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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女儿有个约定
□吴海映

春节假期转瞬即逝，临行前的一晚，女儿紧紧依偎
在我怀里要抱抱、举高高，稚嫩的声音带着坚定。

“爸爸，我明天早上送你。”我轻抚她的头说：“明天
爸爸起得早，会影响你上学，不如我们来个约定吧。”我
从身后掏出一套《丁丁历险记》，“只要你看完这25本书，
爸爸到时候就会从书本最后一页的图画里钻出来。”“好
的，一言为定。我要天天看，让爸爸早一天回家！”女儿清
澈明亮的眼神里透着期待和认真。

凌晨三点，闹钟在寂静中突兀地响起，妻子早早起
身收拾好行李，我不舍地半卧在女儿的床边，静静地看
着她熟睡的模样，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在她熟睡的脸
上，勾勒出可爱的轮廓，我忍不住亲了亲女儿的额头。

清冷的街道空无一人，只有路灯在孤独地站岗，离
别的脚步声在寂静中回荡，每一步都像是踏在自己的
心上。当我抵达厦门高崎T4候机楼时，妻子发来视频。
视频中，女儿蹲坐在墙角，嚎啕大哭，泪水不停地从她
的脸颊滑落，小小的肩膀剧烈地颤抖着，那哭声仿佛穿
透了屏幕，直击我的内心深处。她一边哭，一边喊着：

“爸爸，你去新疆，为什么不叫醒我……”飞机缓缓起飞，
女儿的哭泣声萦绕耳际，窗外美丽的鹭岛逐渐远去，泪

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准东的雪花总在清晨无声无息地飘落窗前，

每天的早视频从未间断过，通话里的小女儿每次
都高举着《丁丁历险记》，兴奋地翻到当天的书
页，用故作撒娇的语调数着读完的书籍，“爸爸，
我已经看完几本了，还有几本就可以把整套书看
完了，你要提前向单位领导请假回家哦。”与女儿
的视频对话总是那么轻松愉悦。她说：“我给每本

《丁丁历险记》编了号，有时是‘月亮船’，有时是
‘时光机’，就是希望看书的速度能加快些、再加
快些，爸爸早一天回来。”看着女儿的较真劲，我
知道与她的“约定”迟早会让她失望。

一大早，精灵般的雪花就被寒风裹挟进窗
棂。小女儿把脸贴在摄像头上，额头的温度穿透
八千里光纤，女儿的笑容像烟花一样绽放。“25本
书全部看完了，雪白（《丁丁历险记》里的一只小
狗）也回家了，爸爸你收拾行李了吗？”她举起皱
巴巴的扉页说：“等你回家的时候，一定给我买哈
萨克族刺绣毛毛羊哦。”我这才惊觉戈壁的风原
来这样锋利，竟能把承诺削得薄如蝉翼。

此刻，我的援疆笔记正翻到第 48 页，记着
煤化工项目落地的最新进度：西北风向、电力走
向……一年半的援疆过往经历也逐渐浮现，如同
电影一帧帧地讲述着福建援疆故事。在漳州市古
雷港经济开发区与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共
建结对的当天，两地化工企业欣喜见证产业链条
的完美对接；在新疆天池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南露
天煤矿工地上，易控智驾科技有限公司的百吨无
人矿卡正在来回穿梭，真实叙述着新质生产力带
给准东的巨大跃迁；在福建援疆文艺晚会上，人
头攒动，闽南文化正浸润准东人民的心灵；在福
建谷文昌干部学院，闽新两地青年的手牵在一
起、心贴得更近。

午夜，银河像撒落的书页铺满天幕。视频窗口
突然跳出小女儿熟睡的脸，怀里抱着翻到卷边的

《神秘的流星》。台灯光晕里，她长长的睫毛投下的
影子恰似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波浪形的沙丘，我悄悄
截屏，把这张照片设置成援疆图纸的底纹。

