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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话：
福建省福州市第八批援疆干部、奇台县融媒体中心主任（台长）助理、总编室副主任张铁国所著的《奇缘》一书

今年8月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张铁国是福州日报记者，该书选取了张铁国自2019年11月至2021年8月期间的130篇援疆日记，记录了作者在

奇台县援疆的真实历程，生动刻画了援疆期间他与当地各族干部群众友好交流交往的深厚情谊，与福建援友携手共
进、智力援疆的感人经历，也描绘了新疆昌吉的壮美风景、人文风情。本报特刊发此书的两篇序言，以飨读者。

一本援疆日记、暖暖爱疆情谊。2020 年4
月，福州日报记者张铁国积极响应组织号召，来
新疆奇台县援疆。工作生活期间，张铁国坚持
写日记，形成《奇缘》一书。该书以一位新闻工
作者独特的视角，用日记方式记录下在奇台援
疆的点滴。每篇日记通过讲故事、写见闻、谈感
受，阐明道理、深化主题、以小见大，读来深受感
染、引起共鸣、发人深省。

对口援疆，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新疆社会
稳定和长治久安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决
策，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巩固
和发展新疆各民族大团结的重要体现。2020
年4月，福州市第八批21名援疆干部人才不远
万里来到奇台，投入党政部门、教育、医疗、交
通、应急、宣传等各条战线，开展一至三年不等
的援疆工作，有力推动了奇台县社会稳定和长
治久安以及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张铁国的这本日记，选取了他自2019年11
月至2021年8月间记下的100余篇日记，记述
了他从参与援疆事业第一天起的所见所闻、所
思所悟，既有对亲人的思念，也有思念之后的砥
砺前行；既有与援友团结共事结下的深厚友谊，
又有与当地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既有对
同事之间真情暖意的描述，又有对人生哲理的
概括；既有对援疆干部主动担当、勇挑重担、奉
献大爱的写照，又有对当地干部扎根基层、踏实
工作、艰苦奋斗作风的宣传……正如作者所说：
工作之余，将这样一段意义非凡的经历记录下
来，呈现援疆一年半的工作点滴、心得感悟，以
亲历的方式讲好奇台故事、援疆故事，让人们了
解新疆，从而走进新疆、爱上新疆，进一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
面交流、深度交融。

《奇缘》一书的出版发行有着重要的意义，有
利于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举全国
之力援助新疆建设发展的决策部署，有利于更好
地记叙福州市委、市政府及福州人民对奇台的无
私援助之情，有利于深刻理解奇台县委提出的

“五个精神”的深层次含义，进一步凝聚力量、正视
矛盾，上下一心、攻坚克难，解决好奇台改革发展
稳定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这本书，图文并茂，一条红线贯穿其中。作
者将自己丰富的阅历、做人的豁达胸怀、做事的
利落风格融入见闻感受之中，娓娓道来，内容丰
富厚重、饱含深情，读起来非常感人，或引起强
烈共鸣，或催人奋进，或给人启迪，可读性和感
染力非常强。希望福建援疆福州分指挥部和县
委组织部门将这本日记分发到每位援疆干部人
才和奇台县各乡镇、部门党员干部手中，积极组
织阅读讨论，从中汲取营养、培养大爱、涵养正
气、激发斗志、增强干劲，不断为奇台改革发展
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共奇台县委书记）

周末两天时间，静心仔细阅读援疆干部张铁国同
志的《奇缘》，仿佛被带入到他那段充满激情与深情的
援疆岁月。

日记是一种文体，是对生活的观察和记录。可以
记事，可以写人，可以状物，可以写景，可以抒发感情。
日记的一个特点，就是以日为时间节点，将一天内自己
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记录下来。日记有以小见大、
左右相接、上下勾连等特点，虽是一日，但又不止于一
日，虽是记录，但又不止于记录。我读铁国的日记，觉
得这些日记犹如山涧的一滴清泉，也犹如一片树叶，从
孤立的一篇看，也许有些单薄，但是，当我读完这些日
记，觉得它展示给人的是一滴滴清泉汇聚起来的溪流，
是枝繁叶茂的一棵树，清新而不失深厚。从日记中，我
看到了一个人的真情流露，领略到了一幅援疆的动人
长卷。

这些日记，是铁国援疆岁月的真实记录。铁国将
日记分成“立志援疆”“诗和远方”“春节记事”“为烈士
寻亲”“别了，奇台”5个章节。他从300多篇日记里精
心挑选出130篇，从《一个去援疆的电话》开篇到《再见
了，奇台》收尾。日记完整地讲述了从接到报社人力资
源部主任电话后的所思所想，到结束援疆时新疆同事
的依依不舍、深情道别，记述了在这段日子里他的所
做、所见、所闻、所思。铁国通过这些日记，留下一道

