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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际  落在实处  砥砺实干 

——继职教学院家访联谊活动纪实 

 

为加深干部教职工对结亲学生成长环境、家庭所在地民生以及科技服

务需求等情况的了解和掌握，根据《关于开展家访联谊活动的通知》（石大

党办发〔2018〕2 号）精神，寒假期间，学院党委组织本院全体教职工、与

高职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结亲的理学院、护士学校教职工赴库尔勒、阿勒

泰、塔城、伊犁、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等地扎实开展家访联谊活动，

高效完成了活动任务，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结合实际谋划组织 

学院院管高职学生中共有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 64 人，其中 17 人与本

院教职工结亲（本院 1 名维吾尔族教职工与 1 名新疆籍汉族学生结亲，1 名

教职工与 1 名文学艺术学院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结亲），46 人与理学院教职

工结亲，1 人与护士学校教职工结亲。 

结合学院少数民族学生人数相对较少、分布比较分散、结亲相对复杂

的实际情况，学院党委决定将家访联谊活动作为锤炼干部教职工政治品格，

提高干部教职工与群众打交道本领的重要契机，采取自主联系开展的方式，

不统一组队。为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活动实效，学院召开党委会认真研究

制定了活动方案，成立了以本学院、理学院院领导正职为组长、副职为副

组长、各科室（系）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并分别组织本院、理学院

教职工召开动员会，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和要求。 

二、扎实推进力求实效 

（一）严格执行方案，注重过程管理 

学院制定了《家访联谊活动出行登记表》并如实登记，准确掌握干部

教职工家访联谊活动出行信息，确保出行安全；与每名参加家访联谊活动

活动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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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部教职工签订了《家访联谊活动承诺书》，确保活动任务、要求、纪律

和注意事项入脑入心；实行每天“零报告”制度，实时掌握干部教职工家访联

谊活动开展情况；制定发放了《家访联谊活动情况登记表》、《家访联谊活

动记录本》、《家访联谊活动调研报告撰写要求》，并要求活动结束后 3 天内

报送，确保工作有记录、督查有依据、活动有成果。 

（二）严明纪律，树立良好形象 

在严格落实学校《关于开展家访联谊活动的通知》工作要求的基础上，

学院党委明确了家访联谊活动开展过程中的伙食费缴纳标准，并要求全体

参加家访联谊活动的干部教职工严格遵纪守法，不得接受任何礼品和宴请，

不得饮酒，务必尊重民族风俗习惯。 

（三）注重工作方法，讲究工作艺术 

在活动方案中和动员会上对民族习俗与禁忌、工作方式方法等进行了

培训，如：学院为每名参加家访联谊活动的干部教职工出具了《介绍信》，

要求干部教职工到达目的地后先与学生家庭所在社区（乡镇、村、连队）

联系，再进行家访，以便得到学生家长的接受和认可，方便工作开展；为

了确保合影留念的和谐度，学院党委要求照片以结亲学生提供为主。 

学院教职工除 1 人参加内地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管理服务工作外，均按

时按要求完成了活动任务，活动完成率 94.7%，在全校 51 个单位中排名第 14

位，报送简报 8 篇、调研报告 9 篇，在全校 25 个单位中分别排名第 6 位、第

5 位。没有发生任何安全事故、违纪违规现象和有损我校形象的行为。 

事实证明，学院全体干部教职工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 

三、汲取力量砥砺实干 

（一）掌握了具体情况，找准了工作方向 

全体参加家访联谊活动的干部教职工对结亲学生家庭成员情况、居住

环境、主要收入来源、宗教信仰情况、存在的实际困难等有了进一步全面

深入的了解，为后期有的放矢地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暨“三进两联一交友”

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了解了民情民生，强化了使命担当 

通过走访学生家庭所在社区（街道办事处）、村委会（乡镇）、“访惠聚”

工作组，全体参加家访联谊活动的干部教职工对基层一线民情、民生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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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诉求等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重要性、紧迫性、

