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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是个好地方 祖国边陲闪金光
——甲辰龙年国庆昌吉纪行
□王建军

记得是在初中的语文教材中，我初次读到了碧野的《天山景物
记》，当即心驰神往、浮想联翩。新疆优美的景色、丰富的物产从此闯入
了我的眼帘，成为我挥之不去的情结。2018年夏，我们一帮大学室友突
发奇想，相约组织了一次为期半个月的北疆之行。那年，我们包了一辆
旅游大巴，晓行夜宿，从伊宁一路北上，途经那拉提、赛里木湖、果子
沟、巴音布鲁克、魔鬼城、吐鲁番、克拉玛依、天山、禾木、喀纳斯湖，最
后在乌鲁木齐踏上了返程。尽管新疆的大好河山、香甜瓜果、琳琅美食
让我一次次陶醉其中，但由于是日夜兼程、走马观花，总觉得美中不
足、意犹未尽，心想一定要再来一次轻松惬意的故地重游。

好在天随人愿。今年我退休并荣幸成为石河子大学的银龄学者。
我之所以不惮路途遥远、关山阻隔，毅然投身热火朝天的西部边陲，一
方面是心中依然装着“诗和远方”，一方面是这里有我牵挂的朋友与学
生。国庆期间，应学生之邀，我来到素有“西域咽喉、北疆屏障”之称的
昌吉回族自治州，来了一次深度的文化游。短短的四天，尽管我的足迹
没有踏遍这里的每一个角落，但心灵却频频受到震撼，大有欲罢不能
之势，于是便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诉诸笔端。

一、风景篇

新疆是个好地方，好就好在有美景。“雪峰·溪流·森林”“牧场·野
马·湖泊”是碧野当年着力描绘的新疆胜景，也是当下新疆最有吸引力
的旅游卖点。不过，新疆的美景实在太多，多到有时难以一一顾及。

10月3日一大早，我们在奇台县本土文化人士姜斌的陪同下，驱
车前往江布拉克景区。一进入景区的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连绵起
伏的雪山，接着森林、草原、耕地、溪流依次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整个风
景区仿佛一幅徐徐展开的油画，既层次分明，又浑然一体。我们穿行在
这美妙的画卷之中，凝神静气，一个个只顾贪婪地欣赏着、飞快地拍摄
着，甚至都忘了给自己留影。倒是一旁的姜斌较为平静，他不时地让司
机将车停在各个打卡点上，引导我们时而爬坡，时而下沟，并提醒我们
合影留念。

望着秋收后裸露出的地面，我们连连为来晚一步、错失金黄的秋
色而感到遗憾。就在我们有点沮丧之际，突然有人发现远处的地面似
乎有一抹隐隐的绿色。大家近前一看，原来是播种不久的小麦已经悄
然发芽冒青了。至此，我们才知道新疆不仅可以种植冬小麦，而且奇台
县还多次创造新疆乃至全国冬小麦的高产纪录。

江布拉克不仅有迷人的自然风景，还有奇妙的地理现象。大名鼎
鼎的“天山怪坡”就隐藏在这里。天山怪坡长290米，是世界上最长的怪
坡。我们一开始打量了好几遍，丝毫也看不出“怪”在何处。姜斌极力推
荐我们骑车感受一下。一骑上车，果然来了感觉：明明看起来是下坡
路，骑行起来却相当费劲；上坡路则截然相反，根本无需蹬脚踏。我和
同行好友刘江童心大发，一连骑了两个来回方才作罢。

之后，我们又在东道主的热心引领下，先后登顶景区的观景平台
和瞭望高台，放眼眺望高山草原区域和缓坡农耕区域。在蓝天白云的
映衬下，江布拉克景区宛如大自然的调色盘：远山近水辉映、林海雪峰
交融、碧波花海穿插、牧场耕地相间，一派圣洁的自然风光。

昌吉的山山水水分明在提醒我们：昌吉全境是一块被严重低估的
旅游胜地，正期待着越来越多的人去揭开那层神秘的面纱！

二、文化篇

新疆是个好地方，好就好在有文化。人们常说，北疆看风光，南疆
看文化，而短暂的昌吉之行显然彻底刷新了我们的原有认知。几天走
访下来，我们越来越真切地意识到：昌吉不仅是中外文明的共生之地，
也是古今文化的融汇之府。

