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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皮勒村二上皮勒村
□□肉孜肉孜··古力巴依古力巴依（（塔吉克族塔吉克族））//作作 迪丽努尔迪丽努尔··赛依迪拉赛依迪拉（（塔吉克族塔吉克族））//译译

冬季的一天，天气异常寒冷。在祖国西北边陲，塔什库尔
干塔吉克自治县被群山环绕，层峦叠嶂的大山银装素裹，塔什
库尔干河也看不到往日的波涛。蓝天一碧如洗，像一块巨大的
绿色幕盖，没有一块浮云。惟独太阳金灿灿的，挂在苍穹，向这
片洁白无瑕的大地挥洒着光芒。掀不起雪花的微弱寒风，却能
让暴露的脸庞像针刺般疼痛难耐。

明天，我准备启程去马尔洋乡皮勒村。回想第一次去皮勒
村的情景，身体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不止一次听人说，
现在的皮勒村已今非昔比，道路和村民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
化，但可能是40年前它留给我的印象太深，我还是有些怀疑。

皮勒村位于帕米尔崇山峻岭深处，是塔什库尔干塔吉克
自治县最边远的村落之一。前往皮勒村不但要翻越许多雪山，
入村前还要蹚过叶尔羌河流经的深谷，每一段路都是险途。春
夏叶尔羌河河水汹涌肆虐，秋冬则是暴风弥漫、大雪封山。皮
勒村人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一代一代繁衍生息。

第二天，洗漱完毕，在马尔洋乡政府工作的百合提夏就领
着一位塔吉克族男子来到门口，说：“叔叔，这个就是带你去皮
勒村的人。”

我转身仔细看了一下这位客人：他戴着一顶黑绒布蒙面
的平顶羊羔皮帽，内穿毛衣，一身灰色西装，眉毛浓密绵长，黑
色的眼珠非常有神，眼睫毛长长的，脸颊通红，显得很干练。简
单的问候之后，我邀请他们俩进屋共进早餐。

“叔，我就不进屋了，你们俩一块吃，吃好了一同出发就是
了。我要赶去上班，就不进去了。”百合提夏谢绝了我的邀请。

“哪有到门口不进屋的道理？进来进来，我们一起用早
餐。”我愠怒。百合提夏终于答应和那位客人进来。

“这样就好了！”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
“我叫达迪力。叔叔，我在皮勒村放牧。听说您要去皮勒

村，村第一书记热合曼大哥特意派我来接您。在来县城之前，
我爸再三交代，到了皮勒村，哪儿也别去，直接把客人带到家
里来。今晚要委屈您住我家了。”

听完他的话，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第一次去皮勒
村，我可是走了11天才赶到，他竟然说今晚要住他家。百合提
夏说：“叔叔，他是皮勒村乌里菲特夏大叔的儿子。他爸听说你
要去皮勒村，执意要让儿子开着私家车来接你！”

“真是这样吗？”我站了起来，握住达迪力的手，并亲吻了
他的前额。此时此刻，五六岁模样、赤身裸体的少年达迪力浮
现在眼前。“40年前，我曾住在他们家。那个时候，达迪力大概
也就五六岁。”我说道。

吃过早饭，我们一起出门，一辆墨绿色崭新的越野车停在
门口不远处。

“叔，请上车！”达迪力打开车门邀请我上车。坐到车里，我
再一次抬头观察达迪力。他给人的印象是坚毅、精神、活泼、值
得信赖。打火、启动、发车，他很娴熟，开着自家的小车，不难看
出他也很自信。

“这辆车是最近买的。我们皮勒村的农牧民在党中央的领
导下，大力发展经济，已经过上了美满幸福安康的生活了。自
治区派到我们村的第一书记热合曼大哥是个能人，给了我们
村很大的帮助。工作队的同志一家一户地走访，开展‘爱党爱
国爱家乡，倡导文明讲道德’教育，牧民群众的文化素质、精神
面貌有了很大的提升。现在，牧民住房条件大为改善，村貌大
变样。现在我们已经实现整村脱贫了呢！”

