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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起，落了一阵雨，刚好把地皮打湿。每

天早晨洒扫庭院，是茹仙汗·再依东奶奶几十

年的老习惯。空气凉爽，院子中葡萄架下、门

口两侧，还有贴了白瓷砖的台阶、窗台上，所

有的空地儿都被茹仙汗·再依东奶奶见缝插

针地摆上花盆。百余盆花齐刷刷地列着队，

月季花、小黄菊、指甲花、长春花、碧冬茄、夹

竹桃……还有些叫不上名的花。它们全然不

在乎花盆大小、漂亮或简陋，一盆盆兴高采烈

地盛开着。

一

2021 年 夏 天 ，我 到 吾 夏 克 铁 热 克 村 采

风，认识了茹仙汗·再依东奶奶。临走时，奶

奶拉着我的手再三嘱咐，明年夏天一定再来。

今年夏天，我又来到吾夏克铁热克村。

一进村子，就直奔茹仙汗·再依东奶奶家。现

在，奶奶家的旧木板门换成了双扇铁艺大门，

汽车可直接开到院子里了。

走 进 熟 悉 的 院 落 ，我 立 刻 被 鲜 花 簇 拥

着。茹仙汗·再依东奶奶笑盈盈地迎上前。

“看看，我的家是不是更漂亮了？”

茹仙汗·再依东奶奶热情地请我坐下。

我一边慢慢喝着奶奶端上来的热茶，一边欣

赏鲜花盛开的小院。

茹仙汗·再依东奶奶真有心。两扇院门

被漆成绿色，上面画着各种花，犹如从草原上

揭下一角立在墙壁上。大门两边则种上了夹

竹桃，绿叶伴红花，美景叫人陶醉。

吾夏克铁热克村是阿瓦提乡八个村子之

一，阿瓦提乡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

的一个乡。

几十年前，茹仙汗·再依东嫁给铁力瓦

地·努肉力。可是，坐毛驴车嫁过来的第一

天，她哭了。没想到吾夏克铁热克村只有十

多 户 人 家 ，家 家 住 破 旧 的 土 平 房 。 铁 力 瓦

地·努肉力的家连院墙和大门都没有，地上

杂草丛生，唯有一棵桑树，落着几只叽叽喳

喳的麻雀。

生活总要继续。勤快的茹仙汗·再依东

铲除杂草，用捡来的盆盆罐罐种花。没钱买

花，就种些耐活、花期长的小花。鲜花是神奇

的药、温柔的手，慢慢抚慰着她的心。茹仙

汗·再依东相信，有花的地方就有希望。

如今，吾夏克铁热克村再不是从前路边

只有几棵小白杨的模样。这几年的发展，更

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坑洼不平的土路变

成笔直平坦的柏油路，旧房子全部拆掉、盖起

宽敞明亮的大房子，家家门前绿树成荫、鲜花

环绕。

村干部和村民一起想办法、一同劳动，变

废为宝，把搜罗来的废旧轮胎、废旧木板，做

成了许多花箱；在村子的每一条道路两边种

上 夹 竹 桃 ，红 艳 艳 的 花 如 栖 落 在 村 庄 的 云

霞。后来，他们又在村子主路旁焊接三百米

拱形铁架。刷漆的时候，大伙猜肯定是葡萄

长廊，葡萄廊是新疆的特色。过了几天，当看

到村干部从车上搬下一盆盆玫瑰花，大伙才

知道猜错了，原来是玫瑰花长廊。从春到夏，

玫瑰花长势旺盛。特别是夏夜，置身玫瑰花

长廊，花香阵阵，夜风清凉，与邻居聊聊天，别

提多舒服了。

二

阿瓦提乡沿孔雀河两岸，种着近十万亩

香梨。香梨成了当地百姓的致富树。每年春

天，梨花盛开的时节，千树万树梨花如雪染大

地、如云憩人间。城里人纷纷来此赏花。秋

天，香梨丰收了，压弯枝头，城里人又成群结

队来采摘。

2020 年，阿瓦提乡对吾夏克铁热克村重

新定位规划，茹仙汗·再依东奶奶家门前的路

重新整修，打造为乡创美食街。对面的香梨

园则改造成民宿主题公园，民宿建成了一个

个香梨造型。村主干道还建了百米梨花长

廊，太阳下山之后，梨花长廊彩灯闪烁，缤纷

绚烂。

茹仙汗·再依东奶奶告诉我，现在，满村

子跑着电动车、摩托车和小轿车，村里人进城

方便得很。再漂亮的花，一脚油门，就能上城

里花卉市场去买。村子被打扮得越来越美，

2020 年 5 月，吾夏克铁热克村被评为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乡村旅游重点村。