昌吉地处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东南缘，是通往中亚、欧洲诸国的必
经之地，自古被誉为“门牌要冲，黄金通衢”。明清以来，更是一跃成为举
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新北道。如果说我们第一天的行程是名不虚传的自
然风光之旅，那么第二天的行程就是干货满满的社会文化之旅了。

10月4日上午，我们首先来到位于吉木萨尔县城正北且已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的北庭故城遗址和后来新建的北庭故城遗址博物
馆。午后，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参观了奇台县博物馆和正在考古发掘中
的唐朝墩古城遗址。每到一地，承载各种历史信息的军政文化、游牧文
化、农耕文化、商贸文化、宗教文化都让我们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断墙
颓垣、枯树败柳、土台壕沟、寺庙浴场、地砖瓦当、兽骨陶器无不见证着
盛唐的气象，无不叙述着壮士的情怀。当我们漫步在干涸的河床上，行
进于萋萋的荒草间，流连于落寞的遗址堆，徘徊在肃静的展馆里，眼中
会立马浮现“黄沙漠漠马骖驔，北地春光久自谙”的边塞风光，口中会
霎时吟出“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慷慨悲歌，心中会瞬
间荡起“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豪情壮志。

昌吉不仅是多元文化的高地，也是历代文学的重镇。唐宋以来，不
知有多少文人雅士、迁客骚人在这里留下了动人的篇章。就在我们游
览完江布拉克景区后，车辆七转八拐，在不知不觉中将我们带到了位
于木垒县英格堡乡菜籽沟村的“刘亮程文学馆”。真没想到，在这么一
个小山村，竟然拥有如此高端、如此现代的文学场馆，其中的数字馆更
是带给观众科技感十足的文学新体验。刘亮程是我的同龄人，是在广
袤的新疆大地上崛起的文学大家。他之所以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
一位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无疑归功于他丰富的阅历、不泯的童
心、深邃的思考和勤奋的创作。他的代表作《一个人的村庄》《本巴》等
无不充盈着生命的元气，让新疆文学光耀整个中国文坛。这是我第一
次如此近距离地走进西部文学的世界。

耳闻目睹的一切分明在告诉我们：昌吉地区绝非小片的文化绿
洲，而是无际的文化瀚海，今后必定大放异彩。

三、美食篇

新疆是个好地方，好就好在有美食。世间万物，唯有美食不可辜
负；人间烟火，唯有美食治愈人心。新疆民族众多，物产丰富，历来盛产
各种美食和美酒。尽管首次新疆之行我们就曾体验过当地美食，但由
于攻略粗疏、行程匆匆，每次吃饭实际上都是为了饱腹，根本来不及细
细品尝。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昌吉之行既有本地人随行，又有本地人

接待，顿顿离不开美味佳肴，堪称一次名副其实的美食之旅。
在昌吉之行的四天里，我们几乎时时陷入美食的重重包围之中。

10月2日，我们先行造访了位于昌吉市的昌吉小吃街。正值午饭时间，
但见店铺林立、人头攒动，几乎每家门口都排起了长队。我们好不容易
抢到座位，忙不迭地品尝了当地有名的黄面和丸子汤。鉴于一顿难以
尽兴，我们在5号返程时又再次来到昌吉小吃街，尽情逛了几圈后，在
马氏糕点油糕坊购买了各种糕点，最后就着一碗量大料多的羊杂汤，
又美滋滋地饱餐了一回。

当然，最让我们回味无穷的还是奇台的美食。为了抓住我们的胃，
东道主可谓费尽了心思。第一天的接风晚宴安排在当地颇负盛名的馨
园宴会厅。在店主人的介绍下，我们饶有兴致地品尝了店里的招牌菜：
过油肉拌面、羊肉焖饼子、椒麻鸡、烤包子等，每一道菜品都用料精细、
制作考究、摆盘雅致，完全可媲美淮扬厨艺。第二天晚上，我们又应邀
来到维吾尔族朋友的府上，尽情享用了地道的维吾尔族美食：烤全羊、
手抓羊肉、薄皮包子、米肠子、面肺子以及各种说不上名字的糕点和干
鲜果品。在主人盛情相劝下，我们把肚子撑了个滚圆。

除了正餐外，我们还品尝了奇台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如黄面凉
皮、板筋烧烤、肉拌汤等。在外出游览途中，东道主生怕把我们饿瘦，还
动不动加上两顿“腰食”——奇台当地的胡麻蒸饼和原味酸奶。

