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茫茫沙海，巍巍昆仑。在新疆和田地
区策勒县，在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
漠南缘，在海拔 2100米至 4500米的昆仑
山怀抱里，各族干部群众携手相依，在艰
苦的环境里，让戈壁荒滩林果成行，让高
山草场变成了牛羊的天堂，并先后涌现出
张永进、达芳等先进模范。

盛夏7月，《经济日报》记者辗转 1500
多公里，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
一牧场蹲点采访。深入干部群众中，记者
感受到一种激昂、一种担当、一种情怀。

进农户、钻菜棚、入校园、访牧工，在
一牧场，记者努力解开昆仑山的幸福密
码，记录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融情：民族团结一家亲

在一牧场，总能看到这样一个身影：
身着迷彩服，个头不高，面挂微笑。他叫张
永进，乳名叫喜喜，曾担任过连长，被各族
群众亲切地称为喜喜连长。“喜喜连长来
了，喜事就来了。”这是一牧场职工和周边
群众的口头禅。

一次，张永进去和田出差，在返回的
长途客车上，邻座乘客大声说，“喜喜连长
是我的好朋友，为人特别好，对咱们维吾
尔族群众特别关心”。其他乘客也纷纷称
赞喜喜连长，车里热闹起来。

“我并不认识这个人，但他好像和我
很熟。”张永进很纳闷。“你认识喜喜连长
吗？”他忍不住问邻座乘客。“认识，认识，
熟得很。”这位老乡说。“可我就是喜喜连
长啊，好像没见过你呀，不过谢谢你的夸
奖。”听张永进这么讲，邻座乘客窘得红了
脸:“哦！我只是听家里人常提起您，没想
到就在身边。”话音未落，车上乘客纷纷将
目光投向他们，笑了起来，随后不约而同
鼓起了掌⋯⋯

“我在昆仑山区生活工作了 50 多年，
是这里发展的见证人，民族团结的见证
人。”2014年底，张永进到了退休年龄，女儿
打算接他到和田市养老，但他舍不得这片
深爱的土地，又被团场返聘。“一牧场各民
族就是一个家庭，骨肉相亲。”张永进说。

张永进是一牧场职工的杰出代表，践
行民族团结的典范。一牧场有 2700多人，
少数民族占 63%，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最
为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团场。成立 65 年
来，一牧场始终把民族团结作为生命线，
为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民族团结贵在持之以恒、久久为
功。”一牧场党委书记、政委施永学告诉记
者，在一牧场，每年都进行民族团结总结、
评比、表彰，不断涌现出像张永进这样的
先进人物。

在牧场出生、工作、入党、成家的一牧
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图妮莎罕·阿卜杜热
合说，在刚刚过去的肉孜节，团场领导、汉
族同事和朋友纷纷到少数民族职工家中
祝贺。实际上，无论是古尔邦节、肉孜节，
还是中秋节，大家都是一起过。“你到我家
包粽子，我去你家吃馓子。各族群众不分
彼此，其乐融融。”他说。

在一牧场采访，记者还发现了一个有
趣的现象：一些职工的名字非常独特，比
如有维吾尔族职工名叫买买江·老王，有
汉族职工被唤作阿不都·小蔡、伊明江·

刘。这些组合式名字的背后，都隐藏着民
族团结一家亲的感人故事。

7 月 8 日晚，在一牧场文化广场，100
余人组成的威风锣鼓队正在表演，有维吾
尔族的，也有汉族的，大家身着统一服装，
精神饱满。这激越的锣鼓声，传递出民族
团结的力量，奏响了民族团结的赞歌⋯⋯

融合：兵地携手一盘棋

“叔叔好！”走进一牧场中学，孩子
们主动和记者热情地打招呼。古丽努尔
和阿卜力米提姐弟俩分别读小学四年
级和二年级，他们在父亲托乎提库尔班
的陪伴下，来到学校排练节目。他们家
住临近的奴尔乡尤喀克阿其玛村，并不
在一牧场。托乎提库尔班说，兵团学校
师资条件好，离家又近，所以将两个孩
子送到这里上学。