（作者系福建省第九批援疆干部，现任新疆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

春的序曲
□马志娟

北方的春天像内向的小姑娘，总是那么
羞涩，探头探脑地。你觉得她好像来了，远处
看有隐隐约约的绿色和鹅黄色在枝头上落脚
了，当你靠近去细看的时候，却又失望了，百
分之九十九的灰褐色的枝条里，只有那么百
分之一的鲜嫩的绿芽。甚至，你觉得天热起来
了，可以穿单衣了，单衣刚刚上身，就给你来
一场意外的小雨，空气瞬间冰凉，像是置身于
南方的早春。

就这样冷一下热一下的，早晨你上班出
门的时候穿上了风衣，中午居然热得出汗了。
下午太阳一落，小风又嗖嗖地逼着你打寒颤。
连那些遥看似有的草色，连着观察几天也一

动不动了。你一灰心，干脆不在意了，春天，你
爱来不来！几天没理她，今天，却突然发现春
天由一个探头探脑的小姑娘变成了婀娜的热
烈的少女了！

你瞧街边那星星点点有些绿意的矮篱，
仿佛在一夜之间成熟，华丽蜕变，一段儿新
绿，一段儿鹅黄，一段儿深紫，把世界装点成
了五颜六色的童话。加之她们拥着的树，都是
一树一树的繁花，有浅粉的樱花、深红的海
棠、雪白的苹果花、浅紫的丁香，在春风里摇
摇曳曳着，风过处，樱花树下落英缤纷，恰似
人间仙境一般。

这个时节，不仅眼睛不够用，相机不够
用，连鼻子都不够用了。它已经被各种不同的
花香弄得五迷三道，分不出谁是谁了！

机缘巧合之下，我们一行文友来到了杜
氏旅游度假区。煦暖的阳光下，宽阔的水面

上，远处是几十只鱼鹰，排列在水面上晒太
阳。近处是一片一片的残荷，叶子已经不知所
踪，许多黑褐的茎露出水面，让人自然而然想
起“留得残荷听雨声”。

当视线从水面转到岸边时，我不由得呆
住了。“万条垂下绿丝绦”，就是这样鲜活地被
眼前的柳树诠释了，像是行为艺术。柳树的枝
干有竖直向上的，也有横生的，但是都垂下长
长的细柔枝条，让人想起少女的长发，总想捋
一捋。那些柔顺的枝子仿佛是拂在你的心上，
把你的心弄得软软的，喜悦的，连说话都柔声
柔气的，连呼吸都轻轻浅浅的，连脚步都柔柔
弱弱的。

唉，春天哪！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的软
软的足音，消解了我所有的仰头大笑、豪气干
云，硬生生把我一个好端端的西北女子的粗
犷，改造成了江南女子的温婉。

湿地观天鹅
□泥前进

北风凛冽，裹挟着漫天雪花，为大地披上
一层洁白无瑕的银装。太阳从厚重的云层中
探出头来，洒下温柔的光芒，将玛纳斯国家湿
地公园的湖面映照得银光闪烁。在这寒冷的
冬日清晨，天鹅们从甜美的梦乡中苏醒，开始
了它们优雅的“晨练”，为寂静的湿地带来勃
勃生机。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地处昌吉州玛纳
斯县中部，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这片
广袤的土地上。它是新疆第二大湿地公园。这
里不仅是鸟类的天堂，更是大自然赋予人类
的宝贵财富。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著名的候
鸟迁徙 3 号线上，是天鹅飞越天山的最后一
站，也是天山北坡唯一的天然湿地。这里以水
库、鱼塘、沼泽、芦苇滩等为主，湿地水域辽
阔，池塘众多，滩涂宽阔，植物丛生，成为众多
野生动物的天然栖息地。每年冬季，天鹅们便
会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启程，不远万里来到这
里越冬。据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护人员最
新监测数据显示，去冬今春以来，来这里的越
冬大天鹅种群数量首次超过千只，达到1021
只，创历史最高纪录。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湖面上，湖面顿时