吾夏克铁热克村位于库尔勒城边，美丽

的村庄吸引了不少城里人来玩。欣赏过庭

院，游客还可以在这里吃到可口的美食，抓

饭、拉条子、揪片子、烤肉……城里没有的，

这里有；城里有的，这里的味道更地道。到

了晚上，游客可选择中意的农家民宿，住一

宿。尤其是从其他省份来的朋友，或住在地

下铺着花毯、墙上挂着花毯、床上还是花毯

的房间，或钻进香梨造型的小屋，或在香梨

园搭帐篷露营，吃自己动手做的烤肉，都是

全新的体验。

而对茹仙汗·再依东奶奶他们来说，自己

做的美食有人爱吃，自己种的花有人乐意欣

赏，自己精心布置的房屋有人喜欢住，关键是

还有钱挣，这样的日子谁不满意？

三

吃过早饭，铁力瓦地·努肉力爷爷和茹仙

汗·再依东奶奶收拾停当后，敞开大门，搬着

小凳坐到小院的门口。

不一会儿，孜乃提汗·买买提领着孩子从

茹仙汗·再依东奶奶家门前经过。

“这是去哪儿啊？”茹仙汗·再依东奶奶笑

着问他们。

“茹仙汗·再依东奶奶，我们去咱乡的明

昆格尔村看恰玛古花。”孜乃提汗·买买提告

诉奶奶。

“ 嗨 ，恰 玛 古 花 咱 村 公 路 边 种 的 都 是

……”奶奶说。

“奶奶，不一样的。”孜乃提汗·买买提笑

了：“明昆格尔村那是一片花海，全是恰玛古

花，金灿灿的，又好看又香。”

“种那么多恰玛古，就光看花吗？”铁力瓦

地·努肉力爷爷略有所思地问。

“爷爷，当然不是只看花。这花，能做好

多事儿呢。”孜乃提汗·买买提告诉爷爷，她

有个朋友就在那里干活儿，活儿不累，每个

月 有 稳 定 收 入 。 每 天 ，城 里 来 看 花 的 人 很

多，汽车排着长长的队。恰玛古花开一个月，

每天大约 500 人来看花，门票每人 10 块钱，收

入可观。花海的旁边有巴扎，巴扎上，光是卖

6 块 钱 一 碗 的 凉 粉 ，一 天 就 卖 出 去 几 百 碗

呢。花谢了还要收种子，每公斤 14 元，初步

一算可以收入小 20 万元。收完种子，接着

种植玉米……

爷爷奶奶听得入了神。

“咱们村的村干部脑袋里的办法多得很，

大家日子好过了，他们辛苦了。”

“可不是。我们想到的他们替我们办到

了，我们没想到的他们也想到了。”

“ 爷 爷 奶 奶 多 多 保 重 ，好 日 子 还 在 后

面呐。”

“快去吧，孩子都等不及了。”

茹仙汗·再依东奶奶目送着孜乃提汗·买

买提领着孩子走远。突然，头顶传来“嗡嗡”

的声音。茹仙汗·再依东奶奶吓了一跳。铁

力瓦地·努肉力爷爷抬头望了望，对奶奶说：

“别怕，是无人机。”

“无人机，那是什么？”茹仙汗·再依东奶

奶定了定神，抬头看了一会儿。无人机朝着

村边的香梨园飞去。

“那是专门给香梨花授粉、打药用的。”爷

爷告诉她。

奶奶有点困惑了，盯着老伴儿问：“那不

用蜜蜂了吗？”

“用这个授粉比蜜蜂授粉坐果率高得多，

亩产 1000 公斤香梨呢。”

