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故 事2015年9月17日 星期四8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闫闫 静静 郎郎 冰冰

美美 编编 高高 妍妍

邮邮 箱箱 jjrbzggs@jjrbzggs@163163.com.com

更 多 中 国 故 事

系 列 报 道 请 扫

二 维 码

①

②

③

麦麦提又落泪了。
不久前被评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的尤
良英，要在 9 月 15 日赴阿克苏作报告。
临行前，她在家里反复练习，婆婆、丈夫和
弟弟麦麦提当听众。说到一半，麦麦提双
手掩面，眼泪顺着指间滑落⋯⋯

被大家称作麦麦提的维吾尔族青年
名叫麦麦提图如普·穆萨克，家在皮山县
木奎拉乡吐里格村，而尤良英的家在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十三团十一连。两
地相距 700 多公里，隔着浩瀚的塔克拉玛
干大沙漠。

尤良英怎么有个维吾尔族弟弟？她
的讲述为何让麦麦提如此动情？两个不
同民族的家庭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这
一切，得从 10年前说起。

初识

秋风徐来，棉桃花开。最近 10 年，每
年收获季节，麦麦提都会如约来到尤良英
家，拾捡棉花，补贴家用。

最初是在 2005 年，那一年尤良英 35
岁，正是爬坡奋斗的年龄。8 月底，尤良
英家的棉花到了采摘期，一家人四处寻找
拾棉工。巧的是，麦麦提一家和几名同乡
也在十三团附近找工作。甫一见面，尤良
英看小伙子挺踏实，麦麦提也觉得尤良英
很实在，双方都很满意。

“就在大姐这干吧，工资和生活上保
证让你们满意。”尤良英快人快语，待人厚
道。她腾出了家里的两间房，给他们置办
了崭新的餐具、被褥，又预付了一部分工
资。后来，陆续又有几名村民跟着麦麦提
一起干，在尤良英家拾棉花的皮山维吾尔
族老乡有 20多个。

实际上，麦麦提和老乡们并没有多少
经验。尤良英发现，与熟练工不同，麦麦
提只会用一只手摘棉，因为是按重量付工
钱，这样低效率，肯定影响收入。

“我当时觉得，如果在我家摘完了，他
们还可以到别人家干，能多赚些钱。”尤良
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干脆手把手教麦
麦提干，工作量算他的。一天、两天、三天
⋯⋯很快，这些维吾尔族老乡的拾棉量从
每天 300 多公斤涨到了 700 多公斤，后来
又超过了 1000 公斤。到年底，麦麦提一
家人带着 4000多元工钱回家了。

转年元月的一天，尤良英忽然接到麦
麦提的电话。“肯定是有什么急事了？”她
有些纳闷。“大姐，贝丽柯孜病倒了，急需
用钱，能不能⋯⋯能不能借我 1 万块？”电
话那端，麦麦提声音有些颤抖，说话吞吞
吐吐。

尤良英心头一紧。贝丽柯孜·如则是
麦麦提的妻子，温柔善良，两人一起在她
家拾棉花。尤良英并没有立刻答应。那
几年，尤良英全家一年的收入也就 3 万
多，借出 1 万块，怎么也得和家人商量商
量。况且，他们和麦麦提只是一次雇佣关
系，并不知根知底。

考虑再三，尤良英觉得“麦麦提不会
说谎”，救人要紧。她不顾家人反对，汇去
1 万元钱，并约定借期 3 个月。尤良英的
丈夫袁华明回忆道，当时不知中了啥魔，
亲戚朋友怎么都劝不住。

远在皮山县农村的麦麦提感动了，流
下眼泪，“本来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因
为能借的地方都借遍了，确实有点意外”。