作为一所集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为一
体的全日制寄宿制学校，一牧场中学近年来
以优良的双语教育、完善的硬件设施吸引了
周边乡镇的孩子前来读书。目前在校的632
名学生中，有298名来自周边乡镇。

一牧场与策勒县 4个乡、33个自然村
相连，兵团职工与地方农民同日月、共风
雨，走出了一条融合发展之路。一牧场副
政委吴丹说：“我们用兵地一家人的眼光，
坚持产业发展共赢、城镇建设共推、社会
服务共享、生态文明共建等思路，促进了
发展深度融合。”

教育、医疗是民生之重，一牧场将学
校、医院向周边乡镇开放。学校的双语教
学不仅让孩子们受益，也让孩子所在的家

庭受益。在一牧场中学就读后，古丽努尔
和阿卜力米提的汉语水平提高很快，成为
父母的好帮手。遇到父母看不懂的汉字，
姐弟俩抢着翻译。

一牧场中学党支部书记谢贤碧自豪
地告诉记者，“学校已为周边乡镇培养学
生 2600 余名，其中有 200 多名少数民族
毕业生走上各级领导岗位，100 多名毕业
生成为专业技术人才”。

一牧场医院则把服务周边乡镇各族
群众作为己任，医院门诊和连队医务室几
乎每天都会接诊地方农村的患者。他们
还经常派出医护人员到乡村、牧区巡诊，
为地方农牧民防疫治病。

农牧业生产是兵团的优势。60 多年
来，一牧场形成了一套适合当地的种植、
养殖生产、管理体系。他们把先进技术毫
无保留地传授给周边乡镇的农牧民，有力
地推动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尤喀克阿
其玛村党支部书记吾布力海日·买提赛地
感慨地说：“麦子遭虫害了，一牧场给出主
意；羊娃子病了，一牧场给想办法，我们多
亏了一牧场这个好邻居。”

为优化种植结构、改善生态环境，去
年 6 月，一牧场与奴尔乡合作，共同改造
开发 3 万亩土地，并吸收剩余劳动力进
入团场连队。在这个兵地融合现代农业
示范区，记者看到，核桃林整齐划一，一
眼望不到边。25 岁的麦热木·买提亚森
正在林间劳作，她原是奴尔乡萨依巴克
村的农民，今年 3 月成为一牧场职工。
原来全家收入主要靠丈夫，现在夫妻俩
都 挣 上 了 工 资 ，还 在 牧 场 小 区 买 了 新
房。“生活美得很！”她高兴地说。

融智:共谋发展一条心

为加快发展改变面貌，更好发挥先进
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示范区的作用，一牧场
将人才支撑、聚才融智作为发展第一要务。

“用事业发展拴住心，才能留住人才；
留住人才，才能改变牧场面貌。”一牧场党
委书记、政委施永学坦言，在这地理位置
偏远、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如何留住人
才，的确是一道需要精心破解的难题。

如何拴心留人？我们从吴秋风的经历
中可见一斑。4 年前，吴秋风初到牧场工
作，在场部转了一圈还没用上一刻钟。当
时，她心里就打了鼓：“这里太小了，自己
能耐得住寂寞吗？”

然而，团场领导无微不至的关心，对
未来前景的展望，让她倍感温暖，很快适
应了工作环境。“场部很小，但一牧场又很
大，遍布昆仑山麓的百万亩草场、茂密的
果园，就是广阔天地，完全可以干出一番
事业。”团场领导的一席话，以及一牧场淳
朴厚重的民风，坚定了吴秋风留下来的信
心。2014 年 6 月 8 日，吴秋风与青年职工
杨斌举行了婚礼，把根扎在了昆仑山。

