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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袤的克拉玛依油田，当提起肉孜
麦麦提·巴克这个名字时，石油工人无不
竖起敬佩的大拇指。肉孜麦麦提·巴克，
一个靠着勤奋努力成长起来的维吾尔族
石油工人，已成为克拉玛依这座石油城市
的一张名片。

学汉语 敲开成长大门

肉孜麦麦提出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和田市和田县一个偏僻的村庄。他 15
岁时考入克拉玛依技工学校，成为当地第
一个走出农村、走进石油企业的幸运儿。

1994年，肉孜麦麦提正式成为一名采
油工。“师傅跟我们新来的员工谈心，让我
搬一把椅子坐下来，我听不懂，一直站着不
动；问我在家排行老几，前面的人说他在家
是老二，我想我是家里第一个孩子，就顺口
说了一句‘老一’。”因为汉语不好，刚参加
工作时，他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场面。

在肉孜麦麦提的眼中，写汉字、记汉
字就如同“记一幅图、画一幅画”。听和说
比较容易，但写出来就很难。“如果一句话
里有 50 个字，我就得记 50 幅图。”肉孜麦
麦提回忆起当初学写汉字的情景时说，他
写汉字也像在画画，像大罐的“罐”、油藏
的“藏”，不知画了多少遍才记住。

“为了帮他记住专业术语和基本词
汇，我们在每个字上都标上拼音，这样他
学起来就容易多了。”曾经当过肉孜麦麦

提队长的刘金明说。
同事的关爱让背井离乡的肉孜麦麦

提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自学汉语，敲开
他成长的大门。这个曾经一句汉语不会
说的南疆小伙子取得汉语 8 级证书，成为
全市唯一的维吾尔族普通话宣传员，他还
利用业余时间取得 2 个汉语大专、1 个汉
语本科学历。

练技术 诲人不倦当老师

“只要努力，就能改变”。突破了语言
关，肉孜麦麦提学起技术来得心应手。“虽
然我在技校时学习很努力，但和师傅们
比，差得还很远。”肉孜麦麦提说，有一次，
因为操作不当，在启动抽油机时，他被电
流打晕，差点丢了性命。从那时起，他就
抓紧一切机会练习技术。即使下班回到
宿舍，他还坚持模拟操作，如电流怎么测、
管线怎么接等等。

“青草只有不断生长，才能成就牧场
的肥沃。”上班第二年，在新疆油田分公司
重油开发公司的作业区技能比赛中，肉孜
麦麦提获得了个人和全能第一名。“那天，
队长特别高兴，专门给我开了庆功会，还
奖给我一条毛巾被，现在我还珍藏着。”他
说，因为它记录着自己因勤奋努力而改
变、得到大家肯定的难忘经历。

2009年，肉孜麦麦提被聘为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公司技能专家。从一个普通青

年工人到集团公司技能专家，他苦练技能，
终为人师。在公司培训课上，作为兼职教
师，他指导的团队多次获得公司职业技能
比赛奖项，培训过的学员不下3700人。

在肉孜麦麦提看来，他的成长离不
开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对少数民族
员工的技能培训。总经理陈新发说，截
至目前，新疆油田分公司共培养少数民
族技能专家 2 人，技术能手 40 余人，技
师、高级技师 150 余人，“通过开展‘少数
民族员工专题培训’工作，让各族员工

‘同语学习、同堂授课、同台竞技’，实现
各民族融合发展。”

这些年来，肉孜麦麦提先后参加了单
位组织的 20 多次、共 1200 多天的技术培
训，30 岁时成为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
司的技能专家，31 岁成为全国青年技术
能手，33 岁成为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唯一
一名维吾尔族技能专家。

此外，好学的肉孜麦麦提还自筹资
金创建了名为“红柳石油网”的汉语石油
网站，分享专业知识。通过技术交流，他
希望帮助更多的人。“目前，我的网站注
册会员有 5000 人左右，网站点击量超过
40 万人次。”肉孜麦麦提谦虚地说，快的
帮慢的，强的帮弱的，大家就都进步了。