艰巨性有了进一步深刻的认识，增强了干部教职工对做好民族团结工作、

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三）接受了精神洗礼，锤炼了品格作风 

在开展家访联谊活动过程中，全体干部教职工不仅被结亲学生家长的

热情好客所感动，也被学生家长一切为了孩子、面对困难乐观向上的态度、

顽强拼搏的精神所震撼，还被社区（街道办事处）、村委会（乡镇）、“访惠

聚”工作组工作人员坚守基层，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所感染，大家纷纷表示

要加倍珍惜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以更多的爱心、更实的作风、更严的要

求干好本职工作，让家长放心，让群众满意。 

 

 

 

家访慰问暖人心  凝心聚力促团结 

 

一个微笑、一个拥抱、一杯奶茶，足以消除冬日的严寒和长途的疲惫，

2 月 26 日，我开启前往结对小亲戚马星宇在塔城恰夏镇恩喀德克村的家访

联谊之行，刚到村口就看到亲戚一家在迎接我，看样子已经等了一阵子了，

天气很冷，但是那一刻，我的心里特别暖，就像家人在等待在外游子归来

的一样，熟悉又亲切。 

亲戚一家 2004 年从甘肃搬迁至塔城市恰夏镇恩喀德克村，全家一共 4

口人，姐姐已经出嫁，其父母来疆十几年一直靠打工维持生活，冬季靠替

人杀羊收羊皮赚些收入，没有固定的土地和收入，一家人的户口也均在老

家农村，我与马星宇同学自 2017 年 10 月起结亲，多次在一起交流谈心，

对他的家庭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家访期间，我真正的融入到亲戚的家庭生

活，淳厚朴实的亲戚热情的招待也消除了我初次登门的顾虑，白天我们一

起劳动，喂牲畜，扫牛圈；晚上，我们一起烧奶茶，话家常，在交谈中了

师生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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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到亲戚一家没有极端宗教思想，对党的十九大精神有一定的了解，对国

家的治国方针、民族政策也很拥护。 

恩喀德克村有驻村工作队，分别是由来自塔城市城乡规划局、农业

局、供销社的 5 名同志组成。闲暇时间我还与当地部分村干部和驻村干

部沟通，了解了当地人员架构，种植养殖详细情况。因为我在 2016 年参

加过访惠聚工作，和工作组的交流也十分的通畅，走访中结合我自己参

加“访汇聚”的工作经验和经历与村长共同为一名老人说明了低保的相关

政策，消除了老人顾虑。 

通过此次家访活动，让我和亲戚一家的心更近了，我深深感受到了亲

人的热情、淳朴和善良，也深刻的感受到国家对于农村发展支持力度之大，

我相信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的小家和大家都一定会蒸

蒸日上的。 

（文/于影辉） 

 

边疆牧区探亲人  春风化雨筑心桥 

 

2018 年寒假伊始，积极响应石河子大学“民族团结一家亲”--民族团结联

谊活动安排，1 月 29 日恰逢新疆 30 年来少有的寒冬时节，我踏上了家访的

旅途。几经火车、汽车的辗转，终于来到我亲戚哈斯铁热·阿依登所在的阿

勒泰地区福海县阔克阿尕什乡阔克卓尔尕村。 

一大早，我的小亲戚哈斯铁热和他父亲接我来到“访惠聚”住村工作队和

村委会调研，负责的同志向我介绍了阔克村是个牧业村，有 233 户 875 名

村民，99%为哈萨克族，村民们大多以牧业为主，兼种土地。哈斯铁热的父

母与叔叔一家联合养殖了四百多头（只）马、牛和羊，种植饲草料地 100

多亩，每年春秋夏季都要转场到山里。 

从村委会来到他们的家庭牧场，我们一起清理、打扫、拉运干苜蓿草

和混合饲料，饲喂牛羊。亲戚家勤劳朴实，栏里的牲畜个个膘肥体壮，看

到近几天刚刚降生的小牛犊、小羊羔，个个健壮可爱，真是喜不自禁！ 

哈斯铁热的母亲将房间打扫的干干净净，为我准备了厚实的被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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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温零下 37 度，水管子都冻裂了，他们担心我冻着，一个劲地往炉子里