听着达迪力的话，40年前的一件往事忆上心头。
40年前，刚到皮勒生产大队的第二天，天虽然晴朗，但腊

月的寒冷叫人瑟瑟发抖。我坐在乌里菲特夏大哥家的炉灶旁
烤火，可他那小屋根本抵挡不住风寒。虽然在烤着火，但背后
就像是暴露在冰天雪地一样。就在这时，门突然开了，乌里菲
特夏领着两个汉族中年人进来。

两个人刚坐到褥子上，乌里菲特夏找出两件羊皮披在两
人身上。这时，我才留意眼前的两位：他们两眼深陷，嘴唇干
裂，脸色发紫，身子还在不停发抖。乌里菲特夏焦急地说：“家
里没有细粮，青稞面粉打的馕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吃下！”

“顾不了那么多了，你看他俩饿的！只要是能吃的就赶紧
拿出来……”看到他俩的情况，我也有点着急。

“你们好！”我用普通话问候道。
“还好，还好。”他们中的一位看着我说：“是这位老乡救了

我俩的命……”
“早上，我赶着生产队的牦牛上山放牧。当我准备下山时，

鬼使神差，好像有谁命令我朝山顶看一样。我抬头一看，就看
到两个人影在山头蹒跚，一会儿跌倒，一会儿爬起来。冰天雪
地的，他们跑到山顶干什么？我琢磨着肯定是在大山里面迷路
的人。再抬头看去，他们已经走不动了。我把几头领头的牦牛
拴在石块上，疾步朝山头赶。等我赶到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俩
甚至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来不及细想，我依次把两人背下
来，搭在牦牛背上驮了回来。”乌里菲特夏一口气说完了经过。

“你做得对！一次救下来两条人命，好！好！”我也激动了。
喝过了热茶，吃过了馕饼，两人的脸上有了些血色。他俩

像商量过了似的，来到乌里菲特夏面前，唰地跪了下来：“如果
没有您，我们可能早已没气儿了。我们身上没有啥东西，大恩
大德无以回报，就让我们留在您身边，给您干活儿来报答吧！”

乌里菲特夏听不懂他们的话，一头雾水。经过我的翻译，
乌里菲特夏连忙把两人扶起来：“都是一家人，哪来那么多讲
究！你们平安无事，是我最大的心愿。不要这样子，这就是你们
的家，放心住在这里，等把身体养好了以后，想走就走，不想走
就住在我这了。”

我把这番话翻译给他们俩，他们连忙说：“谢谢恩人！您的
大恩我们永世不忘！”

他们中的一人赶忙说：“我叫李济保，我的伙伴他叫王勇，
我们是从河南来新疆采玉的。一路上去了很多地方，最后，来
到这里。说实话，这里遍地都是奇石宝玉，尤其是白玉和墨玉
品位极好，一点都不比和田玉差。只是这山里的牧民们没有意
识到这些宝贝，还躺在宝石上面受穷呢。”

40年前的这一情节，像电影拷贝一样，瞬间在我的记忆
中重播了一遍。

“老弟，我记得40年前你爸曾经救过两个遇难的汉族兄
弟，他们后来怎样了？你们有过联系吗？”我问达迪力。

听到我的问题，达迪力似乎很兴奋：“你问的可是李大哥
和王大哥他们俩？他们和我们就是一家人！可以说比亲兄弟还
亲呢。这两位叔叔是我们家的福星！休息了一段时间，他们身
体恢复利索之后，爸爸亲自送他们走了。没过多久，他们又回
来看望我们。爸爸和他们结成异姓兄弟。他们教会爸爸鉴别宝
石的技术，还资助我弟弟到北京学习玉石鉴别、打磨、雕刻技
术。后来，我们开了一家玉石商店，我们家的致富之路就是这
样开始的。不光是我们家，他俩对我们村的帮助也是很大的。
村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也有他们很大的功劳。对了，王大哥自
告奋勇地担任小学教师，教授村里的孩子学普通话，孩子们普
通话水平提高得很快。所以，我们给王大哥起了一个塔吉克族
的名字，叫‘夏德曼’（欢乐、喜悦、快乐之意）。”

达迪力的话就像滚滚河水，滔滔不绝。听了他的这些话，
我希望快一点到达目的地。

“大哥你看！”达迪力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我顺着他指的
方向望去，一座精美的大桥飞架在河床上。达迪力说：“从前，
因为这条河的缘故，往来于皮勒村的人被挡在河谷两端，一耽
误少说几天，多则几周，困在这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经常
有冒险涉水的人被这条河冲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谁也没
有想到，有一天会有这么大的一座桥架在上面。”

