發現：十幾年前這個水庫是為了「和田人民要徹底擺脫貧
困，必須人均增加一畝半地」的戰略決策而建造的。增地，就
要開荒；開荒，就要有水。資料顯示，早年幾乎傾全疆各地之
人力、物力、財力，大躍進運動式的開荒打井。當地流傳的順
口溜形象地描述了六月前的和田景象：和田人民苦，每天半斤
土，白天吃不夠，晚上回家補。五月之前，和田基本都是浮塵
天，航班都不能正常，每平方公里年降塵量約600噸。
缺少了綠色的土地，猶如缺少了希望。十年樹木，百年樹

人。如今，從輪台到民豐，全長522公里的沙漠兩旁，已經是
一條綠色長廊了。和田－喀什－阿克蘇－庫爾勒－吐魯番，是
聯合國評定的一條世界長壽之鄉的「長壽帶」，當烏魯木齊通
往和田的南疆高速公路兩旁成為一條千里「綠色大通道」時，
和田乃至南疆脫貧致富、長治久安，並非遙不可及。

不少烏魯木齊的街頭小販還記得這樣一幕，2011
年7月4日晚上，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突然現身烏
魯木齊的多個夜市，和各族民眾一起喝啤酒、品羊
肉串、吃餛飩，並一起聊天。其實，早在2010年4月
他到新疆履新起，就特別關注新疆的經濟發展，希
望社會走向共同富裕。在2011年的全國兩會上，張
春賢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新疆最大的挑戰，還是
如何快速發展、科學發展。要做到長治久安，最終
還是要讓人民群眾真正享受改革開放帶來的成果。
新疆地域很大，不少縣與縣之間的距離達500公

里。雖然工作忙，但張春賢跑完了全區14個地州的
大部分縣市。他以自己的親力親為，凝聚成「愛國
愛疆、團結奉獻、勤勞互助、開放進取」的新疆精
神。
在南疆考察時張春賢看到，不少農民還住在把子

牆圍成的房子裡。有些頂上有篷子，有些甚至沒
有。而在北疆，則面臨㠥另一個難題—牧民的定居
問題。
民生建設任務艱巨。2011年4月16日，張春賢在南

疆伽師縣一個棚戶區改造項目開工現場，坦誠地與
援疆幹部們談到他的憂心和焦慮：全疆列入國家計
劃的安居富民工程150萬戶(含新建和改擴建)，定居
興牧工程10.6萬戶。而全疆農牧民是281萬戶，其中
住房達標的只有21萬戶。
張春賢曾跟援疆幹部動情地講到了這樣一些細

節：沒定居的牧民一年中要搬80次家，行程數百公
里，多的要走2,000多公里，冬天要在雪地裡搭帳
篷，住冬窩子，非常之苦。

「居者有其屋」兩年成現實
2011年，張春賢在新疆七屆十
次全委（擴大）會議上提出

目標：3年完成70萬戶最
困難農牧民安

居；5年讓10.6萬戶
遊牧民定居。在新
疆2011年22項重點
民生實事工程裡，
「富民安居」工程被
放在了首位。目標
是在2015年確保完
成70萬戶農民安居
工程。定居興牧水
利工程被排在第二
位，足見其重要性
和迫切性。
兩年過去了，新

疆「讓居者有其屋」
成為現實。2012年5
月，新疆全區安居
富民工程順利通過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檢查組考
核驗收。新疆安居富民工程總成績93.5分，建築節
能示範任務落實成績98分，考核成績名列全國第
一。今年，新疆再推出25類90項重點民生工程
項目。30萬戶安居富民工程全面啟動，並嚴格
按「住房不落後、功能不落後、質量不落
後、產業不落後」工程建設標準實施。
民生，就是民心。新疆近年的發展，為實

現長治久安和跨越式發展兩大歷史任務打
下了穩定的基礎。一位離開新疆3年又回
到烏魯木齊的市民說，小區的樹都長高
了，出門坐BRT公交車，買菜到政府
保障便民蔬菜店，政府開始修建高
鐵和許多新建的小區高樓，「烏
魯木齊變化真大⋯⋯」

書記抓民生
安居列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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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賢3日來到伊犁哈薩克族自治

州新源縣，看望慰問受災群眾，實地

考察抗震救災工作。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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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賢去年7月在夜市上與各族市民共舉杯。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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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事件三周年 民眾冀和睦相處

1.住房
■改善低收入居民住房條件。「安居富民」、

「定居興牧」、「保障性住房」3大安居工程的

建設實施，讓120多萬農牧民、90萬城鎮中低

收入居民住房條件得到改善。2011年，新疆累

計投入建設資金229.62億元，建設安居富民房

31.65萬戶，今年，將再建30萬戶安居富民

房。

2.就業
■2011年，新疆全區城鎮新增就業58.29萬人，

為10年來當期城鎮新增就業人數最多；城鎮登

記失業率3.22%，為10年來同期最低。其中，

大中專畢業生74,889人已實現就業74,762人，

就業人數佔比99.83%。2012年，新疆財政計

劃安排就業再就業補助資金28億元，截至今年

6月1日，已撥付各類就業補助資金22.43億

元，佔已籌集就業資金的94%。

3.物價

■全面啟動蔬菜直銷工程。至2011年8月25日，

烏魯木齊市共建成423個蔬菜直銷點，對全市

526個社區而言基本實現了全覆蓋。市民在家

門口就能買到又便宜又新鮮的各種蔬菜。至

此，買菜難、買菜貴，不再成為困擾烏魯木齊

市民的難題。

4.教育
■加大實施「雙語教學科技服務工程」。2011

年，新疆教育項目規劃投入資金由77.27億元提

高到93.99億元，增加了16.72億元，所佔比例

達14.71%，增長2.7個百分點。今年新疆將基

本普及學前雙語教育，實現覆蓋率達到85%左

右的目標。

5.社保
■提高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新疆對64.5

萬名城市低保對像每人每月增加30元補助；對

129.9萬農村低保對像每人每月增加10元補

助；使全區200多萬困難群眾受益。並建立了

80歲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貼制度和免費體檢

制度，對區內農業、非農業戶籍80周歲及以上

老年人發放基本生活津貼。

6.醫療
■提高新農合補償標準。新疆新農合政策範圍內

住院醫藥費用補償比例達到75%，最高支付限

額不低於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8倍且不低於6

萬元。並制定新農合補償方案，將鄉村兩級定

點醫療機構的單次門診費用補償比例由40-50%

統一提高到90%，2012年，新農合人均籌資標

準還將提高到300元。

7.交通
■「暢通富民」工程。2011年，新疆投資57億元

全力打造農村公路「暢通富民」工程，建設了

1,249條致富路，使155.6萬各族農牧民受益，

其中南疆佔62%，北疆佔38%。與此同時，

BRT（快速公共汽車交通系統）也落戶首府，

全面改善了首府交通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