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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厨房，向窗外
望去，不到两米处，一棵
大榆树的树冠掩映着窗
外的景致。这棵榆树枝
干上，经常有几只小鸟
嬉戏，时而还会光顾我
家窗台上的零散食物。
冬天里看到这些小生
灵，浮躁的心沉静了。

去年冬天，我看到
有几只小鸟飞到我家厨
房窗外的窗台上，它先
站在窗台边沿上，把那
小脑袋一伸一缩，左顾
右盼。小黑豆似的眼睛
滴溜溜地转，好像害怕
什么又想获得点什么。
我不忍心惊扰，任由它
们飞走落下又飞走又落
下。每天都能看到几次
它们探头探脑的毛茸茸
的小身影。我将这事告
诉爱人，他说：“它们在
找吃的，这儿有甜瓜籽，
夏天的时候晾在这儿，
现在就成它们的粮食
了，一下雪没吃的东西，
就到这儿找食吃。”

今年夏天，我就将
甜瓜籽都放在厨房窗外
的窗台上，为小鸟们准
备冬天的食物。前几
天，买了一捆葱放在那，把那些甜瓜籽压在了
下面。

雪停了，小鸟们又来了。
我将葱捆翻开，把甜瓜籽分放在一个盘子和

一个碗里，放在窗台东西两侧。它们趁没人的时
候来，吃一口，四下张望一会儿，再吃一口，再东张
西望，那尖尖的小嘴又锋利又快，只要透过玻璃看
到人影它们就飞到对面榆树枝上，互相逗乐，假装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它们呼朋引伴来到我家窗外
觅食。不想惊动它们，我就悄悄地走进厨房站在
它们不易觉察的地方静静地看它们。

下午，我去厨房做饭，发现三只小鸟在那儿吃
得正欢时，有一只警惕性很高的小鸟发现了我，它
没有飞远，躲在窗边上偷偷地看我，又一只小鸟发
现有人影也躲在那儿，伸长脖子用那小眼睛瞄着
我。第三只小鸟吃得正酣，不知收到了什么信息，
一个急转身飞走了。

又过了几日，我正在电脑前安静地工作，听到
窗外有声音，我悄悄地站起来，斜着身子伸长脖子
往外看时，忍俊不禁。三只小鸟在那儿抢食吃。
有一只小鸟看来处于弱势，发出低沉沙哑的呻吟，
好像在说你们别抢，这是我的，还是我把你们带到
这儿来的。我没有惊动它们，任由它们在那儿用
小爪子、尖嘴巴、时不时地还会借助它那翩翩起舞
的翅膀抢夺食物。

早晨一看，我放在盘子里的甜瓜籽一粒都没
有了，小碗也被打翻了。我又把小碗放好，盘子里
又放了一些小麦。

小鸟几天不来，还觉得缺少点什么。它们飞
来了，我会不由自主地轻拿轻放，也不敢大声
说话。

明年所有吃完的甜瓜籽我都给它们晾在这
里，让它们冬季有食吃。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地形条件和干旱气候的影
响，新疆生态环境极为脆弱。

不夸张地说，在新疆种活、种好一棵树比养活一
个孩子还要难。正因为如此，那些用几代人的心血种
树，用青春和生命去守绿护绿，让戈壁沙滩变良田，让
绿水青山永续传承的人，就是百姓心中的英雄。

在天山天池国有林管理局南台子管护站，就有这
样一位英雄。他叫朱贵保，从19岁起就与这片5.5万
亩林区朝夕相伴，22年来，他早上出门巡山，傍晚回
管护站休息，平均每天跋涉20多公里，执着地护卫着
这片森林。

前不久，我见到朱贵保时，见他手腕上还绑着绷
带，说是半个月前巡山时从马上跌落摔伤了胳膊。在
山里巡逻常常会遇到危险，光是毒蛇一年就会遇到十
多次。朱贵保还曾遭遇过野猪，最险的一次将两头棕
熊当成了队友，远远地打招呼却没人理睬他，走到相
距不足百米才发现这是现实版的“熊出没”。

