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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脸墙的故事
□张军剑

在广袤的二十里店镇的乡村大地上，有一群
特殊的人——“文化牛仔”，他们就是一支活跃的

“文艺轻骑兵”，穿梭在田野之间，播撒着文化的
种子。

今年的春节前夕，二十里店村的村民沉浸在
一片喜庆和欢乐的氛围中。街道两旁挂满了红灯
笼和彩带，家家户户的窗户上贴着红红的窗花，
仿佛整个村庄都被披上了一层红色的节日盛装。
孩子们在街头巷尾嬉戏玩耍，他们的欢笑声和欢
呼声在空气中回荡，“文艺轻骑兵”的独特表演给
这个寒冷的冬日增添了几分温暖和活力。

随着夜幕的降临，二十里店村的广场上变得
热闹非凡，“文艺轻骑兵”的故事在二十里店村上
演。村民身着节日盛装，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仿佛
置身于一个大家庭的聚会之中。舞台上，演员们
身着盛装载歌载舞，他们的表演精彩纷呈。热孜
古丽和阿依夏这对黄金搭档穿着旗袍，优雅大
方，宛如两朵盛开的鲜花。她们唱起京剧《红灯
记》，声音婉转悠扬，充满了感染力，赢得了观众
们的阵阵掌声和喝彩声，大家集体用闽南话唱的

《爱拼才会赢》更是将整个大厅的气氛推向了高
潮。

每当重大节日，如海棠花节、农民丰收节等，

二十里店村就会成为“欢乐的海洋”“文化的盛
宴”“梦想的起点”。农民丰收节上，村民用自己的
方式庆祝着丰收的到来。大家载歌载舞，欢聚一
堂，共同分享着这份喜悦和幸福。笑声和掌声交
织在一起，汇成了一支美妙的交响曲，奏响了乡
村振兴的动人旋律。

二十里店村的笑脸墙，不仅是一幅美丽的画
卷，更是一部生动的历史长卷。它记录了一个村
庄的崛起，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更展现了人
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实
现从贫困到小康的伟大跨越。2023年，二十里店
村人均收入23750元。先后获得国家最美村镇、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自治区级文明村、自治区级
人居环境示范村、自治区级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
体、自治区级乡村振兴示范村等荣誉。

二十里店村的故事，是昌吉州众多村落中的
一个缩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各民族之间的相
亲相爱，看到了村民们共同努力下的幸福生活。
这些笑脸，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期许。
笑脸墙背后的故事激励着更多的人，共同书写属
于这片土地的美好篇章。

（该作品获征文成人组一等奖；作者系呼图
壁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我现在种了 2000 多亩地，2023 年种了
300 亩棉花、800 亩小麦、600 亩青贮玉米、
1000亩苜蓿。”

“我们现在种地全程机械化，有拖拉机、播
种机、平地机、打药机、无人机、采棉机、联合收
割机……”

“明年我们合作社计划种植 25000 亩棉
花，我们的棉花已经连续两年拿到了优质棉补
贴资金，我们要把打造新疆优质棉的口号落到
实处。”

呼图壁县万海利农作物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社员张贤，坐在我对面娓娓道来，仿佛在
说一件寻常的事情，完全无视我睁圆的眼睛和
张大的嘴巴。

张贤，49岁，个子不高，眉眼秀气，皮肤白
皙，有南方人的特征。他低调内敛，还有些腼
腆，但事业上的成功又赋予他自信，让他克服
了与生俱来的那点儿内向。

冬日的阳光从玻璃窗透进来，照在冒着热
气的茶壶上，反射出一片橙红的光。

张贤说合作社的院子是租的，有20亩地，
花了100多万元装修，还新修了一个400平米
的健身房。那宽敞明亮的健身房，里面摆着乒
乓球桌、重力自行车、沙袋、仰卧起坐器等，堪
比健身房。院子里还有堆满农药化肥的库房、
餐厅、办公室、会议室等。

“你们这儿可真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真
正实现了我们小时候的梦想——农业现代化
呀！”我笑着感叹。

“是呀，过去粗放的种地方式已经被淘汰
了，现在我们种地全程机械化，化肥是根据土
壤所需要的养分定制的，农药是技术员指导
的，棉花种子是我们自己培育的，连棉花加工
我们都准备自己搞呢！”张贤气定神闲地回答。