“痕”，又通过这道“痕”，让我清晰地看到了他的岁月，
看到了援疆干部人才的生活，也看到了新疆干部群众
的精神风貌。

这些日记，带我们认识了援疆干部这个群体。福
建省援疆工作从1999年始，至今已经有20多个年头。
20多年间，如同接力一般，一批接着一批干，一张蓝图
绘到底。20多年中，许多援疆干部人才都有同感：既
支援了新疆建设，也锻炼提高了自己。通过铁国的日
记，我认识了张梦杰和他的爱人余香云、认识了王中总
指挥长、认识了他日记中记录的每一位援疆人，读到了
这个群体的团结、奋进、奉献。铁国日记开篇这样写
道：“无大爱而不往，无情怀而无缘。”通过这一篇篇日
记，我看到了他们心中的情怀。援疆工作是艰苦的，从
湿润的南方到干燥的北方，饮食需要适应，气候需要适
应。援疆干部人才大多三四十岁，正是家庭需要照顾、

孩子需要教育之机，组织召唤，他们选择响应，彰显出
了家国情怀。从铁国的日记里，我体会到了“军功章
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援疆，不是一个人的
援疆，是一个家庭的援疆、一个社会的援疆。

这些日记，带我们体会了浓浓的闽疆情谊。铁国
从踏上新疆这片热土起，就被这种情谊包裹着、融化
着。从“待在宿舍居家隔离”，奇台县委组织部提供暖
心水果，奇台县融媒体中心置办一应俱全的生活用品，
到上班的第一天，奇台县融媒体中心的领导同志亲自
到驻地迎接，同事们早早为他准备好办公室和办公用
品，在工作中同事们对他高度信任，以及结束援疆后依
依不舍，这样的情感，是在工作中逐渐生成的，是在生
活中用真情铸造的，是被群众言行感化的。“帮援疆干
部修车不收钱”，一句话，足见群众对援疆干部人才的
爱。在铁国的援疆岁月中，这种爱无处不在、无时不
在。我也相信，这种爱、这种情谊，不因援疆的结束而
结束。相信在铁国的心里，从此又多了一个情结，这就
是援疆情结；又多了一份牵挂，这就是对奇台的牵挂。

这些日记，带我们领略了奇台的壮美风光和民间
风俗。我20年前曾去过奇台，捧读书稿，我不禁想起
大漠之上的五彩湾，想到深埋于沙漠中的硅化木，那些
景象，历历在目。书稿加深了我对奇台的认识。铁国

《初识奇台》这篇日记，让我知道了我不了解的奇台历
史；在《拣石记》中，我看到了奇台魔鬼城的壮美；在《一
棵树，万亿年》中，我知道了硅化木的演变过程和它的
历史。铁国利用闲暇走进大自然，领略了奇台的壮
美。书从来就分为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既要沉下心
来，读好有字之书，也要善于行万里路，读无字之书。
铁国的援疆之行，也可以说是一次“读书”之行，在这本
书中体会、感悟和收获。

我在铁国的日记中，读故事、听故事。虽是一日之
记，但抓住每天所发生的有意义的事，重点讲述其中的
一件事。他从细节入手来体现情节，如《淳朴的村民》，
讲述了上门慰问建档立卡贫困户孙付海的事，既写明
了孙付海如何致贫以及政府如何帮扶，又记录了孙付
海老人接受慰问时说出的那番话：“感谢政府，感谢福
建！穿上这件衣服，几世也忘不了你们的好！”言语不
多，发自肺腑。读了这篇日记，我体会到各级党委政府
扶贫的力度，看到了一位朴实善良的百姓形象。他运
用白描手法体现生动，如《“帮援疆干部修车不收钱”》
讲述了援友高传勇修车的故事，真实记录了从高传勇
发现车漏气到老宋检修车的过程，再到最后老宋拒收
修车费的一番话，让我在情节中深受感染，这种感染是
读到这些细节的描述时而生发于内心的。而铁国几乎
在每篇日记最后一个段落进行总结，抒发自己的情
感。如他在《奇台边境行》结尾写道：“一次边境行，就
是一次精神洗礼，一次心灵涤荡之旅。唯有砥砺前行，
实干担当，勇于奋斗，才能不枉此行。”在《修炼好心态》
结尾时写道：“修炼心态，我们当学新疆人、喀什人。”言
语不多，却升华了主题。

读完这些日记，我感到，铁国的日记是讲故事的一
种形式，这正如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
间也”。铁国通过日记，讲述他的援疆故事，他把这些
故事讲述得那样生动，通过这一则则的小故事，生动反
映援疆这一大主题、大景象和奇台的大变化。

此外，我们在读故事、听故事的时候，也能明显感
觉到，这本书对于平时写日记的人来说，也是一本极好
的参考书。这一则则日记告诉我们，日记也要选材，也
有详略，也有轻重，也有议论，也有抒情。

日记不止于记事，也记情感。
（作者系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作协会员）

从书中汲取营养

涵养正气
刘晓刚

有故事，更有深情
陈元邦

《奇缘》一书封面。

今年暑假期间今年暑假期间，，张铁国张铁国（（左四左四））为到福州参为到福州参
加加““榕奇同心榕奇同心””青少年夏令营的奇台县中小学生青少年夏令营的奇台县中小学生
赠书赠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