共进步 像红柳抱团成长

“培训不过关，人人是隐患”。自从

当了采油班班长，肉孜麦麦提不只想着
自己如何提高，而是让整个班组团队共
同进步。

“2004 年公司推行大班组建设，我
们班是试点班组，从 6 个人一下子增加
到 22 个人，其中一多半是少数民族兄
弟，面临着学汉语、学技术的困难。”肉
孜麦麦提说，进步不能靠一个人，也不
能止于一个人，“我想我应该发挥自己
的优势，多带他们，让大家像红柳一样
抱团成长。”

开始时，肉孜麦麦提利用工作间歇作
辅导。后来，从自己的六班扩大到整个作
业区，前来听讲的员工越来越多，肉孜麦
麦提对自己的技术和能力也更加自信。

“他经常制作 3D 模型演示具体实际
操作问题，深得广大员工喜爱。”新疆油田
分公司重油开发公司党委书记刘超说，与
公司其他兼职老师授课方式不同，肉孜麦
麦提的课件既丰富又生动。

在“管好每一口井，采好每一吨油”的
同时，肉孜麦麦提真诚地对待每一位同事，
大家一起营造出了“不同族却同心、不同语
却同音”的民族团结一家亲氛围。从普通
采油工到采油班班长，肉孜麦麦提主动团
结班组成员，大家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在采油岗位干了 20 年，我深爱我的
工作、深爱我的岗位，这就是我实现梦想
的地方。”肉孜麦麦提·巴克说。

自 强 不 息 为 追 梦
——记中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重油开发公司采油班班长肉孜麦麦提·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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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4 日至 7 月 1 日，来自 26 家中央和行业类媒
体的 62 名采编人员，深入革命老区江西赣州，开展革
命传统教育活动。青年编辑记者分成6路，分别奔赴寻
乌、于都、瑞金、兴国、上犹、崇义等6个县、市的村镇，与
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亲身感受老区发展的新变
化，接受老区革命精神的洗礼。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中国电力报记者
孔剑菲感慨万千，“长征精神不仅是推进革命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保证，也激励着我以此为动力，在
自己的岗位上埋头苦干，克服工作中的困难。”

在寻乌县东江源保护区，人民日报记者郝迎灿、中
国新闻社记者刘关关不顾雨后山路坡陡路滑，踩着泥
泞的崎岖山路进入茂密林区，体验巡山员工作的艰辛。

在于都县工业新区的施工现场，求是杂志社记者
张天资、新华社记者罗宇凡尝试着把一根根细小的零
件安装在电路板上，体验插件生产线这看似简单却对
精准度要求很高的工作。

通过和农民一起劳动，编辑记者们听到了农民的
心声，也深刻感受到了近年来革命老区的发展变化。

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周晖和老乡们总有聊不完的
话。他说，“参加‘三同’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教
育。老一辈革命家抛头颅洒热血，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坚
定的信仰，就是希望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

6月 26日下午，全体学员来到赣州寻乌县，参观寻
乌调查专题陈列馆。在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解说中，编
辑记者们重温了毛泽东同志在寻乌调查期间挨家挨户
走访、深入群众调研的生动故事，感受和学习我党深入
群众、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

在纪念馆前的广场上，编辑记者们庄严宣誓，“继
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执著的
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为实现
中国梦传递正能量，努力做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
新闻工作者！”铿锵有力的誓词久久回荡在这片红色
的热土上。

同吃、同住、同劳动，让编辑记者们和老区群众结
下了深厚的情谊。离别之际，求是杂志社记者张天资
道出了大家的心声，“这是一次学习之旅、感动之旅，我
们一定会再来，赣南明天一定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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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的胳膊有救了，感谢解放军
专家！”6月 29日上午，在新疆伊犁察布查
尔锡伯自治县人民医院的手术室门口，
18 岁的维吾尔族姑娘阿依古丽眼含热
泪，向刚刚为她父亲努尔塔依成功实施手
术的总参总医院副院长、援疆医疗队专家
高天君表示感谢。