值得一提的是，当地的各种面点给人印象特别深刻，不仅口味醇
香，而且韧劲十足。我们总以为其中添加了糯米粉，其实不然。一打听，
才知奇台县是全国优质小麦之乡、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县。这里的有机
面粉不仅可以吹气球，还能“久煮不浑汤”，真称得上是冠绝天下了。

为了一探究竟，我们还专门绕行奇台县半截沟镇腰站子村，在饱
尝了当地别具风味的拉条子后，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远近闻名的小麦
博物馆。该馆占地2600平方米，共有两层，展厅内分设麦史溯源、麦脉
相传、麦今驿史、麦香趣域、麦品绿源五个部分，系统介绍了小麦的传
入、种植、演变与发展历程以及与小麦相关的历史文化，令人在大快朵
颐的同时大开眼界。

美食伴美酒，美酒佐美食。奇台的地产名酒“古城酒”近几年声名
鹊起，无论浓香型还是清香型，都清亮透明、醇甜绵柔，堪称酒中佳品。

所有的味蕾都在无声地刺激我们：奇台美食甲昌吉，昌吉美食甲
北疆。这里值得各地的美食博主前来打卡、推介。

四、民族篇

新疆是个好地方，好就好在有和谐。一个社会一旦缺少了和谐，任
何美景都会黯然失色，任何美食都会索然寡味。一个多月来，我时而漫
步在大街小巷，时而游走于学校社区，轻松随意，悠闲自在，就如同生
活在自己熟悉的家园。

在昌吉州首府昌吉市，我们除了两次打卡昌吉小吃街，还到当地
的人民公园溜达了一圈。无论是在熙熙攘攘的小吃街，还是在游人如
织的大公园，不同肤色、不同服饰、不同口音的各族群众聚集在一起，
吃喝在一块，就像欢乐祥和的一家人。

当东道主说要请我们体验一下纯正的维吾尔族风味时，我们压根
儿没想到参加的是一场维吾尔族家宴。当我们来到一幢居民楼、踏进
房门的一刻，立刻感受到了维吾尔族朋友一家的热情欢迎。美轮美奂
的灯光、花团锦簇的装饰、层层叠叠的摆盘、行云流水的佳肴，无不显
示出主人一家的周到、热情与真诚，让我们受宠若惊。为了助兴，美丽
的女主人还专门献唱了早已风靡全国的新疆歌曲《欢乐地跳吧》。在她
的感染下，在场的所有人都高歌一曲，把气氛一次又一次地推向了高
潮。我们受到如此高规格的礼遇，充分说明了民族团结一家亲，充分反
映出当地政府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的成效。

昌吉美好的社会现实昭示我们：团结是新疆和谐的催化剂，和谐是新
疆发展的推进器。有了和谐的助力，美丽的新疆一定会成为可爱的新疆。

五、人物篇

新疆是个好地方，好就好在有贤能。茅盾在其不朽的名篇《风景
谈》中提到：“自然是伟大的，人类是伟大的，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
类的活动，乃是伟大中之尤其伟大者！”昌吉乃至整个新疆之所以如此
壮美辉煌、之所以如此魅力无穷，归根结底，应该感谢生活在、奋斗在
这片土地上的具有崇高精神的人们。正是凭借他们的力量，新疆才会
由荒漠变绿洲、由天堑变通途、由落后变现代。

在昌吉短短的几天里，我们除了赏风景、吃美食、品文化，还有幸
接触了一群最可爱的新疆人。在这群最可爱的新疆人中，除了前面提
到的各族干部和基层群众，我还想记录两个群体：一个是援疆干部群
体，一个是考古工作者群体。

支援边疆、建设边疆一直是我国长期奉行的发展战略。多少年来，
全国各地向新疆输送了无数的杰出人才。奇台县县长方俊申就是赴疆
干部中的一面旗帜。2018年，他听从组织的召唤，从繁华富庶的浙江台
州来到新疆昌吉，和其他班子成员共同担起了创建美丽、平安、幸福奇
台的重任。我有幸拜会了年轻有为的奇台县委副书记钟治民。这位出
生在江西赣州、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哲学博士满脸学者气，但谈起工作
来却非常接地气，不仅思路清晰，而且严谨务实。他带领着二十多名福
州市属干部驻守在奇台，连节假日都顾不上休息，其行令人钦佩，其情
令人动容。

