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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庭州

从搬砖小工到劳模工程师

蒲锐：我如戈壁红柳，生命不止，向上不息
口述/蒲锐 整理/马志娟

我是蒲锐，一个像红柳一般在这片
沙土地上坚韧生长的普通人。每当我在
奇台县城的街头漫步，看着那些亲手参
与建造的楼房时，这句话总会浮现在心
头。在21岁那年，我从四川老家来到了
新疆奇台。三十年前那个背着简单行
囊、怀揣忐忑心情的四川青年，如今已
在这片土地上深深扎根。这里的水土不
仅把我从一个农民工培养成了工程师，
更让我获得了昌吉州劳动模范、自治区
劳动模范的荣誉。

千里跋涉的青春抉择

1990 年的春天，我跟随村里的大
哥们踏上了西行的列车。六天六夜的
火车和一天的汽车颠簸，当我们最终
站在奇台县城的街头时，眼前的景象
让我既陌生又期待。那时的我并不知
道 ，这 个 决 定 将 彻 底 改 变 我 的 人 生
轨迹。

记得离家前夜，父亲蹲在门槛上抽
着旱烟，沉默良久才说：“娃儿，出去闯
闯也好，总比守着这几亩薄田强。”母亲
则连夜为我缝制了一件新衣服，把家里
仅有的钱缝在了内衬里。

初到奇台的现实很快击碎了我的
幻想。那年从四川来的打工者太多，
奇台工地上根本用不了这么多小工。
我们只能轮流上工，干一天歇一天，
每天 6 块钱的微薄收入让生活捉襟
见肘。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刚到第一个工
地的模样：尘土飞扬的场地，杂乱堆放
的建材，还有工头严厉的呵斥声。作为
最底层的小工，我的工作就是搬砖、推
沙子、和砂浆。手掌很快磨出了血泡，晚
上回到工棚，用针挑破时钻心地疼。但
更难受的是心理上的落差，在这里，我
们是最不被重视的一群人。

在泥土中生长的岁月

作为工地上的小工，我一做就是三
年。这三年里，我像沙漠里的骆驼刺，在
恶劣环境中顽强生长。每天最早到工
地，最晚离开；别人休息时，我主动帮忙
整理工具；下雨天工棚漏水，我爬上屋
顶修补。这些付出渐渐赢得了老师傅们
的认可。

记得第一次尝试独立砌墙时，我紧
张得手心冒汗。砖块总是不听使唤，砂
浆不是太稀就是太干。师傅看在眼里，
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小子，砌墙要讲
究‘三一’砌筑法，一块砖、一铲灰、一揉
压。”这句简单的指点让我茅塞顿开。

在北山煤矿修桥的那段日子尤其
难忘。我们住在简易帐篷里，夏天暴雨
时，帐篷里能养鱼；冬天寒风呼啸，被窝
永远暖不热。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我掌握了钢筋工、木工、抹灰工、泥瓦工

等多个工种的技能。

知识改变命运

2000年是新世纪的开始，也是我人
生的转折点。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
施，建筑行业迎来了春天。但新技术、新
工艺的涌现也让我意识到：仅靠经验已
经不够了。

2002年，公司派我去新疆建筑培训
中心学习。第一次坐在教室里，30 多岁
的我比同学们大了整整一轮。但我珍惜
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建
筑制图、工程测量等课程。晚上宿舍熄
灯后，我常常打着手电筒复习到深夜。
我学会了看图纸、画图、简单的预算、施
工技术、工程管理技能等，原来的实践
经验与理论知识相结合，我有一种如鱼
得水、醍醐灌顶的感觉。

取得施工员证书后，我又先后考取
了安全员、质检员等岗位证书。2005年，

我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报考国家开放
大学的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边工作边学习的日子异常艰辛。白
天在工地忙碌，晚上挑灯夜读。妻子常
笑话我：“你这把年纪了，还跟高考生似
的。”但当我顺利通过考试时，全家人都
为我骄傲。我拿到了大专和本科文凭，
还通过了工程师职称评审。

红柳精神的传承

如今的奇台县城，处处都有我们建
设的痕迹。从石油公司家属院到水利局
办公楼，从武装部办公楼到一运司住宅
区，这些建筑就像我的孩子，见证着这座
城市的成长，也记录着我的奋斗历程。