是啊，我在第一次来皮勒村的时候，就在这岸上被困了两
天两夜。坐在车里，我把40年前的情形和眼前的变化作对比，
何止一个“翻天覆地”能形容得了啊！从前狭窄崎岖的山道早
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平坦笔直的柏油马路，沟沟坎坎、
河流山川被雄伟的大桥覆盖相连……

“到了！我们到皮勒村了！”达迪力开始慢慢减速。
“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吗？”
“我们走了5个钟头了！你一路上只顾看风景、听我说话，

没感觉走了这么久。”
太阳还没有挪移到西面，我们竟然就到了皮勒村！又走了

不远，经过了漂亮、整齐的街区，越野车停在一座大宅前。达迪
力先下了车，他一边给我开车门，一边大声朝院子里面喊：

“爸！爸！客人来了！”
从大门里拥出一群人。乌里菲特夏从人群中冲过来，我们

热烈拥抱。
“这不，我们又见面了不是！”我说。
“是啊老弟，我们在最恰当的时候又见面啦！现在可不是

40年前，我可以更好地接待你啦！”乌里菲特夏激动地说。
我打量了一下周围，变化确实大！原先那些土块搭建的、

快要垮塌的房屋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砖混结构的漂亮洋
房。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换成了平展宽阔的硬化马路。道路两
旁整齐的农舍，门边围着别致的栅栏，一行行整齐的果木，别
有一番风味。再看新落成的村委会、幼儿园、文化活动室、图书
室，更是锦上添花，把这个位于大山深处的小村落装扮得格外
娇艳，与蓝天、绿水、银山交相辉映。

“大兄弟，村子的变化翻天覆地，村民们的生活大变样。这
些要感谢我们党的好政策，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
祉……”乌里菲特夏一口气说了一大堆。

一进这间大屋子，我又吃了一惊：房间很开阔，客厅里安
放了沙发、茶几等，现代家具一应俱全。沙发对面的墙壁是一
个完整的壁柜，上面摆满了装饰品，中间是一个很大的电视
机。卫生间、厨房装修得很好，浴室单列。

“想想当初，做梦都没想过有一天能住进这样的屋子。有

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这是真的。现在的日子过得舒坦！什么
都不缺了！”老人骄傲地说。

喝过茶后，乌里菲特夏牵进来两只肥大的绵羊：“老弟呀，
你这是第二次来我们皮勒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当时囊中
羞涩，但现在不同了。所以，这次要好好地招待你！”

此时，我想起了40年前，我到乌里菲特夏家里经历的一
段往事。当时，县里派来陪同我的是一个20多岁的塔吉克族
青年。他消瘦，不善言谈。我们一起跋涉，天黑了就在山上睡，
天亮了就赶紧赶路。经过打听，我这才知道他叫乌里菲特夏。

我们走到托噶德尔达坂的时候，他终于主动开口了：“马
匹驮着货物是无法翻越这个达坂的，马背上的这些东西还是
让我来背好了。”他说着，将马背上的所有东西卸下来，背在自
己身上，牵着马娴熟地开始爬坡。没走几步，因为山高路陡，空
气稀薄，我已经感到呼吸困难，喘得很厉害，但我一步不离地
跟着乌里菲特夏的脚步。最终，我们翻越了托噶德尔达坂，来
到一处深谷。此时天色已经较晚，我们走到一个又破又矮、四
壁透风的简易小屋前。

“这是我的陋居，”乌里菲特夏说，“生产队队长库尔班江
的屋子还在3个小时的路程之外，你就在我这里将就一宿，明
天我再送你到生产队去吧！”说完，他把我引到他家。这间屋子
很小，里面住着乌里菲特夏、他妻子，以及4个年幼的孩子。看
见男人领着生人进来，他妻子用干草引燃了灶火。家里没有
灯，哪怕是油灯也没有。灶子的火勉强照亮了屋子，我这才留
意房间的布置。地上铺着一块没法判断颜色的、又旧又硬的烂
垫子，还有两块破毡子。再看几个小孩，一个个都没有衣裳，都
披着羊皮，骨瘦如柴地瑟瑟发抖，缩在角落。炉灶点火了之后，
他们也赶紧围了过来。一群人围在炉灶边，稍微暖和了之后，
女主人铺上了餐布，每人面前摆上了半碗玉米粥。