牵挂

忙碌的日子总是很快。转眼，还款
日子到了，麦麦提打来电话，请尤良英
去他家做客。尤良英决定去看一看，“说
实话，当时主要是想把借出去的钱要回
来，再看看麦麦提家里的情况”。她从阿
拉尔市乘长途车，穿越漫漫沙海，经过
一天一夜的颠簸，到了皮山县，辗转来
到了麦麦提的家。

“当时我一下惊呆了，心里特别不是
滋味！”尤良英回忆，“麦麦提家房子低矮，
房顶用树枝遮风挡雨，屋子里阴暗无比，
土炕上放着几套破旧的被子，家里没有一
件像样的摆设”。

维吾尔族老乡善良淳朴，热情好客，
即使条件再差，也要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
出来招待客人。烤肉、炒蛋、水果⋯⋯一
桌子丰盛的食物，餐桌上欢声笑语。邻居
们知道麦麦提的恩人来了，纷纷前来道
谢，拉着尤良英又唱又跳。

然而，欢乐热闹的气氛下，尤良英注

意到麦麦提 3 岁的女儿在啃一块光溜溜
的骨头，另外两个大点的孩子在吃土
豆，眼巴巴瞄着桌子上丰盛的食物。贝
丽柯孜则拉着孩子往角落里躲，眼里噙
着泪水。

看到这一幕，尤良英把烤肉端了过
去，孩子们吃得狼吞虎咽，这触动了她脑
海深处的记忆，“小时候我也一样，总是吃
不上肉，缺油水”。想起这些，尤良英不由
把孩子们搂紧，看着他们慢慢吃。

蓦然转身，泪珠滚落。麦麦提本就心
存感激，看到尤良英这样善良，心里更加认
同这个汉族姐姐。晚上，麦麦提一家人和
尤良英坐在炕头上聊天，掏起了心窝子。

1972 年出生的麦麦提上有老下有
小，母亲年过八旬，一儿两女要抚养，妻子
又身患疾病，欠下 3 万多元债务，日子过
得艰难，靠低保度日。为了招待尤良英，
麦麦提一家东借一块羊肉，西赊一斤鸡
蛋，借遍半个村子，才凑成一桌子丰盛的
接风宴。

“钱先别还了。”尤良英对麦麦提
说，“来我家打工吧，姐姐一定帮你们走
上致富路”。她安慰道，“没有过不去的
坎，现在国家有这么多好政策，日子一
定会好起来的。先把家照顾好，有困难
给姐姐打电话”。

从此，尤良英心中多了一份牵挂。

扶助

很快，麦麦提和贝丽柯孜带着 2 个女
儿如约来到十一连。为方便他们生活，尤
良英和爱人袁华明腾出一间房子给他们
住，并更换了全新的炊具，两家人一起吃
起了清真餐。

尤良英对麦麦提说，要想富，得先过
语言关；其次，得学好农业技术，再加上勤
奋，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他们俩约定：
一步一步来，争取年底见成效。

尤良英从连队找来书和光碟，帮助麦
麦提提高汉语水平。红枣是“其郎”，姐姐
是“阿恰”⋯⋯从常用词语学起，麦麦提学
得特别快，三四个月时间过去了，麦麦提
的汉语越发熟练。尤良英也开始学起维
吾尔语，当年就基本上能和老乡交流。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尤良英的帮助
下，麦麦提干劲十足，收入越来越多。麦
麦提在外给人干农活时，尤良英常陪着一
起干。到 2006 年底，麦麦提的收入已能
基本还清债务。

“您没把我当外人，真心帮助我，就是
我的亲姐姐。”回乡时，麦麦提哽咽着对尤
良英说。尤良英则千叮咛、万嘱咐，“现在
虽然有了点基础，但还差着远呢，一定要
继续努力干”。

弟弟走后，尤良英一直牵挂着他们一
家。2011 年春天，她和丈夫决定到麦麦
提家，帮他发展林果业，并带上了 5 万块
钱启动资金。

姐姐来了，麦麦提脸上笑开了花，逢
人便介绍他的这个汉族“阿恰”。当尤良
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麦麦提时，他却犹豫
了：“这可不是小数目，万一赔了怎么办？”