波光粼粼。成群的天鹅宛如优雅的仙子，在湖
面上翩翩起舞。它们那洁白如雪的羽毛，在阳
光的照耀下闪耀着圣洁的光芒；修长的脖颈，
时而优雅地弯曲，梳理着羽毛，时而高高扬
起，仿佛在向天空诉说着对这片湿地的喜爱；
矫健的翅膀，不时有力地拍打水面，溅起晶莹
的水花，然后振翅高飞，在天空中划出一道道
优美的弧线，宛如灵动的音符，奏响了一曲冬
日的赞歌。

在湿地的浅滩处，一群小天鹅正欢快地
嬉戏玩耍。它们你追我赶，时而潜入水中，时
而浮出水面，那清脆悦耳的叫声，仿佛是在
欢快地歌唱，诉说着冬日的欢乐。不远处，几
只大天鹅静静地伫立水中，身姿优雅，宛如
高贵的公主，静静地欣赏着周围如诗如画的
美景。

摄影爱好者们早已架好了“长枪短炮”，
严阵以待。他们的眼睛紧紧盯着天鹅，眼神中
透露出兴奋与期待，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
瞬间。当看到天鹅那优美的姿态时，他们会情
不自禁地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按下快门，将
这美好的瞬间定格在镜头之中。一位摄影爱
好者兴奋地说：“我每年冬天都会来这里拍摄
天鹅，它们实在是太美了。每一次按下快门，

都像是在与大自然对话，这种感觉真的太棒
了。”

远处的雪山与湿地的湖面相互映衬，构
成了一幅美轮美奂的画卷，而天鹅则是这幅
画卷中最灵动、最耀眼的主角。在湿地的岸
边，一群绿头鸭也被这热闹的景象吸引，纷纷
加入这场盛会。它们与天鹅相互呼应，时而轻
盈地掠过水面，时而停歇在冰面上，为湿地增
添了一份灵动与活泼。

为了给天鹅创造更好的栖息环境，湿地
管护人员付出了诸多努力。由于冬季气温较
低，湿地大片结冰，天鹅觅食困难。管护人员
每天都会定时适量向天鹅投放玉米等食物，
还从湿地外引来活水，形成一片不结冰的水
域，让天鹅可以在水中自由觅食、栖息。正是
因为他们的悉心照料，天鹅们才能在这里安
心过冬。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因为天鹅的到来
而焕发出勃勃生机。它们在这里自由地翱翔，
尽情地嬉戏，与这片湿地共同谱写着一首和
谐共生的动人乐章。这里不仅是天鹅的家园，
更是人们感受大自然魅力、领悟生命之美的
绝佳去处。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美丽的湿地，
守护这些可爱的生灵。

臊子面
□唐新运

到了我这个岁数和年龄，在所有亲人说
过的话里面，我还没有找到比“吃碗面吧”更
安稳的话，更温暖的絮叨和啰嗦，赶快吃，趁
热吃，不然面凉了，面坨了，面囊了。

在我的家乡奇台县，做一碗传统正宗的臊
子面，需要面粉、盐、食用碱、羊肉、豆腐、黄花
菜、木耳、蘑菇、胡萝卜、青萝卜、洋芋、西红柿、
菠菜、芫荽等食材，这是完整讲究的臊子面。

奇台是新疆的农业大县，据考证已有
4000 多年小麦种植历史，历来享有“北部粮
仓”的美誉。温凉的气候，充足的光照，纯净的
水源，特殊的土壤，优厚的自然条件必然赋予
小麦独特的品质，麦粒大而饱满、整齐匀称、
色泽光亮，出粉率高，面粉白而细腻，以蛋白
质、氨基酸、面筋质含量和延伸度高而闻名。
面，成为了世世代代奇台人饮食的主角。所以
每个地方的饮食习惯，从来都取决于地理环
境和水土条件，还有阳光、雨水和空气。