晒着煦暖的阳光，在氤氲的茶香里，我们
跟着张贤的叙述，回到了他的从前。

怀揣梦想走天涯

1997 年，22 岁的张贤和哥哥来到了千里
之外的新疆。

刚到新疆时，身在呼图壁县种牛场务农的
姑姑替哥俩找了一户废弃的土房子安顿了下
来，一切都需要自力更生。捡了红砖摞起来，搭
两块木板就是床。院里搭个炉子，把捡回的废
木板当案板。姑姑送给他们一些挂面和应急的
日用品。骑上自行车走二三十公里，从集市上
买回来一堆包包菜堆在屋角，炒个包包菜，下
一碗挂面就是一顿饭。

那时候，种牛场的年轻人几乎都外出奔前
程了，留下来种地的老职工大都在50岁以上。
有一个老职工说：“小伙子，你帮我把这80亩
地一年的水浇了，我给你 5 亩地作为你的报
酬。”张贤欣然答应。就这样，他和哥哥一边替
姑姑家种地，一边种了些“自留地”。

那时候种牛场的蚊子特别多，夏天浇地的
时候，蚊子爬满头和脸，一扒拉一把，简直就是

“拂了一身还满”，满脸是包，又痒又疼，但还得
坚持劳动，不然吃什么？晚上，躺在空荡荡的家
里，张贤忍不住偷偷地哭。

好在运气不错，那年张贤哥俩种了“红大
片”（打瓜的一种），收成好，价格高，他们赚到
了来新疆的“第一桶金”3000元。

后面的几十年，张贤哥俩一直在农田地里

摸索……终于，他们找到了方向。

打造新疆优质棉

“打造新疆优质棉”是呼图壁县万海利农
作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认认真真在做的事。
2018 年，张贤找到了呼图壁县万海利农作物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祝玉林，想要加入
合作社。自此，他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合作社刚开始种棉花的那几年，棉花产量
很低，亩产只有200 公斤到300 公斤，大家都
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去考察，经过学习
交流才明白，要想棉花收成好，棉花品种很关
键，当地一年的积温是多少，无霜期是多长，都
是决定性数据，棉花桃子再大，结得再多，开不
了，单铃重达不到标准，就没有产量。经过考
察，合作社引进了新陆早 63 号当中生育期为
115天的979，收成不错。

棉花品质好，收入自然高，这个目标之所
以能实现，还在于合作社下了真功夫——
制种。

从“买种”到“制种”

市场上的棉花种子卖到 30 元到 35 元每
公斤的时候，合作社实际价格只有20 元每公
斤，因为种子是他们自己培育的。

2019 年年初，合作社准备种植中农优棉
979。秋天，合作社组织人员去中农优棉参观
时，张贤看到一个戴着草帽的老农，一直在拔
草、观测、记录数据，还不断有人向他请教问
题。好奇心被激发出来，张贤走过去与老农攀
谈起来，才知道这位老农是一名退休教授，正
好负责979这个品种。

惊喜交加之下，张贤想要跟老教授学习制
种。与教授深入交流一番后，教授爽快地答应
了，交给他一包种子，交代他观测记录的方法
和节点。张贤像捧着宝贝似的，高高兴兴地捧
着那包种子回家了。次年，张贤专门在自家农
场开辟出一片试验田，按照老教授的方法，详
细记录播种期、滴水时间、施肥料情况等，秋天
棉花成熟后，轧衣分，测品质、比强、马值、绒长
等，一系列数据记录得清清楚楚。

汇报给教授，教授笑着说：“当初给你种
子，我也只是试试，一般农民都喜欢种现成的，
谁愿意花费时间精力去研究种子，没想到你做
得这么细致。好，有前途！”一高兴，教授又给了
他30 个品种的棉花种子，张贤把它们一一种
进地里，继续他的种子研究。

老教授也受聘成为合作社的指导老师，每
年春秋两季都来新疆，亲自观测和记录数据，
并给予合作社社员专业的技术指导，就这样，
他们走上了科学种田之路。

自己捣腾出成果了，张贤便向社长建议，合
作社搞制种以降低成本。他们在合作社内部推
广979这一品种，秋收之后把棉籽加工成种子。

就这样，合作社把 979 这一品种，年年提

纯、去杂，保证棉花不会变异、淘汰、退化，保持
了品种的纯度。他们不仅自己种，还把优质的
种子分享给其他农户。

有机肥反哺土地

种牛场原来是新疆畜牧厅下属的一个大
型农牧场，这里有牛场，有西域春乳业公司、中
广核公司，形成了种植、养殖、加工的产业链循
环，这里的农户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机会——
使用有机肥。