“我们山里人实在困难，连往客人面前摆一整碗饭的能力
也没有。”乌里菲特夏的话带着哽咽的腔调。

乌里菲特夏在生产队放牧，还得做勤务，同时还负责运
输任务，就是把县里分配给生产队的有限的生活必需品运回
来，送到生产队惟一的袖珍商店。这期间，要翻越冰山雪峰、河
流峡谷，其中很多路段都是牲畜也很难行走的险道。有的时
候，生产队有危重病人，他还是“救护车”，搭背着病号往返在
县城和冰天雪地之间。在这过程中，有多少次被困在冰雪之
间，手脚冻出冻疮，吃了很多苦，经历过很多危险。即便是这
样，他从来没有退缩过、抱怨过，总是能够完成生产队交给的
各项任务。他也因为这坚毅善良、吃苦耐劳的性格而受到生产
队和社员的尊重和爱戴。即便如此，他的生活依旧艰难。

在这个屋子里睡觉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围着火塘熬到了
天亮。早晨，我们的早餐依然是半碗玉米粥。我观察到，乌里菲
特夏的几个孩子直勾勾地盯着饭碗。

这个家那时候的寒酸，还驻留在我的记忆中，无法抹去。
“老弟呀，还是到客厅坐吧！”乌里菲特夏的话打断了我的

回忆。我转过身看他，脸上洋溢着幸福。客厅已经用上了电暖，
温暖如春。我坐在崭新而且厚厚的坐褥上，看着整齐的墙柜，
硕大的电视机摆在中央。侧面也打了整墙的墙柜，柜子里摆满
了整齐摞起来的缎面被褥。正对着门的墙上，挂满了“先进生
产者”“富裕家庭”“生产能手”“优秀牧民”“民族团结先进个
人”等荣誉证书，十分显眼。

一屋子人天南海北地叙旧，谈起新疆这些年来的发展变
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派出得力干部到基层，加
强扶持力度，让大家脱贫致富奔小康。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
就连皮勒村这个地处高山峡谷深处的偏远小村，如今都像一
个小城镇，农牧民都过上了红红火火的幸福生活。乌里菲特夏
等牧民勤劳致富，不断养殖牲畜，从深山里找来奇石宝玉，加
工雕琢，开办店面，经商务工，提高收入，生活一天天改变，一
年好于一年。皮勒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驻皮勒村第一书记热合曼介绍说：“皮勒村有116户，496
人。之前，94户414人是深度贫困家庭和人口。在扶贫帮困工
作中，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关于扶持边远少数民族地
区的有关帮扶政策，因地制宜，从每家每户实际出发，从以前
的着力‘输血’，转变到增强‘造血功能’，帮助村民每户至少培

育一项产业、至少有一个从业人员获得特色致富项目，一扶到
底，做到停扶能自立、收入有增无减。去年年底，村民人均收入
突破一万元，完全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感谢党，感谢政府，让我们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
活！”乌里菲特夏动情地说：“走！我带你转一转我们村的巴扎，
让你开开眼界！”

精致的宝玉石一条街虽然不是很宽大，但每家每户均有
一个店面，店里陈设着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的奇石宝玉，
很是吸人眼球。当我们来到巴扎的时候，这里已经熙熙攘攘
了。不愿经商的山民早已改变观念，市场经济思维已经深入人
心。市场里，除了宝玉、宝石以外，还有很多珍稀草药，以及各
种精美的刺绣品、绿色食品等，琳琅满目，目不暇接。

我看见一个身穿西装、扎着领带、头戴礼帽的青年，不禁
和他打了一个招呼：“老弟留步！请问你从哪儿来？是来旅游，
还是购物？”

