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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
蒙古自治州的且末县，三面环沙，面临
着被沙漠吞没的风险。帕提古丽·亚
森，作为县里的第一代女性治沙员，已
将近 20 年青春奉献于沙漠植绿事
业。支撑不悔青春的初心，则源于童
年：“我是从小就有责任心的人，这些
年给自己定的标准是：要做就做好。”
由此，不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沙漫
漫，都不能阻挡她和同事们亲手造就
的沙漠奇迹：一
条东西宽 1 至 7
公里不等、南北
长约23公里的绿
色长廊，在车尔
臣河以东的沙漠
区域蓬勃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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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为功 沙漠植绿
——帕提古丽·亚森在治沙中成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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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妇女权益是基本人权。我们要把保障妇女权益系统纳入法律法规，上升为国家意志，内化为社会行为规范。”2025年

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30周年。近期，“新时代中国新疆妇女人权故事”课题得以开展，由中国妇女报

社、西南政法大学、新疆大学、山东大学等单位的记者和专家组成的调研组，走近新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妇女，从日常生活和工作入手，仔

细聆听十余名妇女的真实故事，力图展示新疆妇女人权与发展成就，展现中国为保障妇女权益做出的不懈努力。

这些受访妇女在医疗卫生、科技创新、环境保护、文化教育、企业管理和乡村振兴等领域作出了贡献，她们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影响了

身边的新疆妇女。她们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差异，成功道路却有相似之处，都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领导、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实施、教育培训的推

动，以及新疆妇女的“四自”精神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定信念。自今日起，《新女学》周刊推出特别策划“新时代中国新疆妇女人权故

事”，我们希望以此展示新疆妇女的美好生活画卷，同时以传播她们的故事为契机，推动中国乃至全球性别平等事业的发展。

■ 王向贤

土生万物，地载万代，但土地的荒漠化和干
旱已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挑战。为此，联合国将每
年的6月17日设立为“防治荒漠化和干旱世界
日”，并将“为了土地联合起来：我们的遗产，我们
的未来”确定为今年的主题。新疆女性帕提古
丽·亚森，就是为保护土地而奋斗在沙漠的优秀
代表。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的东南部，是被称为“玉石之路”发祥地和“丝绸
之路”南道重镇的且末县。由于位于塔克拉玛
干这一新疆最大沙漠的东南部，且三面环沙，且
末县面临着被沙漠吞没的风险。1998年正式
建立的防沙治沙站，成为且末人民以保护环境
来促进人权发展的标志。出生于且末县的帕提
古丽·亚森，作为县里的第一代女性治沙员，其
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故事与沙漠治理的进程融为
一体。

生存：逐渐生成的治沙决心

“长大了一定好好上学，出去到了外面就不
回来了”，不仅是帕提古丽自小的决心，而且一度
愿望成真。1999年，17岁的帕提古丽·亚森成功
考取了位于乌鲁木齐的新疆钢铁学院。2002年
毕业之际，她本可如愿留在远离沙漠的乌鲁木
齐，但哥哥的突然离世，促使父亲殷切呼唤帕提
古丽回到家乡。2005年年初，帕提古丽顺利通过
且末县事业单位的公开招考之后，正式成为一名
治沙员。

在入职之前，帕提古丽想象的情形很是惬
意：主要在办公室工作，偶尔带着仪器在沙漠开
展测绘。但真正开始治沙后，迥然不同的日常工
作扑面而来：狂风、沙尘和暴晒组成的“三件套”
不但伴随左右，而且几乎日日均需在沙漠里挖坑
种树。当重体力劳动成为日常之时，帕提古丽多
年努力形成的汉语读写能力和测绘专业知识则
束之高阁。改换工作随之成了帕提古丽的渴望，
但遭到父亲的坚决否定。除告诫女儿做任何事
情均需脚踏实地和持之以恒以外，父亲还提出反
问：治沙是保卫家园的唯一方式，而且“年纪大的
干不了，年轻的不愿意干，那谁来干”？父亲的话
并没有说服帕提古丽，她以口服心不服的方式，
暗自寻找离开的机会。