“好兄弟，有姐姐给你做后盾，你还怕
什么呢！你就放心大胆地干吧。”尤良英
先后给他垫资 20 多万元，并教他技术，种
上了核桃、石榴、红枣。去年，麦麦提靠林
果收入盖起了新房，新添置了家具和电
器，“日子过得美得很”。

尤良英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弟弟一家，
在子女教育上也尽心尽力。去年，麦麦提
21 岁的儿子亚森在姑姑家住时，一度迷
上电子赌博，刚上手就赢了几千块。尤良
英知道后找到他，并严厉批评了他。

亚森表面上虚心接受，却不甘心。
尤良英就和他约法三章：允许他再玩一
次，如果赢了，可以继续玩；如果输
了，以后再不能碰。结果不出所料，亚
森输掉了姑姑给的钱，向尤良英认错，
从此改掉了坏习惯。

真情

在与麦麦提一家的交往中，在与维吾
尔族老乡的交流中，尤良英同样收获着真
情和感动。

2010 年开春的一天，尤良英和丈夫
拉着树苗驱车前往麦麦提家。那天，春雪
纷飞，道路湿滑。两个人一度打算改日再
出发，但考虑到农时不等人，便决定冒雪
前行。

没想到，在一个弯道，车子打滑冲下
公路，撞到一块大石头上，夫妻俩顿时陷
入昏迷。尤良英先醒了过来，看见丈夫头
部受伤，鲜血直往外流。情况紧急！她掏
出手机打电话求救，但地处荒漠腹地，没
有一点信号。

怎么办？她简单处理了丈夫的伤口，
向着旷野大喊：“有人吗？有没有人？救
救我们⋯⋯”喊累了就歇口气，然后接着
喊：“当时感觉陷入绝境，心里越来越慌！”

也不知喊了多久，一个维吾尔族大叔
和一个年轻姑娘骑马经过，尤良英赶紧迎
上去求助。这是一对牧民父女，大叔名叫
瓦汗扎尔。他从包里取出草药，嚼碎后敷
在袁华明伤口处，又从衣服上扯下一块布
包扎好。父女俩和尤良英把袁华明从汽
车里抱出来，放到马背上，送到他们住的
简易帐篷里，并悉心照顾。

第二天凌晨，尤良英的丈夫醒了过
来。牧民们告诉他们去医院的路线，让他
们赶紧去检查救治。尤良英掏出身上的
2000 多元钱，向这对善良的父女表达谢
意。大叔脸一沉，把尤良英伸出的手挡了
回去。尤良英拗不过，就把钱和写着联系
方式的纸条装进自己的羽绒服口袋里，又
把这件衣服穿在了瓦汗扎尔女儿身上。

车子开动了，牧民们拥过来，挥手作
别。幸运的是，经过诊疗，袁华明并无大
碍，尤良英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不久，
她收到了一条短信，是瓦汗扎尔大叔发来
的：“你们平安到家了吗？你丈夫的伤好
了吗？”简单两句话，直抵尤良英和袁华明
的内心深处。他们请朋友用维吾尔语回
复：“我们到家了，谢谢你，以后到我们家
来做客。”

“从这些淳朴的老乡身上，我看到了
心灵之美，人间大爱，让我感动。”尤良英
说，我永远也忘不了维吾尔族同胞帮助我
们、救治我们的那一幕幕。

令尤良英欣慰的是，走上富裕路的麦
麦提没忘乡亲们。“是姐姐一家帮我过上
了好日子，我也要帮助别人。”弟弟常这样
说。这不，又到了秋天，他依然组织乡亲
们到团场拾棉花，依然是先到姐姐家落
脚。麦麦提还把所学到的种植技术，无偿
教授给大家，帮助乡亲们增收致富。