添碳加煤，一进门就端上了热腾腾的奶茶、包尔萨克、酥油和黑加仑果酱。 

与亲戚们边做饭边聊天，爷爷今年 80 多岁了，79 年奶奶去世后，他一

人拉扯八个孩子长大，现在已是儿孙满堂。哈斯铁热的姐姐自幼学习成绩

优异，现在北京交通大学读书，放假回家，标准的普通话让她充当了翻译。

她们的母亲贤惠能干，当她得知儿子有几门课成绩不理想时，内心十分担

忧，关切地询问儿子能否顺利毕业，我告诉她只要努力下功夫，一定能毕

业。哈斯铁热说毕业后想去南疆就业，我鼓励他好男儿志在四方，遵从你

内心的选择，你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更应努力成为他们的骄傲。 

在亲戚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的几天，加深了彼此间的相互

了解，增进了彼此间的情感，他们邀请我暑假时带着家人一起来，我感到

亲情就是信任、感动和认同。晚上住村干部来家里看我，我们一起学习了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惠农政策、探讨了精准扶贫的有效方法，采用多种形式

的职业技能培训、农牧业实用技术培训等增加就业能力。 

返程的列车上，我在想：一名学生对学院而言是万分之一，对家长却

是百分之百，每个家庭都不遗余力地供孩子求学，帮助一个孩子，等于帮

助一个家庭，用爱温暖爱，用爱传递爱，我感到了肩上的重任。路虽远，

只要心中有真爱、有真诚，就能搭起一座信任的桥，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努

力去践行，一定能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种子播撒至天

山南北，实现新疆稳定和谐发展的总目标指日可待。 

      （文/陈君） 

冬日盛开的石榴花 

 

如果把新疆各民族紧密团结在一起比作石榴里那一颗颗红宝石一样的

石榴籽的话，在这个隆冬冰雪季节里，我和大家看到的就是满眼盛开着的

火红的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石榴花。 

2018 年 1 月 25 日，我和全大学的所有老师们一样到亲戚家同吃住同劳

动，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乘上石河子-昌吉城际客运班车到达昌吉市亚中市场，

后乘坐农村公交车 29 路从亚中市场出发抵达终点站军户农场 10 连我的结

对亲戚马晓军家里，前后共用了约 8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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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亲戚家的住宅是全连里最普通的一户，住的是 7 年前翻建的 2 室 1