近年来，我先后被评为昌吉州劳动
模范和自治区劳动模范称号。站在领奖
台上，我想到的是那些帮助过我的师傅
们，是默默支持我的家人，还有一起奋
斗的工友们。

这些荣誉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现在，我每年都要带十几个徒弟，把多年
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我常说：

“建筑是百年大计，容不得半点马虎。”
三十年的奋斗历程，让我深深理解

了“像红柳一样生长”的含义。红柳没有
白杨的挺拔，没有鲜花的娇艳，但它能
在最贫瘠的土地上扎根，在最恶劣的环
境中生长。

从 21 岁到 56 岁，我把人生最美好
的三十年奉献给了这片土地。奇台，这
个曾经陌生的边陲小城，如今已成为我
真正的家乡。在这里，我收获了事业的
成功、家庭的幸福和社会的认可。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我依然保持
着初到新疆时的那份热情与干劲。因为
我知道，城市的建设永无止境，个人的
成长也永无止境。我如戈壁红柳，生命
不止，向上不息。

本报讯 通讯员朱文斌、丁慧琴报
道：端午节假期，玛纳斯县文旅市场火
爆，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
来观光体验。据统计，全县累计接待游
客12.33万人次，同比增长5.30%；实现
旅 游 收 入 9309.15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3.66%。

昌吉州“我们的节日·端午”示范活
动暨玛纳斯县“粽情端午·龙腾玛河”主
题活动在县葡萄酒公园举办。现场气氛
热烈，来自昌吉州各县市、园区和五家

渠市的30支代表队齐聚一堂，在龙舟竞
渡中一展风采。

6月1日，“森呼吸 游林海 悦生活”
自行车比赛在玛纳斯国家森林公园举
办，200名来自乌鲁木齐、石河子、奎屯
等周边城市的骑行爱好者穿梭于林荫
赛道，开启骑行观光之旅。石河子游客
史德华说：“这里有茂密的森林，堪称天
然氧吧，是运动休闲的理想去处。”

玛纳斯县文旅局副局长杨彦梅说：
“我们将深入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魅
力，持续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旅
活动，让‘天山金凤凰 碧玉玛纳斯’的
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玛纳斯

本报讯 通讯员杨婷、杜川江报
道：连日来，吉木萨尔县住建局对全
县城区公交站台开展喷漆翻新工作，
解决了站台因使用年限较长而出现
锈蚀及油漆脱落等问题，让站台焕然
一新，为群众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

此次对北庭路、文明路等7条城区
主干道的106座公交站台实施全面维
护升级，其中包括26座港湾式站台和
80座直列式站台。针对站台立柱、护栏
等关键部位进行系统性修缮，确保漆
面色泽均匀、抗老化性能达标，有效提

升站台外观质感与使用寿命。同时，同
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松动构件进
行加固，对破损设施进行更换。

改造期间，施工单位采取“分路
段错峰施工+全时段警示防护”模式，
通过设置明显安全标识、合理规划作
业时段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
居民候车的影响。

焕然一新的站台获得居民的广
泛好评，居民孙小磊感慨道：“公交站
台颜值提升了，城市整体形象上档
次，老百姓等车时心情更舒畅了。”

本报讯 通讯员刘媛、张鹏、魏鹏
慧报道：端午假期，阜康市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假日文旅活动精彩上演，吸引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体验。据统计，5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阜康市旅游人次达
20.41 万，同比增长 15.12%，旅游收入
14249 万元，同比增长 14.81%，实现了
接待人数与经济收入的双增长。

今年端午假期，阜康市天山天池景
区创新采用“民俗+文旅”模式，充分挖
掘和利用丰富的文旅资源，举办了一系

列精彩纷呈的活动。“天山50”第十届亚
太地区商学院新疆挑战赛吸引了众多
运动爱好者参与。“国潮汉服·天池印
记”主题打卡活动让游客们身着汉服，
在如画的美景中留下独特的身影。“端
午佳节·一粽传情”猜字谜送香囊活动
充满了节日的欢乐氛围，还有精彩的歌
舞表演，让游客们大饱眼福。与此同时，
天山天池景区不断完善和优化游客中
心、餐饮店、休息区等基础设施，提升旅
游线路等各项服务的软硬件水平，以满
足游客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充分保
障游客在天山天池能够享受到更加便
捷、舒适的游览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王梦君、王子骏报
道：5月31日至6月2日端午节期间，木
垒县通过特色文旅活动，绘就“体育+文
化+旅游”融合发展的生动画卷。据统
计，假期三天全县累计接待游客 10.71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7711.2 万元，同
比均增长了14.42%。