“真了不得！现在干啥都讲科学。想不

到，想不到。”

四

太阳爬到村口那棵大桑树顶上时，第一

拨游客就进了村。村口传来游客的欢笑与称

赞声。村里的人们也都准备好了。游客一进

村，各家各户的叫卖声便响起来了，一家比一

家声高，整个村庄顿时热闹起来。

铁力瓦地·努肉力爷爷和茹仙汗·再依东

奶奶虽然老了，但也不闲着。收拾好做饭的家

伙、吃饭的场所，给游客提供地方。城里来的

人喜欢在鲜花丛边烤肉、做饭，嗅着花香，吹着

凉风；喜欢在葡萄架下吃饭、唱歌、跳舞……

这时，一群年轻男女走进茹仙汗·再依东

奶奶家。

“太美了！”“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小院，就

是这家了。”“今晚咱们不走了，住这儿吧。”

茹仙汗·再依东奶奶听到别人夸自己的

家，脸笑得像一朵花一样。她赶忙迎上前，招

呼客人进屋里看看。

参观完房子，一群年轻人择菜、洗菜、切

肉，自己动手做饭吃。家家户户都忙起来了，

烤肉的香味儿翻过院墙在村子上空飘荡。

茹仙汗·再依东奶奶跟我小声嘀咕，这一

个周末过去，生意最好的人家能挣三五千，自

己不出家门也能挣个几百块。从 2018 年夏

天开张到现在，已经有不少进账。她计划用

这笔钱把院子的地面修一下，换一张新的雕

花床榻，再做些花架，这样可以多种些花。

转眼就到了傍晚。夕阳把天边染成玫瑰

色，有些游客陆陆续续离开村子。

门口，铁力瓦地·努肉力爷爷跟客人们道

别，欢迎他们下次再来。

送走了客人，铁力瓦地·努肉力爷爷对

我们说：“夜市马上开张了，我要去看大家跳

舞了。”

茹仙汗·再依东奶奶笑了，转过脸来对我

说：“你也去看看，夜市热闹得很。”

“时候不早了，我下次再来！”我与两位老

人告别。茹仙汗·再依东奶奶身着红绿相间

的艾德莱斯长裙向我摆手，明媚灿烂。

图①：吾夏克铁热克村一角。

兰天智摄

图②：库尔勒香梨。

郑宇涵摄（影像中国）

图③：游客欣赏盛开的恰玛古花。

毛成玲摄

制图：赵偲汝

鲜花簇拥的村庄
李佩红

盛夏时节，田野上大片大片的麦浪闪烁

着耀眼的金色，夏粮丰收的图景让人心醉。

四季分明的华北平原，是我国小麦的主

产区。地处黄河下游的山东，得天独厚的土

壤和气候条件，决定了这里生长的小麦的好

品质，这也让吃面食成了很多山东人的习惯。

做馒头、蒸馒头、吃馒头，在很多人的眼

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人们从田野上劳

作回来，孩子们从学校放学回家，只要是饿

了，便随手抓起一个馒头吃了起来。一个馒

头下肚，立马充了饥解了馋。

在我的家乡山东胶东一带，馒头以“大”