中广核公司把牛粪收集起来，进行厌氧发
酵，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沼气，他们布了一个地
下管道，把沼气源源不断送到西域春乳业公司
烧锅炉，在加工的过程中产生的液体就是沼
液，留下来的就是沼渣，把鲜牛粪跟沼渣混合
堆起来，加上菌剂进行发酵，经过发酵的腐熟
肥就是高端有机肥。

农户也知道有机肥好，它可以改善土壤团
粒结构，增加土壤的含氧量，提高农产品品质
和土地的抗旱能力，但是它见效慢，施肥几天
后才能见效，所以农户使用有机肥的热情普遍
不高。

2021 年，合作社与中广核公司合作推广
有机肥，年末结算。由于机械投入成本大，销售
量小，负责此项业务的人就放弃了经营。2022
年，张贤辞去了合作社农资管理员的岗位，接
手了有机肥的相关工作。

张贤是一个爱琢磨的人，他边干边思索。
发现设备不行，水泵很容易被沼液里面的杂质
弄坏，挣的运费不够修理费。张贤就琢磨着自
己改良设备。他先在网上找到了污水泵厂家买
了污水泵，但是这个泵是用柴油机带的，和抛
洒车不配套，他想用液压带动，就跑到机电市
场买了液压泵。又找车床去加工传动轴，连到
一起后又发现转速不够，沼液抛洒不开。经过
多番尝试，设备终于改良成功，改良设备前后
花了 3 万多元，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
油耗。2023年有机肥业务终于扭亏为盈。

如今，张贤有4台翻斗车、3台铲车、7台自
走式撒肥车、2台罐车，有十几名司机为农户服
务。他还自费10万元，在农户地头安装自己设
计的固液分离机。今年，张贤准备了10万方的
有机肥，准备播撒到这片广袤的土地里去。

透过张贤的视频号，我看到巨大的撒肥车
威风凛凛地行走在棉田里，发酵好的有机肥像
碎金一般飞溅，扑进大地的怀里，就像是找到
母亲的孩子，像倦归的飞鸟。

我还看到碧蓝的天空下，一望无际的棉
苗，喷灌的喷头喷出漂亮的水花，落在棉秆上，
湿漉漉的，润泽可爱。喷到天空的水雾在阳光
的照射下，形成小小的彩虹，像梦一般绚烂。

张贤以大地为纸，勤劳和智慧为墨，把自
己的生活绘成了一幅最美的画卷。

（该作品获征文成人组二等奖；作者系新
疆华州万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广袤棉田
□马志娟

春风拂面，走进呼图壁县二十里店村，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巨大的壁画，上面展现着村民
们的笑脸，这些笑脸排成了“听党话、感党恩、跟
党走”九个大字，每一张笑脸都满溢着对党的感
激之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二十里店村的笑脸墙背后，隐藏着一个个
感人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是村民们对党的感恩
之情的体现，更是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生动写
照。这些故事将永远镌刻在这片土地上，成为二
十里店村永恒的记忆和宝贵的财富。

多元发展：乡村振兴的创新典范

夏日的二十里店村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
景象。宽敞的柏油路取代了泥泞的小路，整齐划
一的房屋掩映在绿树之中，宽敞整洁的街道，葡
萄架铺满整个庭院的棚架，花草争艳的庭院点缀
着村庄的每一个角落。海棠树在风中摇曳生姿，
散发出阵阵花香，构成了一幅动人的风景画。

2023年，农业农村部、中央宣传部、司法部联
合印发通知公布的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镇名单上，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二十里店村名列
其中。二十里店村村民用智慧和努力书写着乡村
振兴的新篇章。其中，“一环两心多点”乡村发展
规划无疑是打造乡村振兴的创新典范。

“一环”即精品旅游环线，围绕村庄建设，将
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资源有机串联，
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这一举措
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带动了乡村
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
观光旅游，为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两心”分别是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和民俗特
色餐饮广场。农副产品交易中心为村民提供了一
个便捷高效的农产品销售平台，促进了农产品的
流通和增值。村民可以直接将自家生产的农产品
拿到市场上销售，省去了中间环节，获得了更高
的收益。同时，交易中心还提供了信息发布、价格
指导等服务，帮助农民更好地掌握市场动态，合
理安排生产。