天有不测风云，当年秋季，父母在21天内相
继去世，在帕提古丽·亚森痛心不已的同时，以
下三个原因也促使她逐渐接受了治沙工作。其
中，最为重要的是她对父亲做出的治沙承诺；最
为直接的是沙漠提供的抚慰，“我在沙漠里哭了
好多次，沙漠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最为朴素的
则是她对家乡的热爱——“金窝银窝不如自己
的狗窝”。

治沙之心逐渐安定后，便是帕提古丽对于
治沙的高度投入。一是强烈的自我驱动。“我是
从小就有责任心的人，这些年给自己定的是高
标准：要做就做好。”二是各界的高度认可。多
年来，治沙站、且末县、巴州、自治区乃至全国的
相关部门均高度认可着她的踏实和能力。如，
2011年巴州授予的“五一巾帼”奖，2015年自治
区授予的“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17年全国妇
联授予的“全国三八红旗手”，2023年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颁发的“全国
林草系统劳动模范”。除日常体力劳动外，通过
兼任工会主席和治沙讲解等工作，帕提古丽出
色的组织能力和优秀的汉语能力也得到了充分
运用。

发展：全面推进的治沙成效

砥砺奋斗20余年后，且末县取得了明显的治
沙效果。截至2023年，且末县在沙漠边缘建成
了一条东西宽1至7公里不等、南北长约25公里、
总面积17万亩的绿地，有效抑制了塔克拉玛干沙
漠对且末县城的侵袭，并成功地初步探索出可持

续的治沙模式。从数据来看，自治区气象局2020
年提供的生态评估报告显示，通过20年的努力，
与治沙前相比，2020年时，且末县的平均沙尘暴
天气、扬沙天气和浮尘天气分别减少了31%、
39%和23%。由于形成了人进沙退的良好局面，
且末县先后荣获全国绿化模范县、国家防沙治沙
综合示范区、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生态建设突出
贡献奖、全国防沙治沙先进县、中国人居环境范
例奖等荣誉称号。相比于客观数据，帕提古丽等
治沙员的亲身感受更加生动形象：“我们且末县
城里面现在已基本没有很大的沙尘暴了。由于
我们在县城四周都做了防护林，所以虽然沙漠里
飞沙走石，但县城里只是树枝摇摆。”

除环境改善外，治沙效果的另一显现是可持
续模式初步形成。鉴于治沙成本高昂，且末县从
2003年起，就积极探索发展沙漠经济，种植既可
防风固沙也可产生较好经济效益的林木，从而走
出一条以沙漠经济支持沙漠治理的可持续之
路。如，大芸又叫肉苁蓉，人称“沙漠人参”，作为
价值较高的中药材，现已成为治沙站的主要经济
作物之一。

治沙技术也在20年间得以不断提高。其
中，喷灌改滴灌是技术升级的典型。2007年起，
治沙站不再以水管直接喷灌，而是用主管、支管
和毛管组成灌溉系统，并通过毛管终端的滴头，
精准地直接滋润每一棵苗木。这不但有效地提
高了水的吸收率，而且显著降低了体力劳动强
度。帕提古丽和同事们无须吃力地人工移动水
管，而是轻松地调节阀门即可，“今天该灌溉哪个
片区，阀门就调到哪片”。大芸种植方式从人工
改为机械，则是治沙技术不断发展的另一例子。
2023年，站里引进了配有根系切割刀的大芸播
种机，“只需要一位开拖拉机的师傅，然后拖拉机
上坐上一两个人就可以了，三四个人就可以种几
千亩地。”

伴随治沙工作的推进，治沙员们的劳动条件
也在改善。如，治沙站的办公用房从平房变成了
楼房，不仅添置了开水机和运动器材，而且安装
了空调。面对沙漠里的暴晒和风沙，帕提古丽和
同事们过往多是以帽子和墨镜来应对，站里最近
两年在沙漠里设置了临时休息室，大家得以相对
舒适地在室内短暂休息。