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
作。在唐城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我们邂逅了正在忙碌的项目
组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博士任冠。自2018年
开始，他在导师魏坚的带领下，一直坚守在奇台的发掘现场，从一个文
弱的白面书生，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执行领队。每年长达半年的野
外工作不仅磨炼了他的意志，更增进了他的才干。经过他们不懈的努
力，一座景教寺庙遗址已悄然露出了深藏千年的真容，今后有可能带
给考古界更大的震撼。在他如数家珍的介绍中，我们丝毫感觉不到考
古工作的艰苦与乏味。据任冠介绍，唐城墩古城遗址考古工作将持续
到2030年。

昌吉无数的仁人志士启迪我们：新疆是一片广阔富饶的热土，只
要扎根其中，就一定能生根、开花、结果。

新疆之大，难以用短短的行程来加以丈量；新疆之重，难以用区区
的片段来加以支撑；新疆之美，难以用粗粗的秃笔来加以描绘。新疆是
个好地方，它呼唤着更多的青年才俊，它期待着更壮丽的宏伟蓝图。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石河子大学文学与艺
术学院银龄特聘教授）

不知不觉间，昌吉回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
了，已是“繁花似锦盛世春，人间天上共欢欣”。
作为一个昌吉人，我目睹了昌吉州在政治、经
济、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感慨
万千。

是啊，70年。70年的奋勇争先，70年的砥砺前
行，70年的沧桑巨变。是昌吉这个名字美吗？昌盛吉
祥，的确是一个吉祥之名。不光是名字，更重要的是
在昌吉这片热土上，涌现了许许多多为家乡建设脚
踏实地，为建设美好昌吉而努力奋进的人。

有些人虽然不是昌吉人，但是也为昌吉的
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把辛勤的汗
水挥洒在昌吉的土地上，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忘
记他们。今天我要讲的故事的主人公，是福建霞
浦县第四小学的老师——苏艳琼。

初见苏老师，体型偏瘦，个子小巧，皮肤白
皙，面部轮廓分明，一看就是典型的南方人。寒暄
了几句后，她说学校给她安排的是五年级的语文
课。了解了五年级的基本情况后，她就进班了。中
午放学后，因为突然想起要取个东西，我又返回
了办公室。一进门，见苏老师趴在桌子上休息，本
就纤细的身子趴在桌子上显得更加瘦小了。看见
这个场面，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她真不容易，
离开亲人，不远万里来到昌吉，中午只能这样凑
合休息。等她醒后，我问她家里的情况，她说她爱
人是公务员，家里有两个老人，女儿在外地上大
学。我说，想家吗？她笑着说，肯定想啊。但是听到
援疆的消息后，她仍然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我每天上班一直都挺早的，但是自从苏老
师来之后，我发现她比我来得还早。我很好奇，
她来那么早都干些什么呢？只见她一进班，就把
当天要上课的所有内容都仔细准备好，教案和
课件看了又看，等学生进教室，她微笑着跟每一
位学生打招呼，然后带着学生读小古文，背诵古
诗，教学生如何把文章读得有滋有味。每次路
过，班里传出的琅琅读书声，让人觉得那是最美
的声音。

我在没课的时候喜欢去听她的课。听了几
节课后，最大的感受是，她的每一节课都是精品
课。我如获至宝，从那以后，只要没课，我都会去
听她的课，因为能学习到很多新的理念。听她的
课，犹如春风拂面，仿佛一位智者带领你在智慧
的海洋遨游。我想，听课的老师感受如此，那学
生更不用说了。许多老师纷纷来听她的课，向她
学习，有不明白的教学问题都来请教她，她也有
问必答。

苏老师来的第二个月，教育局要举行课堂
教学大赛，我们学校选定的是任老师参赛。从选
课到听评课，苏老师全程参与，她是我们的核心
人物，更是我们的引领者。一堂堂课磨下来，课
的质量渐渐改进提升。星期五晚上，苏老师提
议，第二天是星期六，但大赛临近，我们可以在