民俗特色餐饮广场则展示了当地的饮食文

化，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品尝美食，进一步推动
了乡村经济的繁荣。这里汇聚了各种地道的农家
菜和特色小吃，让游客们能够品尝到正宗的新疆
味道。同时，餐饮广场还提供了表演舞台和休息
区，游客们可以边吃边看，享受乡村的悠闲时光。

“多点”是指分布在全村的多个特色产业点。
如特色门户、特色乡居、生态采摘园、馕文化产业
园、星光夜市等。这些产业点涵盖了特色种植、养
殖、手工艺品制作等多个领域，为村民提供了多
样化的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在特色种植方面，
村民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优势，发展了特色水
果、蔬菜等种植业；在养殖方面，发展了家禽、牲
畜等养殖业；在手工艺品制作方面，利用当地的
传统技艺和文化底蕴，制作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手
工艺品，如刺绣、编织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自治区乡村振兴示范村
5500 万元资金的支持下，村集体又自筹资金 20
万元建设了小巴扎。小巴扎集农副产品交易、特
色餐饮和民俗手工艺于一体，为村民提供了一个
综合性的服务场所，进一步促进了乡村经济的
繁荣。

二十里店村还要继续依托其资源优势，发展
田园旅游和星光夜市，构建生态休闲旅游产业
链，实现集体与村民的双增收。同时，二十里店村
还通过土地流转和卫星工厂的引进，为老年人提
供代加工的就业机会，开拓农牧民增收致富的多
元化路径。

在二十里店村让村民纷纷“登台唱主角”的
故事，简直就是一部乡村版的“逆袭传奇”。

在这个舞台上，村民们各展所长，用自己的
双手创造着美好的生活。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
的农民，而是变成了厨师、艺术家、手工艺人……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将乡村的传统元素与现代元
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乡
村新时尚”。

走进二十里店村，仿佛走进了一个充满生机
与活力的世界。街道两旁，绿树成荫、花香四溢。
农家乐、民宿错落有致，每一家都有自己的
特色。

在村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牡丹大哥的农家
乐。这里的食材都是自家种植、自家养殖的，新鲜
地道，让人吃得放心，而牡丹大哥的招牌菜——
烤羊肉串，更是香气四溢，让人垂涎欲滴。每当夜
幕降临，炊烟袅袅升起，那诱人的香气便弥漫在
整个村庄，吸引着远方的游客前来品尝。在这里，
你不仅可以品尝到美味的食物，还可以感受到乡
村的宁静与安详。

不远处，高亚汗大姐的冰激凌小院成为夏日
的清凉天地。她做的冰激凌，口感细腻，创意无
限。红枣味、枸杞味等各种口味应有尽有，满足了
不同人群的味蕾需求。她还搞起了冰激凌DIY，让
游客们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甜蜜回忆”。炎炎夏

日，一口冰凉的冰激凌，不仅能解暑降温，更能让
人感受到乡村的纯真与快乐。

沿着街道前行，吾普尔爷爷的羊杂店映入眼
帘。他的羊杂套餐鲜美可口，让人回味无穷。他发
明了“羊杂火锅”，让游客们在寒冷的冬天也能感
受到温暖的“羊杂拥抱”。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到
正宗的羊肉汤，感受到乡村的热情与好客。

在村子的另一角，阿不力米提大叔的木制工
艺品展览馆静静矗立。他的作品工艺精湛、创意
十足，木梳、木碗等每一件都是艺术品，让人惊叹
不已。他还搞起了“木工体验课”，让游客们亲自
动手制作属于自己的“木艺杰作”，体验乡村的传
统文化。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乡村的智慧与匠
心，可以亲手触摸到那些经过岁月沉淀的艺
术品。

马合木提医生和他儿子的民宿，则是二十里
店村的“健康驿站”。他们的房间干净整洁，而且
还配备了“维医养生咨询”服务。让游客们在享受
舒适住宿的同时，还能得到专业的健康建议。在
这里，你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静心感受乡村的
宁静与美好。

二十里店村以其独特的魅力，书写着一部乡
村振兴的传奇。这里的村民们，用智慧和汗水，将
小村庄变成了大舞台，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这里登
台当主角。

逆袭传奇：村民登台当主角

“文化牛仔”：乡村路上的文艺轻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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