厅 1 厨 1 盥洗间的砖水泥结构平房，室内无大件的家具家电，白墙白瓷砖

地面干净整洁，客厅不大朝阳陈设简单，光线充足，内有较多的绿色花草，

显得宁静祥和。马晓军的妈妈罗永兰因患有轻度椎间盘突出症，不能干重

活，一直在家中做家务；马晓军的爸爸马林秋冬农闲季节外出在乌鲁木齐

市火车南站内做仓储搬运；还有一个哥哥马晓龙做电焊工，于去年结婚分

户；马晓军本人目前在乌鲁木齐市百草堂世界名筑分店实习，将于今年 6

月毕业，是全家的希望。 

女主人热情好客，为了迎接我的到来特地做了好多特色浓郁的菜。

马晓军的爷爷马文祥大叔也从家中赶来看我，马文祥大叔思想开明，也

很健谈，十分拥护党和党的政策，家访的几天时间里我们谈了很多关于

连里种植，民生收益，民俗习惯等等话题，大叔说他们一家种植玉米今

年赚 4 万元左右。儿子马林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做搬运三个月了，每个

月可赚四千余元，另外家里放羊一百余只一年赚了不到 2 万元，长孙马

晓龙虽只有初中文化，但擅长电焊，尤其是高空焊和仰焊，年收入可在 6

万元左右，主要依靠技术吃饭。现在小孙子马晓军每月也能赚到四千余

元的实习报酬，大略计算他们今年人均收入 3 万元，言谈间大叔好几次

高兴地说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要感谢共产党。几天的相处我深深被勤劳

朴实的这一家人所感染。 

家访期间我还去乌鲁木齐实习点看望了马晓军，了解实习情况和他毕

业后的打算。令我高兴的是，马晓龙说他们连队也要开展结亲活动了，虽

然他要毕业了，但到时候他们家要和我家结个亲戚，我欣然同意，并约好

到那时候一定要好好庆贺一番，让火红的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石榴花越开越

多越开越旺！  

（文/张培军） 

亲戚越走越亲 

 

都说朋友越走越近，亲戚越走越亲，通过民族团结一家亲“家访联谊”

活动到亲戚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之后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体会。 

1 月 24 日，我来到了自己结亲学生在乌鲁木齐米东区的家里。我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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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家庭特殊，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他跟着父亲生活。家里大

门正上方立着的“泳鑫修理部”的大牌子。拉开铁门进去，见到十平方左右窄

窄的院子，右边是之前家里经营洗浴，淋浴用的 6 个小隔间。因为我的到

来，亲戚特意为我在客厅拐角放了一张单人床，铺了新的床单，罩了新被

罩。我与接亲学生父亲差 17 岁，他的爸爸就和我叔叔一样，这让来自农村

在土房子里长大的我，有一种回老家的感觉。 

在亲戚家的第一顿饭是我再三要求就在家里吃饭后郝叔擀的杂粮面条，

外加上葱爆牛肉、辣子炒鸡、凉拌黄瓜、炒花生米四个菜。接下来，在亲

戚家的几天里，我们一块儿做饭，一块儿收拾房子，也有各自忙自己事情

的时候，我还去了亲戚家所属的安居社区了解社区和亲戚家庭的基本情况。

这期间，我们做的最多的事情是唠嗑。从七十年代说到现如今，从小亲戚

的爷爷奶奶辈儿聊到他上大学。总的来说现在的日子好了，党的政策好，

国家发展了，大家不缺吃的了，用的也很丰富，不过现在人情世故复杂了，

还有智能手机对年轻人的不利影响挺大，很多年轻人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

了手机上，包括小亲戚也是经常晚上不按时睡觉，早上不按时起床，没事

儿了就玩手机，说到这里小亲戚也是很不好意思。 

聊天中得知亲戚家的房子被当地政府征收了，赔偿事宜已经全部协商

完毕，这里的居民都等着收补偿款搬迁新居呢。我们围绕征地和如何用补

偿款问题聊了很多。郝叔问孩子：“如果现在给你 100 万，你计划怎么用？”

小亲戚不假思索的就说：“肯定是投资呀！”，对于具体投资什么时，他说在

中学跟前盘个门面开一个小卖部。可能因为亲戚家之前开过菜店和浴室，

郝叔和孩子还都有几分用补偿款进行投资的想法。我得知这个补偿除了够

买套 100 平米左右的房子外也没过多盈余，我对亲戚说：“我强烈建议家里

先买套房。先说买房的好处吧：一来满足自己住的需要，二来保值，上来

可能还有机会赚点租金，四呢，他也 20 了，两三年后一毕业，也该谈婚论

嫁了，这不得有个房子，看米东房价这个走势，趁早买可能还比较便宜。

所以我强烈建议家里先买房，满足眼前刚需，再考虑其它。”对于我的建议，

亲戚家里还是比较赞成。 

几天里，我们还谈到很多，包括拆迁之后他的工具库该怎么办，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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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该如何正常进行，孩子的学习和以后的工作等。虽然在去之前小亲戚

怕我不适应他们家居住条件，但是这次去了，我感觉真不错，如回家一

般，亲戚越走越亲，抽空再去米东看郝叔。            （文/王哲） 

 

你就是我们的第七个孩子 

 