端午假期第一天，5月31日，“中国·
新疆第五届骆驼产业展暨全疆赛马大
会”在木垒县哈扎纳特国际赛马场举
办。赛马场上，16 公里耐力赛中选手俯
身策马，如离弦之箭展开速度与耐力的
巅峰对决；3.6 公里骆驼赛中，“沙漠之

舟”昂首疾驰，驼峰起伏展现野性力量；
挤驼奶挑战赛中，牧民们手法娴熟，将
乳汁精准入桶；摔跤场地里，选手激烈
搏杀，引发观众阵阵喝彩。

与此同时，2025年新疆首届智力运
动会象棋推广赛同步开赛。全疆棋手跨
越年龄鸿沟齐聚一堂，棋盘上落子铿锵
间，新秀的锋芒毕露，老将运筹帷幄，方
寸之间尽显象棋的千年智慧。“与各地
高手切磋，学到了关键的布局技巧。”乌
鲁木齐选手秦敬博说。

木垒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刘晓
琴介绍：“我们将持续深挖‘四季木垒’
文旅IP价值，推动‘文化+数字’‘旅游+
康养’等新业态落地，真正实现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的深度融合。”

本报讯 通讯员郑濛、杜川江报
道：今年高考将至，为确保广大考生
高考期间食品安全，严防食品安全事
件发生，连日来，吉木萨尔县市场监
管局坚持“提前预防、全程监管、突出
重点、保障安全”原则，积极开展校园
周边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检查中，执法人员深入考点周边
餐馆、小吃店、食品店等场所，重点检
查了食品原料采购、加工制作、储存
销售等环节，确保食品来源可溯、质
量可靠。执法人员还对各餐饮单位的

卫生条件、从业人员健康状况以及食
品留样制度进行了全面检查，确保考
生饮食安全。同时，对考点周边的文
具店、电子产品销售点等进行了重点
检查。

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人员40余
人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200余家，现
场整改问题24个。下一步，吉木萨尔县
市场监管局将采取全程管控+不间断
巡查的方式，持续开展考点学校食堂
及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
以赴为广大考生饮食安全保驾护航。

图为蒲锐工作照。 资料图片

新疆是个好地方 醉美最近是昌吉

昌吉州各地端午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
“端午经济”人气旺消费活力足

阜康

木垒

端午假期，天山天池景区游客多以团队游、自驾游为主。图为游客在天山天池打
卡拍照。 □张 鹏摄

端午假期，昌吉州“我们的节日·端午”示范活动暨玛纳斯县“粽情端午·龙腾玛
河”主题活动举办。图为10人制龙舟350米直线竞速赛现场。 □朱文斌摄

5月31日，木垒县举办“中国·新疆第五届骆驼产业展暨全疆赛马大会”。图为赛
马大会比赛现场。 □加尔斯摄

吉木萨尔县市场监管局

全力确保高考期间食品安全

吉木萨尔县

公交站台焕新颜 城市形象“靓”起来

图为工人对公交站台进行喷漆翻新。 □杨 婷摄

6月4日，昌吉市宁边路街道净化社区组织开展“学习环保知识 迎接世
界环境日”主题活动，让小朋友了解垃圾分类的意义，掌握垃圾分类的方
法，引导孩子们从小增强生态环保意识。图为小朋友在模拟垃圾分类投放。

□本报记者 巨海成摄

阜康市

“夜运动”活跃城市“夜生活”

夜幕降临，在阜康市篮球场，足球爱好者在球场踢球比拼。 □魏鹏慧摄

本报讯 通讯员魏鹏慧报道：进
入夏季，每到夜幕降临，阜康市的体
育场、篮球场、广场、居民休闲区等场
地就开始热闹起来，“夜运动”逐渐成
为市民“夜生活”的新选择。

在阜康市文体中心全民健身广
场，篮球爱好者们投球、传球，比拼正
酣，球场旁边还有许多小球迷围观。
阜康市民陈浩天说：“体育场设施比
较齐全，平常下班我都会来这里打篮

球，释放一下工作的压力。”
随着阜康市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越来越多的居民小区周边绿地被打造
成为集休闲、娱乐、健身于一体的多功
能空间，成为市民夜间运动的好去处。
阜康市民陈文丽说：“我们带孩子出来
散散心，放松一下，增加亲子互动。”

丰富多彩的运动方式，不仅让市民
在工作之余放松了身心，增强了体质，
还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