无学生的情况下再一次磨课，我们全部赞同。第
二天，我们几个老师早早来到学校。任老师站在
台上，我们坐在台下当学生。在听课过程中，苏
老师全身心投入。她一会儿提建议，一会儿做示
范，一会儿冥思苦想，从引课到每一个环节都手
把手地教，包括老师的表情、肢体语言以及过渡
语，这些细节全部一遍一遍地过，如果不行就全
部推翻，从头再来，直到做好为止。我惊叹于她
严谨的治学态度，原来好课是这样磨出来的。这
一次磨课，不仅使任老师得到了迅速成长，对我
们其他老师也是一次实实在在的学习观摩。我
对苏老师的敬意又加深了几分。功夫不负有心
人，任老师的课夺得了大赛一等奖，我们高兴地
拥抱在一起。

进入深秋，有一阵我感觉苏老师挺忙的，有
几个下午都不在办公室，一打听，原来她是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那段时间忙着给县一中、五中
以及四小的学生做团队辅导。恰好我也有这个
想法，因为我带的是毕业班，学生们由于学业压
力大，显得有点烦躁，但是我想，苏老师这么忙，
她能答应吗？没想到苏老师主动找到我说，想给
孩子们解压，她可以给孩子们做团辅。我高兴得
心都快飞出来了。

团辅那天，苏老师精心设计了几个活动。第一
个活动是热身游戏“桃花朵朵开”，主题活动是“大
风吹”“动力圈”“心灵心语”。活动是在一个特别大
的会场进行的，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类活动。在苏
老师的引导下，同学们尽情地笑着、唱着、说着心
里话，每一个孩子的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笑容。通
过这些活动，同学们不仅释放了压力，感受到快
乐，还让大家珍惜友谊，感受集体温暖。团辅结束，
同学们恋恋不舍。我还专门为这次活动拍了一个
视频，为的是记录下这难忘的时刻。那次团队辅导
后，苏老师又给班主任们进行了心理健康专题培
训。在苏老师的引领下，我校心理咨询室的各项工
作也不断完善。后来，从事心理咨询的老师也尝试
用苏老师的方法进行团辅。

不知不觉到了元旦，苏老师给她们班的每一
个孩子定制了一套日历，日历上有每一个孩子的
照片以及班级全家福，孩子们的精彩瞬间在日历
上定格。我看着孩子们的笑靥像花儿一样绽放，
心中不禁感叹：做苏老师的学生真幸福。

不仅如此，孩子们还在苏老师的带领下进行
班级共读活动。她自费给每一个孩子买共读书，
每个月一本，书本加上运费，一共多少钱已经无
从计算了。她每天带着孩子们，根据导读单完成
当天的阅读。上传后，她进行批阅，并在每本书完
成阅读后进行交流活动，甚至连寒暑假都一直在
坚持！由于苏老师的指导有方，孩子们的读书热
情高涨，这个班还被评为“班班有读”优秀班级！

有时候想想，缘分真的很奇妙！一群昌吉娃
娃，在一位福建老师的引领下，爱上了阅读，爱上
了语文，由此爱上了学习，爱上了生活。难怪当孩
子们得知苏老师要回福建的时候，围着苏老师迟
迟不愿散去。苏老师走了几次都没走成，直到苏老
师的车真的开动了，孩子们还跟在车后追了好久。

虽然苏老师已经回福建有两年时间了，可她
依然时时记挂着我们，也一直在指导我校的心理
辅导工作。去年在她的努力下，我们学校和福建
霞浦县第四小学结为手拉手结对共建单位，今年
霞浦县第四小学为我们学校捐赠了他们的校本
课程教材丛书《经典诵读》。他们的教学教研活动
也邀请我们线上同步学习。通过她积极沟通，牵
线搭桥，使我们昌吉的孩子和同行持续受益。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纯粹的人，那苏老师
绝对位列其中。她从来不说什么豪言壮语，她只
用她的实际行动践行一个教师的教育情怀。她
把昌吉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无私地付出她
的爱。她把内地先进的教学理念传递给昌吉的
同行们，让昌吉娃娃享受先进的教改成果。

写到这里，我眼前又浮现出她灿烂如霞的
笑容。她曾几次提起，想再回昌吉看一看。是啊，
昌吉好，风景旧曾谙。草碧水秀胡杨美，五彩丹
霞丝路新。能不忆昌吉？

苏老师，再来昌吉看看吧，看看您付出汗水
付出爱的地方。你也是昌吉的儿女，欢迎回第二
故乡！闽昌连心，让我们共赴这山海之约！

（该作品获“辉煌70年 壮丽新昌吉”征文
成人组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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