结亲亲戚冉雅莉家所在一五二团二连，在石河子市红旗商场乘坐 22 路

公交车大约 40 分钟就到达了一五二团二连（河西村），步行大约 500 米就

能到达。 

一到达家中，雅莉的父母就递上了一杯暖暖的热茶。冉俊林叔叔将厚

厚一沓纸质资料交给我，阿姨告诉我，这是叔叔特意拜托雅莉的舅舅在网

上搜集整理的关于土家族风俗习惯的资料，以方便我们家访联谊工作时进

行了解使用。初次见面，冉俊林叔叔一家对我的热情以及对家访联谊工作

的认可和配合，令我感受到了浓浓的暖意，第一次见面的陌生感也顿时消

失无踪。 

通过资料学习和沟通，我了解了土家族的基本情况。土家族是受汉族

文化影响较早和较深远的民族之一，本民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

在服饰和饮食方面没有特殊要求，饮食习惯与我国西南地区的饮食习惯基

本相同，喜食米饭、玉米饭、各类干菜、腌肉和各类新鲜蔬菜。 

冉俊林叔叔自 1999 年举家来到新疆后，便扎根于第八师一五二团二连

从事农业生产工作。此后，便很少再有机会回到老家——重庆酉阳土家族

苗族自治县。故乡的山水仍然深深的印刻在他的记忆中，面对地图上密密

麻麻的县市名称，冉俊林叔叔一下就找到了家乡的所在地，并给我讲述了

他和阿姨年轻时在老家时的很多趣事。春天时背上背篓上山采笋；夏天时

在清凉的山泉水中捕鱼；随手取下一节竹枝，便可做成一根发出悦耳声音

的竹笛。由于我的母亲来自于四川地区，年少时曾回过几次老家，相同的

地缘背景，让我们彼此感到缘分匪浅，十分亲切。 

冉俊林一家共有子女 6 人，我的结亲学生冉雅莉是他们最小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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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石河子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进行学习。最小的孩子承担了父母最殷

切的希望。与雅莉母亲聊天时，阿姨告诉我“家里孩子多，当年的没法支持

那么多孩子同时上学，对于雅莉的哥哥、姐姐们作为父母我们感到非常的

羞愧。现在家里条件好了，我们希望雅莉能够在学校学到扎扎实实的本领，

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父母对孩子的期盼总是一样的真挚，孩子的教育交给了我们，家长望

女成凤的愿望也交给了我们，像叔叔和阿姨这样单纯的信任使我更加深刻

的认识到，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使我更加深刻的认识

到家访联谊活动的意义。和叔叔阿姨互留了联系电话和微信，并约定以后

互相要经常沟通和联系。 

家访联谊活动结束返回石河子的当天，阿姨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你就

是我们的第七个孩子，叔叔阿姨欢迎你以后有时间了常回来看看。” 

（文/闫琪琪） 

我们的结亲故事 

 

2018 年 1 月 26 日至 30 日，我去结亲学生马瑞家庭所在地伊宁县愉群

翁乡上阿布拉什村开展了家访活动。从伊宁市乘坐去往墩麻扎的线路车，

在阿勒推下车，然后又换成区间线路车到达上阿布拉什村。正好是极寒天

气状况，室外温度较低，尽管我已经“全副武装”，但还是冻得瑟瑟发抖。  

到达结亲学生家里以后，炉火生的很旺，很暖和，勤劳的女主人将家

里打扫的一尘不染，室内还养着很多绿植，绿意盎然，仿佛让人感受到了

春天的气息。热情的女主人端上了自制的各色糕点，泡上了热茶，我们在

这友好、温馨的气氛中开始拉起了家常。 

马瑞家是回族，父母侍奉着 84 岁高龄的外婆，家里还有马瑞的妹妹（高

一）、弟弟（一年级），一家 6 口人。言谈中我了解到，马瑞的奶奶和爷爷

也是由他们的父母侍奉直至去世，马瑞的母亲和蔼可亲、脾气温和，敬善

敬孝，也给孩子们树立了尊老爱幼的好榜样。放假回家，他们也尽自己所

能帮助侍奉姥姥。 

他们家自己有 10 亩地，又租种了 50 亩地，主要是种植玉米和养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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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一家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并不是很富裕，三个孩子在读书，开销有