奇台的优质面粉，加少量的盐碱或蓬灰
和面，再加入鸡蛋更好。和面时，一边慢慢分
次倒水，一边搅拌面粉，搅作絮状，万不能直
接将水一下倒入，不能水伤了面，否则就和成
了伤水面，抻不开也扽不展。面要和得硬一
点，然后醒面，过半小时揉一次，揉多次，揉的
次数越多越好。如果和的面多，或者面和得
硬，还得用木头杠子压。一般是先用杠子压头
几遍，再用手揉，把面揉得光滑均匀，分成小
面团。和面，要做到盆光、面光、手光，最大的
秘诀是要有一身好力气，和面的时候越是和
得错综复杂、缠绵纠葛，拉出的面才会悠长
筋道。

在西北，和面的时候除了水，总是少不了
盐和碱，盐碱总是结伴同行，如磁和电，又仿
佛孪生，所以我们把劣质贫瘠的土，再怎样上
肥浇水庄稼也长不好的壤，叫了盐碱地。

面饧好之后揉成面团，过去用湿布，如今
用保鲜膜包裹覆盖，静置五六个小时后开始
擀面，用长长擀面杖把揉好的面团擀成两三
毫米薄厚的大饼，面要擀至厚薄均匀，不裂
口，不散边，出锅之后的面条溜光水滑，手擀
面有温暖，满真情，含心意，是真正的人间美
味，无论在哪个地方，随便一个能够吃到面的
地方，尤其是手擀面的地方，食客必定盈门。

面擀好后，把面在面板上一层层对叠，大
约十厘米宽，然后用刀将其切成两三毫米的
条，抓住一把抖开，再用手捏一捏，就是一把
光滑又有筋骨的浅黄色碱面条。叠面和切面
的功夫要好，切的面条才能粗细匀称，长短一
致。臊子面一定有汤有水，如同盖房建楼，汤
汁就是砌墙勾缝的水泥砂浆，有了它，才稳固
严实，不会跑风漏气。一锅好汤，不但可以下
面，照样能够泡米；一块好地，总能长出庄稼，
天生杂草，也比别处长得好。

肥瘦相间的新鲜羊肉，豆腐、黄花、木耳、
蘑菇、胡萝卜、青萝卜、西红柿、辣椒切成筷子
头大的小丁，大葱、蒜、生姜切成碎末，总而言
之，都是臊子。陕西臊子面多用猪肉做臊子，
新疆臊子面基本都是牛羊肉，饭馆餐厅酒店
的臊子面多用牛肉，牛肉比羊肉更容易出菜，
牛比羊大，肉也多，牛肉价格向来比羊肉
便宜。

清油在锅内烧热，倒入羊肉丁燣干水分，
放入葱、姜、蒜翻炒，同时加入盐、花椒面、酱
油、醋上色去腥增香，再继续放入胡萝卜、青
萝卜、洋芋、西红柿丁翻炒片刻，加入豆腐、黄
花菜、木耳、蘑菇，加水烧开，让臊子汤滚煮几
分钟，根据个人喜好用味精、胡椒粉、鸡精调
味，出锅前加入菠菜和香菜段，色艳味香的臊
子汤就已完成。更讲究的臊子汤，加水时还要
加入肉汤，可以是牛羊骨汤，也可以是鸡汤，
更多的时候，是用羊的整副骨架熬汤。加了肉

汤，能省下肉来，肉看起来少，但汤一样的荤。
我的小小村庄，久处边远偏僻之地，物流

不畅，再加很少人工种养，免不了食材单一，
臊子面里鲜见蘑菇和黄花菜，别说是口蘑，连
现在最低廉常见的平菇也极少有。后来村里
出现了古龙蘑菇罐头，每次家里吃臊子面，我
们兄弟三人争抢蘑菇比肉更甚，父母的碗里
从来都是仅存的。