努尔塔依是琼博乐乡的农民，6 年前
的一天他突然感到右手无力，抓不住东
西，后来右手功能基本丧失，因家境贫困
一直未去医治。6 月 28 日，“党的温暖送
边疆”总参总医院援疆医疗队到乡里义
诊，骨科专家高天君给他诊断为尺神经卡
压综合症。29 日上午，高天君在县医院
主刀，为他实施了尺神经松解移位术。

据总参总医院院长张聪介绍，这是他
们赴疆帮带的第五批医疗队。2010 年，
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指示，全军所有总
医院对口帮扶新疆、西藏的一所贫困县医
院。总参总医院对口帮扶新疆伊犁察布

查尔锡伯自治县人民医院，先后派出 5 批
共 32名专家前往帮带。

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医院院长
王春勇介绍说，今年县电视台提前公布了
北京解放军医疗队要来的消息，所以前来
找解放军专家看病的患者络绎不绝。

6月 27日，由骨科、麻醉科、眼科等学
科的6名专家组成的援疆医疗队来到县医
院，一下车顾不上休息，就熟悉情况，受领
任务，投入到紧张的门诊、查房之中。

当听说有几个地处偏远的乡镇需要
专家前往义诊时，医疗队当即决定，利用
周末时间到那里为各族群众送医送药。

6 月 28 日上午，医疗队经过近两个
小时的颠簸，来到离县城 60 多公里远的
琼博乐乡。这个乡是以维吾尔族、哈萨
克族群众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
高血压、冠心病、胆结石、青光眼等疾病
的高发区。去年，总参总医院第四批医
疗队曾来过这里义诊。

乡卫生院里，聚集了上百名前来求
医的群众。专家们一下车，就被大家围
得水泄不通。群众含着泪，用力地鼓着
掌，不停地喊着，“欢迎解放军专家，你们
辛苦了！”

卫生院室内拥挤，专家们只好在院子
里义诊。炎炎烈日下，专家们刚落座，就
热得满头大汗。

眼科专家盛豫的周围挤满了人，维吾
尔族大妈伊米拉乃红着眼睛，手提一大堆
检查结果。伊米拉乃 3 年前感到双眼红
肿鼓胀、视力模糊，并经常性头痛。她四
处求医，几乎花完了家里的积蓄，但始终
不见好转。盛豫细心查阅了她的检查资
料，用眼底镜认真检查了眼底，查了眼压
和视野，初步诊断为青光眼。为她开了
药，留下联系方式，让她到县医院亲自为
她实施手术。

“老奶奶这边来！”看到一位满脸通
红、汗流浃背的老人被挤在人群中浑身颤

抖，医疗队队长王恒林急忙起身将她搀扶
过来。一量血压，高压 220，低压 120，吓
了一跳，赶紧叫来专家耿晓非帮她服下降
压药，做了心电图，并认真进行了诊断，还
写出下一步治疗和服药的详细方案交给
她的女儿。

这位老人叫吐鲁逊阿衣，82 岁了，家
住 8 公里外的索墩布拉格村，听说医疗队
要来，一大早坐最早一班车来到这里。女
儿米克拉依激动地说，“我的贫血病就是
去年你们来乡里给治好的，我妈妈的病也
有希望了！”

人群中传来一阵小孩的啼哭声，专
家赶紧把孩子抱起来。孩子的母亲吐
拉尼克孜说，2 岁的儿子从一生下来就
经 常 哭 闹 。 朱 志 东 为 他 听 了 诊 ，查 了
体温，没有发现问题。后来检查舌根，
发 现 小 孩 先 天 性 舌 根 后 坠 ，应 是 因 呼
吸 困 难 导 致 孩 子 哭 闹 。 朱 志 东 说 ，如
不 及 时 手 术 ，孩 子 将 来 可 能 会 引 发 窒
息 导 致 生 命 危 险 ，建 议 尽 快 到 儿 童 医
院做手术。