提升：工作与生育的平衡保障

在通过治沙推进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同时，帕
提古丽等人的经历显示：女性治沙员们在怀孕、
分娩与产假方面享有《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提供的保障。如，在怀孕的第八九个月，治沙
站通常会安排她们做较轻松的办公室工作。在
产假方面，帕提古丽等女队员们可以享受国家规
定的98天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另外补充的60
天。成为母亲以后，帕提古丽在孩子上幼儿园
后，也由衷地发出“幼儿园真是太好了”的感叹。

在保护土地的人类共同任务中，帕提古丽平
凡但又令人钦佩的成长故事，引发我们思考两个
问题。

其一，帕提古丽的经历显示，治沙作为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既为男女两性提供
了风沙减少和环境改善等物理意义上的生存空
间，更向治沙女性们提供了职业收入、人生意义
和声望认可等社会意义上的发展空间。这意味
着，通过治理沙漠获得的环境权，切实且具体地
体现于众多治沙者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之中。

其二，今后在招募新一代治沙人时需要与时
俱进。一是不能再以父辈的意愿来强制，而是需
要用治沙所提供的职业收入和人生意义等，来吸
引年轻一代自愿投身于其中。二是在通过治理
沙漠来寻求集体层面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时，需要
努力保障治沙者个人层面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如，劳动强度的适当和劳动环境的改善等。令人
欣喜的是，帕提古丽的经历显示，尊重个体意志
和保障个体福祉正在与时俱进。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 吴汶聪

当人们提到新疆，浮现在脑海中的“三山夹两盆”
的广袤大地，是天山上的皑皑白雪，是优质甜美的新鲜
瓜果，是眼花缭乱的美食美景，是这里居住着的56个少
数民族……很多初次到新疆的人，除了惊叹于现实空
间中的新疆比自己的想象中更美，也会好奇生活在新
疆的人们的日常，比如少数民族姓名的构成，等等。汉
族、回族等民族的名字是前姓后名，但是维吾尔族、哈
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姓名恰好相反，是前名后姓。
后面的姓并不是姓氏，而是代表父亲的名字。“迪丽热
巴”在维吾尔族语中的意思是“心爱的美人”，“古丽”是

“花朵”，“玛依努尔”是“明亮的月光”。无论是月光、花
朵还是美人，都代表了父母对孩子的美好祝愿，希望她
们健康、美丽。

宫颈癌、乳腺癌是妇女常见、多发的恶性肿瘤，是
威胁广大妇女健康的两大“杀手”。其中宫颈癌，也称
为子宫颈癌，是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发生在子宫颈部
位，病因主要为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感染。但宫颈
癌也是目前已知的病因明确，且可防、可筛、可治的癌
症。因此，接种疫苗和早期筛查尤为重要。今天我们
故事的主角是玛依努尔·尼牙孜，她是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人民医院主任医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
家。“医者仁心”的玛依努尔·尼牙孜正如她的名字一
般，如明亮的月光般照亮了患者的未来。

情系病患 扎根新疆妇科领域

1976年，玛依努尔·尼牙孜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
后，分配到自治区人民医院工作。玛依努尔·尼牙孜就
出生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她的母亲是一名医生，她从
小立志学医。她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自己出生的医院工
作，一待就是40多年。更令她未曾想到的是，她的职
业生涯会与宫颈癌防治工作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上海医科大学学习时，玛依努尔·尼牙孜的志向
并不是妇科，但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她的想法。工
作几年后，她到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进修一
年。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作为全国顶尖的妇
产科医院，拥有全国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常收治妇产领
域的危重病人。在这里，她不畏惧有难度的病例，乐于
接受各种挑战。她的医术进步很快，成就感令她不知
不觉投入到了妇科领域中。

随着工作的推进，越来越多痛苦的宫颈癌病人走
进了她的视野。当病人寄希望于医生，医生的帮助却
有限，这让玛依努尔·尼牙孜感到无助。在妇科接触到
的这些案例，宫颈癌病人身心遭遇着的巨大伤痛，让玛
依努尔·尼牙孜重新思考妇科的意义，从此有了扎根妇
科的意愿。