母亲醒面、擀面、切面的这段时间，总是
把从锅里盛到盆里的臊子汤放在大卧室的炉
盖之上，隔火慢炖。

臊子汤里的羊肉和青萝卜简直绝配，世
间总有一物天生，或者就专门来配另一物。在
新疆，羊肉的价格总是居高不下，青萝卜却一
年四季，价格无异。

昌吉市北京北路有家手工臊子面馆，我
吃了好多年。最早的时候小碗才一块两毛钱，
大碗一块五毛钱，其实，我只吃小碗就已经足
够，大碗无非是碗大面多一点点，里面的肉臊
子并不会多出几个。不管在哪里，羊肉一定比
牛肉和猪肉要贵，因为牛身上肉多，而猪多
胎，羊是会下双羔，三胎总是很少。

这家臊子面馆有一点和大多数饭馆不
同，别的饭馆总是在后堂入口处悬挂一白色
布帘，上面要么是醒目红字，要么是警示黑
字，“后堂重地，闲人莫入”。后堂似乎或者肯
定是藏匿了什么秘密。我到现在也想不通，我
专门来吃饭，怎么就成了闲人？这家面馆后堂
木头隔断的正中，镶嵌了一大块玻璃，坐在桌
子边能透过玻璃看到案板和锅灶，总是有人
在不停地擀面，额头淌汗，有时候是饭馆的主
人，一个大个子女人擀面，有时候是一个年轻
壮实的小伙子在擀，擀面除了技巧，还是个力
气活，非有个好身体不可。和面、醒面、擀面，看
得清楚明白。有一个景象多少年来始终留在我
的记忆里，大个子女人总是在灶上燣肉调汤，
她手脚并用，煤气罐平躺在地上，她手持铁勺
在锅里搅动，毫不耽误脚踩煤气罐让罐左晃右
滚，要把罐里的煤气吃干榨尽，极为节省。她的
臊子面里除了鲜豆腐丁之外，还加了冻豆腐，
拇指蛋大小，因此，一碗面里，两种天地。她选的
是锅烧豆腐，本有种特别的焦煳香，经过冷冻，
豆腐味道更浓，几近于香干，更有嚼劲，又因冷
冻，多出了疏松孔洞，汤汁满盈。

在村里吃过最香的一顿臊子面，是早些
年在一户儿女众多，生活贫困的人家。

按村里习俗，婚丧嫁娶必摆流水席，保证
村里每个人不但能吃到嘴里还要吃撑肚子，
一个外地流浪汉在村里晃悠多年，从不曾被
遗漏忘记，流水席从上午一直绵延到太阳偏
西，要等到所有孩子们放学回家。我就是在放
学之后，赶上了这顿臊子面。土块搭的炉灶，
煤火通红，大铁锅不盖锅盖，敞怀向天，臊子
汤上面一层红油，还有雪白的羊油蛋蛋，看在
眼里，肠胃滋润。我一口气吃了两大碗，早已
超过我那个年纪肚皮的容量，就在这天，下在
锅里的还是从县城买回的机器面。

时常会有人说哪道菜出自何人之手，哪
种面又由谁独创，除却那些几乎成为神话的
民间传说，我觉得没有哪一样美食能凭一己
之力在一夜之间横空出世，我们今日所享用
的各种美食，都应该归功于历代厨师和芸芸
众生的长期积累和传承创新，是集体智慧和
厚积薄发，臊子面同样如此。一碗臊子面，总
离不了臊子和面条，配料取决于当地特产，味
道终究脱不了东酸西辣南甜北咸，还有每个
人的各自偏爱。

我在小小村庄生活多年，从未遇到比生
死更大的事情。村里的讲究和习俗，无论降生
还是离世，臊子面必不可少。一碗臊子面，就
这样既伴人生，又送人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