整个上午，专家们为 300 多名群众现
场诊治、提供咨询，还分头走村入户为十
几名卧病在床、行动不便的群众上门诊
疗。临走时，当听说距乡镇近百公里的乌
孙山深处还有数十户牧区群众难以求医
时，医疗队专家顾不上吃饭，又顶着烈日
挺进大山深处⋯⋯

大 山 深 处 亲 人 来
——总参总医院援疆医疗队爱民助民见闻

本报记者 姜 帆 通讯员 孙进军

丝 路 行·看 宁 夏

远山苍茫，城关耸立。站在宁夏固原
萧关遗址前，紧邻的 101 省道车辆川流不
息，耳畔似乎有胡笳羌笛之声隐隐传来，
诉说着这座丝路重镇的变迁。

秦汉时期，萧关“襟带西凉，咽喉灵
武”，乃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丝绸之路东段
北道的要冲。萧关古道上，商队络绎不
绝，西域中亚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
农耕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

今日固原四通八达，仍是宁夏对外开
放的重要通道和关键节点。在新起点上
谋划发展，机遇很多，挑战也不少。

先说机遇。最大的机遇有二：一是宁
夏是全国唯一的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
二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再看挑战。固原“地下没宝”，矿产资
源匮乏，工业基础薄弱，产业发展、扶贫开
发的任务比较艰巨。此外，发展环境、人
才匮乏等也是制约因素。

差距意味着潜力，也催生求变的动
力。抢抓中阿合作新机遇，建设“基础设
施、投资贸易、文化旅游的示范区”，再现水
草丰美、商贸发达的丝路盛景，成为固原的
新目标。

特色农业是固原的支柱产业。6月30
日中午，一场中雨突如其来。原州区彭堡
镇闫堡万亩冷凉蔬菜基地内，固原农兴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耀虎冒雨来到基
地，“原州缺水，今天下雨，下次浇水可以延
迟两天。”这个基地全部采用喷灌节水设
施，从今年 5月 1日起，15亩洋葱示范田只
需要用水 280 立方米。“过去是大水漫灌，
这片地耗水量1000多立方米。”

水制约着固原的发展。为破解“水难
题”，固原市大力推动现代生态农业建设。
从 2009 年起，结合当地气候冷凉、昼夜温
差大、光照充足的特点，固原市大力发展西
芹、娃娃菜、甘蓝等冷凉蔬菜种植。同时，
依靠科技手段，“截住天上水、合理开发地
下水、科学调度黄河水”，使农业在节约用
水、精细用水的基础上，实现了高效用水。

王耀虎算了笔节水账，使用喷灌设
施，虽然前期投入大，但是综合效益高，节
省人工成本。“过去一个人一天只能给 2

亩地施肥，这套设施是水肥一体化的，2 个
人 20 分钟就能给 20 亩地施肥，非常精
准。今年蔬菜长势不错，1080 亩地收入
300万元没问题。”

目前，原州区冷凉蔬菜总面积已发展
到 23 万亩，建成了 20 多个专业蔬菜生产
基地，蔬菜年生产 92 万吨。2010 年以来，
这里的蔬菜远销沙特、马来西亚、韩国等
国家和地区。

抢抓机遇，加大开放，让六盘山下的
古城成为投资热土。

从 2013 年 7 月 27 日项目落地，到 9
月 8 日工厂开工，总部位于深圳的宁夏隆
德人造花工艺有限公司在固原市隆德县
感受了一次“深圳速度”。公司展厅内，牡
丹、兰花、桃花、玫瑰⋯⋯各种各样的“鲜
花 ”让 人 真 假 难 辨 。 这 家 公 司 开 发 出
2000 多种人造花，产品 90%远销欧美、东
南亚、中东地区，成为现代丝绸之路的美
丽“使者”。该公司行政主管马浩程告诉
记者，中东国家的市场需求很大，穆斯林
家庭在家居装饰、婚丧嫁娶中喜欢使用人
造花，这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

中阿合作的大单已落户固原。6 月
23 日，固原市与阿联酋皇家投资局正式签
订了项目协议，阿联酋将投巨资，在固原
打造六盘山旅游国际休闲度假区，建设野
生动物驯养繁殖区、综合服务区、休闲娱
乐区等。