“团场领导给年轻人压担子，在基层
一线委以重任，这在一般单位难以做到。”
李良军来自四川绵阳，2014 年到一牧场
工作，不久就被任命为七连副连长，“自己
都感到能力强了，进步非常快”。

在引进人才的同时，一牧场还特别注
重培养少数民族年轻干部，一批青年人才
脱颖而出。三连副连长吐逊托合提·斯拉
吉充满干劲，倾力帮扶 7 户贫困户脱贫，
因表现优异，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弟弟买乎托提·斯拉
吉也入了党，迅速成长起来。

为解决医疗人员紧缺问题，服务好牧
场及周边乡镇各族群众，一牧场还采取引
智的办法，与兵团六师医院合作，在一牧
场医院挂牌第六师一牧场分院，六师医疗
单位派出医护人员，进行挂职帮扶。去年，
一牧场门诊总量达 6000 多人次，医疗服
务水平进一步提高。

一牧场除了在中小学生中开展双语
教育，还在机关干部、连队职工中，以党支
部为单位，采取少数民族与汉族结对互学
的方式，普及双语学习。目前，全场各级领
导干部均有一定的双语交流基础，一线少
数民族职工几乎都会用汉语交流。

融情是基础，融合是目标，融智是保
障。一牧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深化兵地
融合发展的实践，解开了昆仑山的幸福密
码，在各族干部群众交往交融、互访互助
中，迸发出不竭的发展动力。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
拓进取”。如今，在屯垦戍边伟大实践中，
一牧场各族干部群众秉承兵团精神，正激
情满怀，迈上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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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开 昆 仑 山 的 幸 福 密 码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一牧场蹲点采访记

本报记者 乔文汇

“我相信自己有一天也能变成美丽的白天鹅。怀
着这样的梦想，我一直努力前行。”日前，广东省梅州市
大埔县高陂镇平原村下着大雨，精诚支教团队的乡村
讲堂在村民廖金威家的老民居开讲，不时传出阵阵掌
声。除了教室，这里还设有图书室、活动室，是廖金威
和他所创立的精诚支教团队的支教点之一。

27岁的廖金威瘦高个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显得
沉稳和成熟。他是广东电网梅州供电局的青年骨干，但
其另一个身份为更多人熟识——精诚支教团队队长。

与书为伴

在学校读书时，廖金威是一位“学霸”。在爷爷的
熏陶和教育下，他从小熟读《三字经》、《增广贤文》等国
学经典。但“学霸”也曾经是一个留守儿童，童年的他
就与书为伴。

廖金威学习成绩好，每到假期，村里的孩子经常找
他讲解难题。于是，从高一起，他就开始收集整理学习
资料，制定简单的教学帮扶计划，支教梦想开始萌芽。

2007 年，廖金威以高分考取了华北电力大学。在
北京求学的几年中，他的支教活动都集中在寒暑假，只
要回老家，就会帮助周边的孩子。慢慢地，越来越多人
慕名前来求教。起初，他就在自己家里上课：一块小黑
板，十几个学生围着他。一位受过廖金威帮助的孩子
说，金威哥几乎从早到晚解决孩子们的问题，一般到第
二天，他的喉咙就嘶哑了。

以苦为乐

独行快，众行远。2011 年，廖金威大学毕业后毅
然回到家乡，对支教活动有了更长远的规划。

2013 年，他发起成立了精诚支教团队，坚持每年
在大埔平原支教点组织开展寒暑假大型支教活动，每
月举办学习答疑会。由于此前在家乡积累了一定的人
气，他帮助过的学生、梅州供电局的同事等纷纷加入团
队。支教 11 年，他的支教队伍从最初的一个人变成了
一个拥有 70多名成员的团队。

成立支教团队为廖金威长期支教打下了基础，但
很多困难也接踵而来。“每次支教活动要解决二三十个
小老师的吃住以及其他事宜。”廖金威透露，起初，家里
怕他太累，让他放弃。“我不想就此放弃。”咬咬牙，他还
是坚持了下来，并获得了家人及同事的热心帮助。