1989年，当时的卫生部开设老少边区日语培训班，
面向全国选拔培训生。在科室主任的鼓励下，玛依努
尔·尼牙孜报了名。她日语基础薄弱，从字母开始学
起。经过一年的日语学习，她通过了全国考试成为“笹
川医学奖学金”研修生。1992年，玛依努尔·尼牙孜赴
日本开始为期两年的研修。她的日本老师以为这位新
疆女孩只是来日本镀金或者旅行，但她用自己的勤奋
令日本老师刮目相看。门诊、手术、论文成为她关于留
学生活的全部记忆。1998年，她再次赴日本留学，
2003年获日本医科大学博士学位。

回望来时路，玛依努尔·尼牙孜都不敢想象留学生
活如此艰苦。白天排得满满的门诊、手术一结束，她马
上到图书馆手写论文，一坐到天亮。在日本的生日，她
用汉堡当作生日蛋糕，吃一个汉堡就算过了生日。大
家都在过平安夜、圣诞节，她在实验室做实验。在这种
高强度的工作、学习状态下，6年间她写了16篇论文。
前15篇论文是日文文章，毕业的博士论文用英语完
成。两次赴日本留学，视野的开阔、技术的提升让她坚
定了宫颈癌的研究方向。博士毕业后，玛依努尔·尼牙
孜谢绝了导师让她留校任教的建议。回国后，她继续
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妇科行医。

有一年快过年了，有些病人因为治疗无法回家。玛
依努尔·尼牙孜用自己的钱，慰问病房的病人，希望大家
过年时吃顿好的。玛依努尔·尼牙孜永远记得，病人抱
着她哭了起来。面对这些患者，玛依努尔·尼牙孜心情
沉重，她下定决心开展宫颈癌筛查工作，将关口前移。

走乡串户 深入基层开展筛查工作

定期检测、筛查是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方法，但在
长期地接触病人后，玛依努尔·尼牙孜发现基层群众有
关医学健康的知识较为匮乏。2005年，时任卫生部党
组书记的高强部长到自治区人民医院视察，玛依努尔·
尼牙孜抓住机会，向他汇报了新疆宫颈癌发病情况，并
上报了可行性报告。之后，新疆和田地区被纳入“宫颈
癌早诊早治中央转移支付项目”，成为全国第六个试点
地区。在国家卫生部门的支持下，玛依努尔·尼牙孜团
队争取到一个国际协作项目，获得150万元资金和设
备支持。2006年9月，玛依努尔·尼牙孜团队前往和田
地区开始了宫颈癌筛查。

筛查工作开展得并不如预想顺利。免费的筛查非
但没有得到妇女们的支持，反而遭遇了抵触。由于边
远农村妇女不了解宫颈癌检测、筛查状况，看着大大小
小的仪器，都怕检查会伤害身体，不愿参与。玛依努
尔·尼牙孜带着团队，到田间地头、到村民家、到巴扎上
挨个做动员，将妇女组织到一起，甚至通过村里广播站
的喇叭，一遍遍地给她们讲：什么是宫颈癌，为什么要

做筛查。
那时候的农村条件较为艰苦，并没有专门的检查室

供她们做筛查使用。当地人将堆放杂物的库房腾空，再
摆放两张桌子。这就成为临时的检查室。筛查工作并
不是一蹴而就。宫颈癌筛查由多个流程组成，需要经过
阴道镜、取活检、数据库录入等复杂工序。如果筛查出
阳性，还需要进一步活检。玛依努尔·尼牙孜带领她的
团队，经常凌晨五点起床，一直工作到后半夜。

那时候的和田地区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妇女们还
在家里打馕，或者在麦场里晒麦子，或者还在家中被窝
里睡觉，玛依努尔·尼牙孜和她的团队到现场告诉她
们，已经是HPV阳性了，要马上开始治疗，不要再发展
为宫颈癌了。玛依努尔·尼牙孜团队在筛查中发现
HPV阳性患者，她们便到街上、家里挨个找人。玛依努
尔·尼牙孜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医生走乡串户、耐心
讲解，妇女们可能会放弃进一步做阴道镜检查而延误
病情。