点大。当然他们也感谢党的好政策，小学生学费减免，中学生学校提供免

费的午餐，大学有各类助学金、奖学金。像所有的父母一样，他们也殷殷

期盼着自己的孩子成长成才。 

马瑞的母亲善良、勤劳、朴实，任劳任怨，操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平

时除了忙活家里的家务事以外，她还开着一个小的切面店，兼顾着自己的

小生意。顾客都是村子里的熟人，她热情地招呼着每一个顾客，每次卖面

条还要随手送上一小把。我在的这几天，是冬闲时间，主要也是一些家务

活，母亲忙里忙外，几个孩子也很懂事，都会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家务事，

帮父母分担。 

这次家访活动，让我感受到了他们家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也增进

了我们之间的理解和信任，我们拍了幸福的“全家福”，民族团结一家亲，以

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们交朋友，心连心，手足相望，守望相助，共同

努力创造美好生活。 

（文/祁振英） 

 

短暂的相处亦难舍 

——写给结对亲戚家人的一封信 

马大哥、大嫂，可爱的小春燕： 

我己平安到家，非常感谢这几天对我的照顾和工作上的支持，让我体

验了超越血缘的亲情。 

和您们一家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段经历，使我体会到一个家庭的成长

环境、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影响是多么的重要。您和嫂子作为父母，

勤劳能干，乐观开明，让我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亲戚在您家住的这几天，

如同在自己家里，无拘无束，像久未见面的亲人一样畅所欲言，直至深夜

还有说不完的话。小春燕才 5 岁，大方乖巧，帮我沏红枣枸杞红糖茶，一

会拉着我的手一起做手工，做数学作业，消除了我初到家里的拘束，年纪

虽小但做事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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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嫂贤惠能干，民族特色家常饭样样精通，我还跟大嫂学会了做搓鱼

子；大哥农忙之余爱学习看新闻，时事政治，国家政策都有了解，对兵团

政策，新疆的发展都有关注学习，我们在一起谈论很多，我也学到了很多，

大哥一家人以诚待人，知事理、朴素而挚诚，对生活的热爱也让我对家庭

工作的经营有了新的认识，所有的经历都让我由衷的感激这次结对机会，

这是一份珍贵的亲情，我会用心呵护。 

虽是短暂的相处，亦有深深牵挂，再次向您全家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大哥大嫂一定要带着小春燕到石河子来我家，看看春玉的大学校园，石河

子的风景很美，石河子大学的校园也很美。 

（文/孟庆菊）   

火红的炉火  红火的日子 

2 月 1 日至 5 日，我前往结对亲戚杨雪玲的家中开始了为期五天的探亲

活动，亲戚一家住在昌吉军户农场二连，以耕种为主要经济来源，农闲时

间还会外出打工，虽然在校期间和小亲戚经常聊起家中基本情况，但是来

亲戚家还是第一次，心里充满了对家访的向往和身处陌生环境的拘谨。 

乘坐班车到达昌吉后换乘公交车就到了亲戚家门口，小亲戚在车站迎

接我，刚进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处干净的小院落，和我从小的生活的小院

很相近，亲切感油然而生。房子里收拾的干净明亮，火红的炉火把整个房

子烤的暖融融的，处处显露着这家人的勤劳朴实。 

连队以种植啤酒花为主，大哥家有 30 亩地，养了 10 只羊，农闲时大

哥还外出打工，家里一切就交给大姐，安置的井井有条。全家从甘肃来疆

已有 20 余年，闲谈中大哥历数这 20 年来的变化，感叹党的政策好，交通

更加便捷，医疗教育设施也更加先进，惠民政策更加到位，大哥说生活条

件好了，就想着孩子能受更多教育。“没有文化不行，我们这一代书读得不

多，深受没文化的苦，现在我们勤快点供孩子念书，他们能读到哪儿我们

就供到哪儿，男孩女孩都一样供”。大哥边说边看着自己的一双儿女，眼里

满是期望。 

家访第二天清早大姐就高兴的和我说家里的羊生了两只小羊羔，在忙

活着照料小羊，大哥说今年羊羔能卖好价钱，一只一千，冬天没农活，养

羊一能打发时间，二还能贴补家用；夜里大哥大姐好几次去羊圈看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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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圈太冷，我提议把小羊放到客厅里，他们说小羊太吵会影响我休息，坚