麦麦提曾和朋友开了间农家乐，菜谱
中有一道特殊的菜“感恩菜”。尤良英很
好奇，他却笑而不答，把这道菜端上桌，原
来是凉拌蒲公英，这是团场职工常吃的一
道菜。“蒲公英种子是爸爸在你们家地边
收集的。”麦麦提的女儿阿孜古丽说：“爸
爸专门为这道菜起这个特殊的名字，就是
为了表达我们一家人对姑姑的感谢。”

话音刚落，阿孜古丽笑了，麦麦提笑
了，尤良英也笑了⋯⋯一家人都笑了。

九月的南疆大地，天高云淡。一簇簇蒲
公英顽强生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默
默守望沙海。这些普通的植物并不起眼，却
随时准备出发，带着梦想，带着爱飞翔。

这蒲公英，不正是尤良英的写照吗？

飞越塔克拉玛干的蒲公英
——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职工尤良英和她的维吾尔族兄弟

本报记者 乔文汇

图①图① 尤良英（左三）到维吾尔族弟弟家做客。 王德江摄 图②图② 尤良英在枣园里查看作物长势。 杜东贵摄
图③图③ 9月 12日，尤良英（左一）、麦麦提图如普（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杜东贵摄

欧阳黔森（中）在审片。 （资料图片）

贵州省文联副主席欧阳黔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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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化精品展示多彩贵州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尤良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普通

职工，十年如一日帮助维吾尔族兄弟麦麦

提图如普·穆萨克脱贫致富，演绎了一段

勤劳互助、团结进取的人间亲情，谱写了

一曲跨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民族赞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古以来便有多

民族聚居，民族团结成为建设好祖国这片

壮美土地的永恒主题。实践证明，“汉族

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

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尤良英

的事迹平凡而伟大，正是“三个离不开”思

想的具体体现。

民族团结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

在在的行动，蕴含在点滴之中。尤良英

的事迹说明，各族群众共同工作、学习

和生活，是促进民族团结的最有效方

式。为更好地与少数民族群众交流，尤

良英主动学习维吾尔语，手把手教授维

吾尔族群众农业技术；几度穿越茫茫沙

海，像蒲公英一样播撒民族团结的种

子。在尤良英倾情帮扶下，走上致富路

的麦麦提图如普同样热情帮助乡亲们发

展林果，开拓增收门路，也成为践行民

族团结、宣传民族团结的典范。

眼下，自治区、兵团正在掀起学习尤

良英同志的热潮。典型引领，必将凝聚力

量。兵团 270 万干部职工以尤良英为榜

样，必将进一步推动兵团发挥好稳定器、

大熔炉和示范区的作用，推动兵团事业蒸

蒸日上。

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六十

周年。当前，新疆正处于改革发展稳定的

关键时期。我们要向尤良英学习，弘扬民

族团结，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深深

植根于每一个人心中，成为每一个人的自

觉行动，为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

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为

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贡献出自

己的力量。

倾情播撒民族团结的种子
乔文汇

近几年，青年作家欧阳黔
森的出现，激活了沉寂多年的
贵州文坛，在全国不断发出了
贵州文化之音。

欧阳黔森出生于地矿之
家，对文字天生的敏感，使他从
小就有了一个文学梦，希望自
己能够成长为一名作家。从贵
州地矿学校毕业后，他干起了
地质工作。8 年后，欧阳黔森毅
然请辞，拾起了儿时的文学梦，
来到贵州大学中文系进修，开
始尝试文学创作。凭借着辛勤
耕 耘 ，他“ 深 入 生 活 ，扎 根 人
民”，成为近年来活跃于我国文
坛的优秀青年作家，取得了令
人振奋的成绩。

把握人民需求，将全部笔
触对准人情和人性这个文学永
恒的描写对象，创作生产出人
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是欧
阳黔森小说最鲜明的特色。