开展支教活动时，廖金威的爷爷负责烧开水，奶
奶负责去菜地摘菜，妈妈最累，每天要为团队准备一
日三餐。“当时，听到妈妈晚上沉沉的呼噜声，我很
心疼。”廖金威说。

让廖金威欣慰的是，一些低年级的孩子经常问他
何时能像他一样去支教。“我们的力量不大，但只要一
个人被带动、被改变，就会有更多的人被改变。只要坚
持下去，就一定会引起质变。”东山中学学生黄冰婧在
参加两期支教活动后这样说。

廖金威的支教精神，感染了一批梅州供电局的青
年员工。目前，他们正在申报成立“梅州市精诚公益教
育发展促进会”，关注儿童成长，给予留守儿童更多帮
助和引导；传播乡土文化，提升乡村教育。“在一起工
作，很容易被他身上这种正能量感染，去做这些力所能
及的事情。”梅州供电局员工曾锐明说。

以家为点

在廖金威家的老屋里，一字排开的书架整齐地摆
放着教辅、天文地理等各类书籍，共计 7000 多册。这
是廖金威和团队给乡村孩子们建造的“精神家园”。

早在读大学时，想要建设乡村图书馆的念头，就在
廖金威的脑海中萌发。他从同学中募集各种书籍，一
到假期就把书背回家乡，供村里的孩子们阅读。4 年
间，他从学校共计背回了上千本书。参加工作后，廖金
威把建设乡村图书馆的想法告诉周边同事，得到单位
的支持，为图书馆募集了 1600 多册图书。2015 年 12
月，精诚支教团队第一个乡村图书馆在平原村成立。

目前，精诚支教团队正着手打造乡村讲堂计划、反
哺自助计划等几个支教品牌。其中，乡村讲堂计划以
乡村图书馆为平台，定期邀请专家学者、青年榜样等向
当地学生开讲，指引、帮助山区孩子成长成才。

“反哺自助计划就是通过在支教点培养一批优秀
的学生，以榜样的力量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就读于当
地虎山中学高二的邓秀清说，她是这个计划的受益者和
支持者，现在她负责虎中小分队队员的管理和辅导。

“我个人的力量很有限，但我想做很多事情。”在
这条传递精神力量、知识力量的道路上，廖金威走得
很坚定。

乡村孩子的
课外老师

本报记者 张建军 通讯员 沈 甸

廖金威在支教。 （资料图片）

▶ 一牧场学校

的孩子们以民族团结

为主题的绘画作品。

本报记者 乔文汇摄
▼ 在兵地融合

现代农业示范区，一

牧场职工在工作。

本报记者 乔文汇摄

安徽省芜湖县湾沚镇桃园村濮阳圩
的洪水退去了，62岁的老党员王能珍却再
也看不到了。他主动从千里之外回乡救
灾，奋战 7 天 7 夜，在 7 月 7 日抢险中不幸
牺牲。

一个多月前，王能珍赴宁波探亲，看
望 在 部 队 的 儿 子 王 成 元 和 6 岁 的 小 孙
子。就在这时，连续的强降雨席卷南方大
地，芜湖县防汛抗洪形势十分严峻。王能
珍家附近的汪溪河水位暴涨，紧邻的濮阳
圩防汛压力陡然倍增。

本打算在儿子家待上一段时间的王
能珍，得知家乡汛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十
分焦急。他每天至少要打两个电话给家里
的妻子，询问汛情，并时常嘀咕着要回乡
参加防汛。儿子劝他：“你这么大年纪，身
体又不好，回去也帮不上什么忙。”他却倔
犟地说，“你别小看我，这个圩缺了我，可能
真就没人能管得住。哪怕我真帮不上什么
忙，站在圩堤上我心里也踏实”。

老王曾当过 5 年海军，练就了一身好
水性，又是老党员，村民们都信任他。每当
防汛期间圩口出现险情时，大伙儿首先就
想到他。老王也总会在最危急的时刻第一
个冲上去，濮阳圩历年的防汛抢险都留下
了他的身影。