“我没从哪儿来，我就是土生土长的本村牧民。”看来他没
有因为我的冒昧而不高兴。无论是穿着打扮，还是精神气质，
从哪个方面看，他和城里人没有什么两样。

走着走着，我遇到了今年已经82岁的老牧民霍西纳扎
尔。他对我说：“想当初啊，我们太穷了，穷得连一身完整的衣
服都没有啊！那会儿你来村子，因为身上没有衣服，我都没脸
下山见你。现在好了！这不，我是专门来看你的！在党的领导关
怀下，我们现在的日子比蜜还甜。我常进山，采摘库鲁姆草、拉
达力奇、坎提帕、卡拉犀浦、补孜拉其等名贵草药，还有宝石玉
石，拿到这个巴扎来销售，来旅游的游客可喜欢买了，收入相
当不错！”

在这个村巴扎，牧民们还做一些塔吉克传统美食。热合曼
介绍说：“游客特别喜欢品尝塔吉克族风味的饭菜，因此，我们
鼓励村民在村巴扎的夜市销售自制的饭菜，大受游客欢迎。游
客可以品尝到地方美食，牧民提高了收入，实现双赢！”

同时，牧民对文化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唱歌、跳舞以及一
些精心组织的文艺演出，都开展得有声有色。鹰笛奏起，男男
女女翩翩起舞，舞场顿时热闹非凡。在我兴致勃勃地观看精美
的鹰舞表演的时候，一声“您好，大叔！”的问候声打断了我的
注意力。抬头看去，一个西装革履、手持塔吉克热瓦普的青年
站在面前。

“我叫撒莱姆，是本村的牧民。现在，我们的生活富裕了。
我想用我的歌声表达我对党和政府，还有带领我们勤劳致富
的驻村工作队的干部，表达我们由衷的感激和敬意。”青年说。

“太好了！我们洗耳恭听。”我回应道。
热瓦普清脆的旋律奏响了。小伙子表演了《党的恩情永铭

记》《工作队和我们心连着心》《我们是快乐的塔吉克人》等一
组歌曲。撒莱姆的音色很好，热瓦普弹得娴熟，唱得非常投入。
他唱完，我赶紧起身，握住他的手，说：“撒莱姆老弟，感谢你，
你的歌曲真的打动了我的心。很感人!”

看着村里干净、整齐的街道，我不禁感慨万千。热合曼说：
“为充分利用我们村的自然环境优势，实实在在地提高牧民收
入，我们首先做好了“净化、美化、靓化”工作，这包括个人卫
生、家庭卫生、公共环境卫生三个方面。为此，我们工作队的同
志一户一户地进到村民家进行指导和帮助。”

来自县法院的驻村干部道拉提凯戴姆·吐尔逊说：“扶贫
先扶志，提高农牧民的素质很重要，要耐心地教授他们致富的
技术，还要教会他们现代生活理念。现在到牧民家里，在街上，
不难发现，村里的牧民非常讲究卫生，穿着打扮干净、整齐。在
青年当中推广普通话。现在，他们均可以用普通话对话了。”

“皮勒村这两年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书记热合曼大哥用
自己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感染了整个工作队，乃至整个村的
村民。他带领村民们打造了一个环境优美、村民富裕的美好村
落。”副乡长尼噶尔艾力深情地说。

“你说得很对！百闻不如一见，早听说皮勒村的变化很大，
但到了这里，亲眼看到了这些成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太感动了！祖国大家庭温暖了塔吉克牧民的心。在党和政
府的关怀下，人民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我激动地说。

“皮勒村最大的财富就是山里的珠宝玉石、珍稀草药，这
是吸引游客不可多得的资源，是财富。我们在改善村民住房条
件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庭院旅游产业，聘请厨艺高超的教师授
课，举办了几期烹饪学习班，每家每户至少一人参加培训，每
一个家庭都是一个旅游接待点，每家每户都能烹饪出一桌宴
席。然后就是下大力气，改善村容村貌，房前屋后种植花草、树
木，沿街路面搞好绿化，在空旷处种植2000多株桑树、5000
多棵苹果树和一万多棵优质杏树，村里的景象大为改观。以
后，游客再来皮勒村，就会感觉好像来到了一座花园般美丽的
果园。”热合曼动情地说。

在皮勒村，我深切地感受到乡村振兴的鲜活风貌。祖国温
暖滋润了牧民的心，党的恩惠惠及边远山区牧民，让大家都过
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沐浴在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当中，怎么不
让人感慨万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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