“我在地质队野外找矿 8
年，踏遍了西部省区的山山水
水，荒无人烟的地方我去过，最
艰苦的地方历练过我。走近大
自然，与天地星辰做伴，我的小
说创作不是无根的浮萍、无病
的呻吟、无魂的躯壳。”欧阳黔
森自豪地说。

欧阳黔森以充沛的激情、
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讴歌
故乡美。他说：“文学与地域就
像母子关系，母亲的优劣关系
到儿子的优良，而民俗民风、语
言特点等决定文学的味觉。”

2005 年，为创作小说《雄关漫道》，他邀请同学陶
纯一起重走长征路。每到一地，他顾不上吃饭，就跑到
实地体验生活、采访老人，夜以继日抢时间创作。在贵
州的石阡县甘溪乡，他们采访六军团一次陷入敌人重
重包围的战斗：为掩护大部队突围，红军一部在甘溪阻
击敌人，弹尽后，百名红军集体跳崖。这激活了欧阳黔
森的英雄主义情结。那年，他的体重下降了 10 多公斤。

《雄关漫道》电视剧在中央一套播出后，好评如潮，获得
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金鹰奖”。

欧阳黔森的作品中，有很多是描写人与自然的冲
突，有人称他是生态作家。“地球的生态环境，已到了危
机重重的时期，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可是有多少人在
真正关心呢？又有多少人真正感觉到忧患呢？”欧阳黔
森不无忧虑地说。他在短篇小说《断河》的结尾中写道：

“是的，当老虎岭没有了老虎，当野鸭塘没有了野鸭，当
青松坡没有了青松，或者，当石油城没有了石油，当煤
都没有了煤⋯⋯人类多了，其他物种却急速消失。这样
的结果是人类最终自己灭了自己。”

要真正了解欧阳黔森，就要读懂他的作品。《奢香
夫人》《绝地逢生》⋯⋯在这些主旋律作品里，隐含着欧
阳黔森最重要的情感诉求。英雄情结或英雄主义的激
情、豪情，在欧阳黔森的作品里既是价值取向，也是他
写作的姿态和立场。今年，为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他
还写了组诗《民族的记忆》。在他的心目中，能够成为民
族记忆的，就是当年的抗战英雄。因此，我们才可以把
英雄叙事看作理解欧阳黔森全部作品的一把钥匙。

据了解，今年欧阳黔森带领一些作家先后深入到
贵州省 20 余个县，在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建立
创作基地，深入体验生活，并建立问责制度和追踪制
度，以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今年，欧阳黔森还在创作他的两部重点戏，一部是
茶人茶山的传奇故事，一部是当代戏《绣娘》。欧阳黔森
对《绣娘》的定位是讲述一个有梦，追梦，最后梦想成真
的故事。贵州少数民族众多，有苗族绣女、布依绣女、侗
族绣女、水族绣女等，她们绣的何尝不是锦绣中华、何
尝不是中国梦呢？

欧阳黔森非常热爱家乡,他竭力用文化精品展示
多彩贵州。他说：“贵州有很多独特的重大题材，既能展
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还能展示贵州人民的自强
自信。”

2009 年全国“两会”期间，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
的电视剧《绝地逢生》出自他手；2014 年在央视一套播
出的电视剧《奢香夫人》饱含着他的激情；目前，正在中
央八套播出的电视剧《二十四道拐》，他不仅是总制片
人，还是编剧。

欧阳黔森说：“《二十四道拐》秉承了‘大事不虚，小
事不拘’的原则，除尊重历史外，该剧也是第一次真正
从国际视野展现二战期间的中国抗战，以一段不可思
议的‘公路建设奇迹’和‘守桥传奇’，书写了一段几乎
被历史遗忘的国家记忆。”

近年来，欧阳黔森结合贵州重大题材笔耕不辍，努
力向世人展示贵州的历史事件、现实生活和自强自信
的奋斗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