持每天半夜去羊圈看小羊喂小羊。 

一周的时间转瞬既过，在亲戚家的这段时间如同回到儿时的故乡，一

砖一瓦都仿佛是旧识，亲切，温暖。一天的忙碌之后，大家围坐在炉子周

围喝茶聊天，说着回忆，说着期盼，朴实的话语，憨厚的笑容，笃定的目

光，就像那火红的炉火一样昭示着更加幸福的日子正在扑面而来。 

（文/郭芳） 

亲戚住我家  师生情更浓 

大学第一个学期结束了，终于迎来了寒假，寒假正值农闲，通常也是

亲戚互相走动串门的“旺季”，而这个寒假，我家也迎来了一位亲戚—我的大

学老师。 

在考试结束时，我的结对老师和我一起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就说假期要

来我家家访，当时我还担心老师第一次来可能会有点不习惯。放假一周后，

老师就来了我家，和我的顾虑相反，老师亲切随和，和爸爸妈妈相聊甚欢，

完全不需要我帮他们介绍，仿佛早就认识一样。第二天早上，老师跟我和

妹妹在村里转了转，中午回到家，大家一起包饺子。平时在家里，包饺子

最快最好看的就是爸爸了。今天老师在，爸爸自然是要炫耀一番的。坐在

老师旁边，看着什么都没说，心里可没少较劲，暗暗的跟老师比拼谁包的

更好。平时爱玩的弟弟也因为老师在，变得出奇的听话懂事，自告奋勇帮

大家递饺子皮，忙的不亦乐乎。老师和我们讲了她大学毕业后的很多趣事，

也讲了很多我们从没见过的东西。大家说说笑笑之间，饺子就已经包好了，

每个人包的饺子长得都不一样，各有特色，大家围坐在桌子边，等着饺子

出锅。老师来的那段日子，家里热闹非凡，尤其我的弟弟变成小的“跟屁虫”，

没了往常害羞的样子，让老师讲故事、教写字、做游戏······ 

前几天和老师联系，知道她已经返回工作岗位开始工作了，我也马上

要收拾行囊要返校开始新的学期了，家里的弟弟还是时不时地问我老师怎

么不来了，什么时候再来。我们都期待下一次，老师再来我家。 

 

（文/高职学院药学 17 级   马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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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无界限 

 “喂，包璇，我是徐老师啊。是这样，学校有一个结亲对象同吃同住

同学习的活动，大概要一周的时间，到时候去你家里做客就打扰了，给你

父母说一声，叫他们别有心里负担哦。” 假期前我接到结对亲戚徐海峰老

师要来我家家访的电话，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心里是喜忧参半，高兴的

是能向家里人介绍我在学校的亲人，忧虑的是毕竟生活习惯不相同，到时

候会不会有不方便的地方呢？ 

告诉父母这个消息以后，他们说不必担心那么多，老师来家里我们也

是很欢迎的，这样还能方便我们了解你在学校的情况，老师也能知道你在

家里是怎样的孩子。 

老师如约而至，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嗑瓜子聊天、看电视，还一起做饭，

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老师翻看我们家的相册，因为老师也是

从小在乌鲁木齐长大，对乌鲁木齐的发展变迁特别熟悉，通过一张张照片

把我们的过去联系的更紧，熟悉的感觉更近一层，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故

事，就连看过很多次相册的我都被吸引进去，每个故事都让人听的津津有

味，我们聊起了过去那个年代人们的朴实美好，结合到现在感慨日子是一

天比一天好，老师和父母都叫我要珍惜在学校里的时光，因为那是美好的，

更要对未来的日子有所规划，因为那是不可知的，要做好准备迎接未来的

挑战！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的飞快，转眼间到了老师离开的日子，除了不舍更

多的是感谢，感谢结亲周让我们更加亲密，让我打消了生活习惯差异会有

不方便的想法，因为我知道了只要心是在一起的，即便不同民族也能成为

一家人！ 

（文/高职学院旅游 15 班   包璇） 

 