虽然2006年前往和田地区的筛查工作因为妇女
薄弱的防治意识、艰苦的基层医疗环境给筛查工作带
来了不小的难度，但当时玛依努尔·尼牙孜团队携带的
是最先进的宫颈癌筛查设备和细胞学检测仪器，检测
结果准确性、可信度很高。这次大规模的筛查得到了
非常有价值的成果，收集到了南疆地区宫颈癌发病率
和HPV感染率的数据。玛依努尔·尼牙孜将这些重要
数据记录下来，通过国家癌症基金会申请治疗费用，并
将费用送到这些病人的手上。

通过这次规模化、规范性的宫颈癌筛查，玛依努
尔·尼牙孜团队摸清了宫颈癌发病率等基本情况，构建
起了宫颈癌数据库，填补了国内空白，为国家制定农村
地区妇女“两癌筛查”政策提供了基础数据。2009年，
国家农村妇女“两癌筛查”项目正式启动，玛依努尔·尼
牙孜带着团队每年下基层开展筛查工作。多年来，玛
依努尔团队累计完成宫颈癌筛查6万余人次，机会性筛
查近30万人次。

履职尽责 持续护佑妇女健康

2003年，玛依努尔·尼牙孜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
代表，后连任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她将全面
真实地反映基层的医疗状况、传递基层的声音视为自
己的使命和责任。作为一名连任3届的全国人大代表，
履职的这些年里，她每年都会带着涉医疗、医保等民生
方面的议案、建议参会。这些议案、建议很多都得到了
政府部门的反馈和落实。她就像基层群众和政府之间
信息交流的桥梁，始终关注、推动着宫颈癌筛查防治政
策的出台、实施。2013年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上，她带着宫颈癌筛查的最新数据，建议国家尽快
引进宫颈癌预防疫苗，首先在新疆等宫颈癌高发地区
接种，以降低宫颈癌发病率，改善妇女卫生健康状况。

2016年7月，宫颈癌疫苗首次在国内上市。玛依
努尔·尼牙孜呼吁，预防宫颈癌除了定期做宫颈癌筛查
外，一定要进行HPV疫苗接种。她建议新疆13~45岁
女性普及接种国产二价HPV疫苗。国产疫苗产量大，
安全性好，费用不高，效果也很好。作为家长不要有顾
虑，女孩13岁左右可以接种疫苗，越早接种，受益越大。

2020年5月29日，国产宫颈癌疫苗新疆首针接种
仪式在自治区妇幼保健院举行。2024年4月，为了积
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
略》的倡议，根据国家十部委《关于加速消除宫颈癌行
动计划（2023—2030年）的通知》要求，结合新疆实际，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联合其他多家单位联合印发了《自
治区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2024—2030年）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该方案明确到2025
年，全区适龄妇女宫颈癌筛查率达到50%。到2030
年，全区适龄妇女宫颈癌筛查率预计达到70%，宫颈癌
及癌前病变治疗率达到90%以上。《实施方案》出台那
天，令玛依努尔·尼牙孜感到振奋。她觉得无论是国家
还是自治区，正在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号召。国家行
动起来了，新疆也行动起来了。在这么好的政策支持
下，宫颈癌防治工作会开展得更好。

从玛依努尔·尼牙孜2005年第一次向国家卫生部
建议加强宫颈癌的筛查和预防工作到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出台《实施方案》，约20年过去了。这些年来，国家、
自治区以及各地（州、市）都在不断加大对宫颈癌的筛
查、防治力度，新疆宫颈癌发病率大幅降低。2023年，
玛依努尔·尼牙孜团队在南疆筛查出的确诊患者比
2006年减少了60%。广大妇女的健康意识也在不断
提升，生命健康权得到了实实在在地保障。

玛依努尔·尼牙孜虽已年届七旬，但她依然坚守在
一线，为护佑妇女健康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

玛依努尔·尼牙孜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民医院妇科主任医师，40多年来，她在宫颈癌

防治领域深耕不辍、推动护佑生命健康，以精

湛技术和无私大爱救治众多患者。她说：“作

为医务工作者，要做自己该做的工作，这就是

我的使命。”“玛依努尔”在维吾尔族语中是“明

亮的月光”的意思。“医者仁心”的玛依努尔·尼

牙孜正如她的名字，如明亮的月光般照亮了患

者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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