6 月 28 日，一直惦念家乡水情的王能
珍再也坐不住了，匆忙收拾好行李，冒着

大雨连夜坐上了回乡的长途汽车。
7 月 1 日到 7 月 7 日，王能珍日夜奋战

在濮阳圩上。
7 月 7 日早上，连日的强降雨使芜湖

县濮阳圩一处发生管涌险情，村干部迅速
组织成立抢险突击队，赶赴现场应急抢
险。王能珍当时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刚
刚缓解，得知消息后主动报名要求参加。
上午 10 时左右，抢险突击队赶到出险现
场，立即组织 3 名年轻队员下水进行踩篓
作业。但由于缺乏抢险经验，忙碌了几个
小时，险情也没有得到有效处置。见此情
况，王能珍站了出来，凭借自己多年防汛
抢险的经验，奋不顾身地跳进五六米深的
激流中，潜入水底查找出了漏洞，并根据
漏洞位置提出了堵漏方案。一个多小时
后，漏点就被牢牢堵住，成功排除了险情。

抢险结束后，突击队准备回村短暂休
整。王能珍放心不下，对圩堤进行认真排
查，又发现一处斗门出现漏水险情，王能
珍再次跳入湍急的水中。由于不断有水流
下灌，此时，河水已在防水布上形成了一
个小漩涡，水下十分危险。第一次潜入水
底 2 分钟左右，王能珍发现水底的漏洞形
成一个漩涡。他浮出水面告知其他人，“漏
洞必须赶紧补，不然会越漏越大，会有破
圩的危险”。说完再次潜入水中，几分钟后
还未露出水面。同行的队员察觉情况不

对，赶紧拽起岸边的防水布将他救起。可
为时已晚，王能珍被救上岸后脸色乌青。
虽然经芜湖县医院全力抢救，但王能珍还
是永远地离开了。

王能珍 1972 年参军入伍，1973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党员、军人，是他最珍视的
身份。

即使农事再忙，村党支部组织的“三
会一课”等组织生活他都积极参加，一次
也没落下。对于组织发下来的各种学习资
料，他都精心保管、时常学习。光他手头保
存下来的历次修改的党章就有 5 本，就连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记录每月交 5 分钱的
党费证，他都完好无缺地保存了下来。在
王能珍的言传身教下，他的 2 个孩子都先
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女儿王志萍还当选
过镇党代表，4 口之家中有 3 人是党员，同
胞的 7 个兄弟姐妹中 4 人是党员，这个大
家庭成为远近闻名的“党员之家”。

王能珍的党员本色，在村里有口皆

碑。他承包了一口鱼塘，每到过年的时候，
都要挨家挨户送鱼。全村 50 多户送完后，
他才把剩下的鱼拿到市场上去卖。“双抢”
收稻子，稻田里大多是留守妇女，王能珍
先帮别人家收稻扛包，自己家的稻子常被
雨淋湿。

五保户周明贵生活困难，8 年前翻修
危房，王能珍始终义务帮忙。“比自己家盖
房还上心，5 天 5 夜没有回家住过。”妻子
付德芳回忆说。

平时对乡亲们大气，危险的时候更是
挺身而出。一户村民家失火，他冲进火海
救出村民，自己却被着火的房梁砸中了
头。还有一位村民去河里挑水，不幸跌入
河中，他跳下冰窟窿深潜四五米救人⋯⋯

“等一会儿忙完，我再吃一口。”7 月 7
日的中饭，就这样撂在了王能珍用生命保
卫的濮阳圩河堤上。但同时，一座用党魂、
军魂铸就的丰碑矗立起来，不仅立在濮阳
圩上，更立在百姓心中。

堵 险 英 雄 王 能 珍堵 险 英 雄 王 能 珍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白海星白海星 文文 晶晶

图为王能珍珍藏的党章等

。

本报记者

白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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