著称。在那里，一斤一个的馒头很平常，十

几斤一个都算不上很大。最大的有几十斤，

白白胖胖的，需要特制的大蒸笼和大锅盖才

能蒸熟。平时吃的时候，需要先把大馒头切

成片。

其实，山东馒头也并非全都硕大无比。

有些地方爱做花饽饽，各种造型，小巧精致，

栩栩如生。这样的花饽饽不仅受当地人喜

欢，外地人也慕名前来采购。如今，当地做花

饽饽的队伍不断壮大，过去的小作坊发展成

了大工厂。特别是临近春节时，订单像雪花

一样飞来，乡下各村镇都忙得热火朝天，做馒

头成了富有特色的富民产业。

除了筋道耐嚼、口味醇厚的戗面馒头，造

型多样、可爱别致的花饽饽，还有两头尖、中

间粗的签子馒头，比脸盆还大的大寿桃馒头，

用红枣点缀的枣馍馍……山东家庭大多自家

都会做馒头，各家有各家的特色。对于孩子

们来说，馒头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从

小到大，无论走到哪里，这味道一直根植于心

——那是幸福的味道。

山东馒头之所以好吃，关键技术在于戗

面。戗面绝对是力气活，需要一边不停地揉

面，一边不停地加入干面粉，反复揉捏面团。

如此，方可压得实，保证蒸出来的馒头有嚼劲，

表面有光泽，麦香味浓郁，持久耐放不易变质。

想做出正宗的山东戗面馒头，最好用“老

面”发面。取适量的面粉，加水揉成面团，装

在密封的保温盒里。面团自然发酵充分，就

成了老面。记得母亲当年制作老面引子，习

惯在做馒头时，将发酵好的面团拧下一块，团

成一个个瓶盖大小的小饼，晒干。以后每次

做馒头时，将老面用水稀释一下，加入面团里

即可。用老面制作戗面馒头，一定要多次少

量加入干面粉，不要一次加过量，否则馒头戗

面不均匀。制作戗面馒头，比普通馒头的发

酵时间要长一倍，蒸制时间也要长一倍，这样

做出的馒头才地道。

青岛崂山脚下有一个王哥庄，盛产大馒

头。那里的大馒头用当地崂山泉水和面，手

工揉捏、木柴烧火、大铁锅蒸制，馒头口味纯

正香甜。王哥庄的巧妇们在传统馒头的基础

上，进行工艺改良和精细加工，使得那里逐渐

形成以大馒头为主打，配以老虎、燕子、福寿

桃、元宝、鱼虾等花样的系列馒头产品。每到

过年时，青岛人都会把王哥庄大馒头作为必

备的年货。作为青岛当地具有代表性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王哥庄大馒头已远销海内外。

山东传统的特色馒头，这一在岁月长河

里流传下来的民间手艺，蕴含齐鲁风物之美，

揉入淳朴民风民俗，凝聚齐鲁儿女的勤劳智

慧，体现着中华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麦浪金黄 馒头飘香
于保月

“跟你说把焊接铝合

金 难 题 发 到 创 新 联 盟 平

台上求助，去年说今年又

说 ，你 横 竖 听 不 进 去 ，只

会 闷 着 头 干 。 不 相 信 网

络，也不相信别人。照这

样 下 去 ，耽 搁 生 产 怎 么

办 ？”公 司 工 会 田 主 席 数

落 着 有 点“ 一 根 筋 ”的 陈

浩然。

这 话 ，田 主 席 说 过

几 次 。 不 过 ，陈 浩 然 有

点 不 服 气 。 他 心 想 ，谁

会 无 偿 把 绝 活 、秘 诀 传

给别人呢？

俗话说：“一招鲜，吃

遍天”。陈浩然刚工作那

会儿，很多青年职工为避

免 下 岗 ，渴 望 一 技 傍 身 。

陈 浩 然 所 在 的 中 国 一 拖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为 青 年 工

人 们 指 定 了 学 艺 的 师

傅。可是，有的师傅看重

手里的技术，担心教会了

徒弟，自己就有下岗的风

险，教得并不用心。

陈 浩 然 的 父 亲 对 他

说 ：“ 技 术 能 力 是 你 一 辈

子安身立命的根基，有真

本 事 最 重 要 。”陈 浩 然 苦

学苦练，认真钻研。他走

过很多弯路，吃了不少苦

头 。 他 自 己 也 记 不 清 被

电 弧 光 打 过 多 少 次 眼 睛

了 ，一 双 眼 睛 肿 得 厉 害 ，

疼 痛 得 如 被 无 数 根 针 刺

戳，整夜难以入睡。至于焊渣落在耳朵、手背、脚踝等处，烙

伤后留下的疤痕，更是不计其数。

就这样拼命干，陈浩然终于取得了焊工证，并在技能大

赛上拔得头筹。此后，他又成为高级技师，获得“全国技术

能手”“河洛工匠”等许多荣誉。凭着刻苦钻研的劲头，陈浩

然解决了公司内外一连串生产难题。

此时，听了田主席的话，看着焊缝冒出的缕缕白烟，听

着因为漏气而发出的“刺刺”响声，陈浩然不由感叹：“唉，

焊接铝镁材质怎么这么难呀！”