14 

 

启程抵达篇 

 

  
本学院教职工家访联谊动员大会             理学院和高职学生结对的教师 

家访联谊动员大会 

  

李明书记到达结对亲戚崔小平家中      帕蒂古丽副书记到达结对亲戚尹霞家中 

  

   教师陈君抵达亲戚哈斯铁热家里       理学院教师尹青松四人家访小组抵达伊宁 

活动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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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徐海峰与结对亲戚包璇一家         

教师徐艳霞前往阿勒泰 

阿克吐木斯克乡结对亲戚家 

教师焦光前、马勇春节期间探访巩留

县阿尕尔森乡结对亲戚家 

理学院教师刘效勇到达六师 

土墩子农场亲戚家 

教师闫琪琪春节期间探访结对亲戚 

冉雅莉一家 

理学院教师钱凌志抵达乌鲁木齐米东区 

古牧镇结对亲戚马梦雅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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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吃 篇 

  

理学院教师杨红英到达乌鲁木

齐米东区结对亲戚家中 

教师祁振英到达伊宁县愉群翁

乡上阿布拉什村结对亲戚家中 

教师靳建秋到达库尔勒结对亲戚家 教师孟庆菊到达乌苏结对亲戚家 

焦光前、马勇与结对学生马海旭 陈君与结对学生哈斯铁热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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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秀苇与结对学生马乐彤一家             徐艳霞与结对学生马艳艳一家 

 

 
 

同劳动篇 

 
教师祁振英和亲戚包饺子                教师陈君给亲戚家大姐帮厨、话家常 

理学院教师尹青松在结对学生龙海萍家中 理学院教师郭志荣在结对学生白志燕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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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闫琪琪给亲戚展示拿手菜—竹笋炒肉             教师于影辉在亲戚家喂牛 

        

               

  

教师徐海峰在亲戚家扫雪 理学院教师张岩文在亲戚马中强

家的养鸡场 

教师杨亭安在亲戚家打扫庭院 
 

教师王哲在亲戚家炒菜帮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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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习篇 

 

   

      

 

 

 教师于影辉给亲戚马星宇一家讲十九大报告  教师孟庆菊和结对学生马春玉父亲学

习十九大报告

理学院教师蔡慧萍和结对学生王凯妮 

学习十九大报告 

教师闫琪琪和亲戚冉雅莉父母 

学习十九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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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杨亭安和亲戚一家学习十九大报告 理学院教师郭志荣和结对学生白志燕 

父亲同学十九大报告 

理学院教师薛新英给结对学生盘社父亲 

讲十九大报告 

理学院教师马菊香和亲戚一家 

学习十九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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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篇 
 

 

 

 

 

 

 

 

 

 

 

 

 

 

 

 

 

 

 

 

  

 
 

 

赴奇台西北湾杨柳村村委调研 

 

与塔城恰夏镇恩喀德克村驻村工作队交流 

 

赴军户农场二连调研 

 

赴 152 团 2 连调研 

 

赴乌苏市政协驻九间楼乡毕家村调研 

 

赴福海县阔克阿尕什乡阔克卓尔尕村 

村委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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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安居社区调研 

 

赴伊宁市上阿布拉什村委调研 

 

赴军户农场十连调研 

 

赴米泉市大破城村委调研 

 

赴米泉市上沙河村村委调研 

 

赴乌鲁木齐新市区长春中路片区 

新和社区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