外资缘何青睐固原？固原市经合局
招商科科长柳春梅说，一是因为这里是回
族人口聚居区，与阿拉伯国家文化相通；
二是固原凉爽宜人的气候、独特的旅游资
源对他们很有吸引力。

“这个项目是宁夏开展中阿经贸合作
以来，第一个成功落地的重大投资项目，
对我们的拉动作用非常大。它将有力提
升固原的现代服务业，眼下要做的事情还
很多。”固原市委常委、副市长方彦说，“下
一步我们着重抓扶贫攻坚、产业发展、项
目带动，结合中阿博览会带来的新机遇，
为外商创造优良的投资环境，把固原打造
成‘现代版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对此我
有信心了！”

丝 路 重 镇 脚 步 铿 锵
本报记者 王 晋 熊 丽

6 月 19 日，当记者再次来
到湖北省建始县龙坪乡店子坪
村时，依然难忘 2011 年春天的
那个清晨——那一天，记者一
行艰难地攀上洋芋河畔的绝壁
小道，眼前，数百名村民手持几
近原始的工具，一点点地“啃”
掉绝壁。

“三面有小河，背后大山
坡，祖祖辈辈像骆驼。”这曾是
店子坪村的真实写照。人们甚
至调侃说，“在青花街上看见穿
泥巴鞋子、背背篓、打打杵的，
一定就是店子坪的人!”

“不能把贫困留给下一代
人！”2005 年初，新任村党支部
书记王光国把村民们召集起来
合议凿山开路之事。他提出了
一个大胆的设想：用 5 年时间，
在绝壁上修出两条从两边山腰
上斜切下去的“V”字形山路，再
用桥梁连接，通往山外。

修路最大的困难是缺钱。
资金对于收入本来就不高的店
子坪村更是难上加难。“没钱大
家凑，修路不能停!”王光国动
员妻子卖了自家的猪，带头捐
款 3000 元。村民张九国把自
家的牛牵到集市上去卖，捐款
1000多元；78岁的刘太白卖了自己的背篓，捐了 20元
⋯⋯最困难的时候，工地上没钱给风钻机买燃油，几十
户村民凑了 3000 多个鸡蛋，换回 2000 多元油钱。

正当路面慢慢成形时，意外突然降临。2006 年 4
月 15 日，大家正在歇息时，卡口驳岸山轰然倒塌，碎石
呼啸着滑向深谷。大家辛辛苦苦用一个冬季挖山的成
果，顷刻间化为乌有。在场的村民都惊呆了，抱头痛
哭。“如果就这样停下,我就是店子坪的罪人。”王光国
痛定思痛，“只要有一个人愿意修路，我就要坚持。”于
是，他再次挨家挨户动员。在他的鼓励下,村民们陆续
又回到工地。

3年后再见王光国，他兴奋地告诉记者，“路已经修
好，由原来的1.5公里延伸到11.7公里，并且全部硬化。”

路修通了，村里如何发展，靠什么致富增收？这成
了王光国的又一块心病。经过广泛征集村民意见，他和
村组干部、村民代表一起，商定店子坪村的发展思路，
就是一定要走绿色生态发展道路。

王光国介绍，按照村里的发展规划，前年他联系了
上海的一家企业，在村里建设以猕猴桃为主产业的有
机农庄。上海的企业出资租用 150 亩土地，建设高标准
示范园，然后提供树苗和技术，吸引村民自发参与，目
前已建成 500余亩。

靠近村委会的公路两边，除了种着当地盛产的土
豆、玉米、烟叶等作物外，还种植着数百亩银杏树苗和
魔芋种苗。76 岁的刘九锡老人说，这些银杏树苗和魔
芋种苗是王光国带领村民开发的致富产业。推广时，王
光国和村组干部多次上门与村民沟通、交流，如今仅魔
芋种苗就有 100多亩。

﹃
愚公支书

﹄
王光国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向正应

李远禄

6月 30日，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闫堡万亩冷凉蔬菜基地内，员工正在捆绑防虫板。

本报记者 王 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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