去年，一拖公司将制氧机空气分离塔中环境温度零下

近 200 摄氏度的铝镁材质管道的焊接，列入创新项目，希望

陈浩然工作室尽快破解。陈浩然拿出了当初学艺时硬啃硬

磨的劲头，可还是不得要领。变形、凹陷、气孔等问题时不

时冒出一个半个。他心中懊恼，觉得愧对公司的信任，也心

疼那损耗的一堆堆焊条。可是，他又很执拗，不相信创新联

盟平台能派上用场。在网络空间里，人家怎么会把看家本

领平白无故地分享给你呢？弄不好学不到人家技术，自己

的看家本领还会被学走。

可不管怎么说，自己总归是没成功，挨训也没啥委屈。

可 通 往 成 功 的 道 路 在 哪 里 呢 ？ 难 道 田 主 席 说 的 真 是 个 方

法？既然没有其他办法，那就试试吧。

当天中午，陈浩然没顾上吃饭。他趴在电脑前，打开了

河南省“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联盟”云端平台。为了

更快更好地解决企业生产中的技术难题，河南省总工会和

洛阳市总工会搭建这一平台，把分散在各个企业的劳动模

范和工匠人才集中起来，学习借鉴、共同攻关、成果共享，实

现“1+1＞2”的效果。

陈 浩 然 浏 览 着 云 端 平 台 ，平 台 上 创 新 工 作 室 、揭 榜 攻

关、工匠讲堂、技术论坛等板块架构整齐。不少来自机械、

建材、化工、钢铁等行业的技术工人在平台上发榜、揭榜、

发 布 专 利 、开 展 技 术 培 训 等 。 随 即 ，陈 浩 然 把 自 己 焊 接 铝

镁 材 质 管 道 所 遇 到 的 困 惑 和 难 题 发 布 在 了 平 台 的 揭 榜 攻

关栏目上。

下午，陈浩然打开网页，惊喜地发现有人回应了自己的

发榜求助。看揭榜人给出的办法，思路清晰明了，分析严谨

透 彻 ，方 法 专 业 靠 谱 。 看 来 ，揭 榜 人 是 真 心 诚 意 传 授 真 本

领。陈浩然很是兴奋，想立马请人家前来手把手指点。

第二天一上班，同为“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领

衔 人 的 中 国 石 油 天 然 气 第 一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曹 遂 军 师 傅 如

约来到陈浩然工作室。曹师傅直奔主题，一边讲解一边实

际操作。曹师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陈浩然时不时插话

询 问 ，曹 师 傅“竹 筒 倒 豆 子 ”—— 不 藏 不 掖 ，把 绝 活 全 亮 了

出来。

曹师傅右手握焊把，中指关节弯曲，微微前突，在焊件

的 管 壁 上 找 到 支 撑 点 ，左 手 有 节 奏 地 捻 送 焊 丝 。 不 大 一

会 儿 ，单 面 焊 接 双 面 成 形 ，一 条 均 匀 的 鱼 鳞 状 焊 缝 将 两 根

铝 合 金 管 子 牢 牢 地 焊 在 一 起 。 陈 浩 然 既 佩 服 曹 师 傅 的 技

术，又感慨曹师傅的坦诚，连声道谢。曹师傅说：“你在普

碳 钢 焊 接 上 有 一 手 ，我 们 也 会 用 上 你 的 技 术 ，咱 们 相 互 取

长补短嘛！”说起联盟平台，曹师傅说平台真好，上面都是

些能工巧匠，有啥难题，往揭榜攻关里一发帖，准有“大咖”

给你支招。站在能人的肩膀上，进步就是快！

陈浩然有种闻道太晚的感觉，也觉得自己太狭隘，太落

后于时代了。那天晚上，下班后他留了下来。除了在揭榜

攻关栏目上又发布了条求助信息，他还把自己的专利、专长

甚至之前不舍得分享的绝活一股脑儿发到创新联盟平台的

网页上。陈浩然想明白了，敞开胸襟，互相学习，才能看到

万千气象和更美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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