当护林员这些年，朱贵保的母亲住院，全是两个
弟弟和弟媳忙前忙后，朱贵保一次也没守在病床前。

逢年过节举家欢聚的时刻，家里那桌洋溢着温暖
亲情的团圆饭，朱贵保常常因为那片林子缺席。“你就
回来陪我吃个饭又咋了？”母亲失望的眼神鞭子一样
抽在朱贵保的心上。

朱贵保嘴拙，但他相信行动比语言更有力量。
2020 年中秋节，朱贵保把一大家人全请到了管护
站。置身无边无际的青山，目睹朱贵保和同事种植的
500多亩雪岭云杉，那充满生机的青绿让一家人的心
融在了一起。“儿啊，妈不知道你这工作这么重要，一
定要好好干，干出个名堂！”母亲摩挲着朱贵保龟裂的
手，喃喃地叮嘱着，却没发现，儿子已泪流满面。

20天后，朱贵保荣获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绿
色卫士奖”，组委会把这个黝黑的汉子比作高山雪
莲。

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有一名治沙工人
被誉为“黄沙中怒放的黑玫瑰”，她叫帕提古丽·亚森。

且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沙漠面积占全
县行政面积的38.4%，是全国风沙危害最严重的地区
之一。

23岁那年，在父亲的鼓励下，中专毕业的帕提古
丽·亚森成为且末县第一批女治沙员。参加工作10
个月后，父母相继离世，27岁那年帕提古丽·亚森罹
患脑瘤。恶劣的环境、艰苦的工作、双亲的离去、身体

的疾病都没能打垮她，内心一次比一次坚定。面对组
织对她的工作调整，帕提古丽·亚森想起父亲临终留
给自己的话：“一定要将防沙治沙的事业继续下去，保
卫好自己的家园！”她选择留在治沙站，骄阳下、沙尘
中绽放芳华。

如今，经过家乡几代治沙人的努力，且末县已经
在滚滚黄沙中，打造出了一条长23.5公里、宽10公里
的绿色长廊。沙漠已经融入了她的血液，这里有她的
青春和奋斗，也有她坚守的意义。

穿城而过的孔雀河两岸，柳树摇曳出万千风姿，
这些柳树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成帮柳。培育出这种柳
树的就是“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王成帮。

作为全军英模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德模范，从
“战场”到“沙场”，新疆军区上校军官王成帮退而不
休，在新疆义务植树34 年，种树100 多万株，被誉为

“坚守初心不移、守护绿水青山”的优秀典范，被称作
现实版“石光荣”和“绿色造梦者”。

2005年，王成帮被检查出肺癌晚期，医生的诊断
结果是最多只能活半年。

家人决定送王成帮去北京大医院治疗，可一想到
要花去国家的大笔医疗费，王成帮觉得还不如把人生
剩下的时间用来种树。他说：“我宁愿死在苗圃，也不
死在病床上！”王成帮立下遗愿：“我死后骨灰就埋在
树下面，看它们成长。”

36年前，阿克苏地区柯柯牙防风固沙基地还是
一片寸草不生的亘古荒原，常年浮尘蔽天，飞沙走石，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苦不堪言。

为了根治沙害，从1986年起，阿克苏7任地委书
记锚定目标，带领上千万人艰苦奋斗，在寸草不生
的柯柯牙，造出了400万亩树林，铸就了让习近平总
书记点赞的“自力更生、团结奋斗、艰苦创业、无私
奉献”柯柯牙精神，让一片接一片的戈壁荒滩长出
了“绿色长城”，长出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长出了
红枣、核桃、杏子等林果产业，长出了“绿色银行”。
如今的柯柯牙已成为闻名全国的“果篮子”，曾经的
戈壁荒漠成了绿水青山、金山银山，人民有了更多
幸福感和获得感。

新疆人植树，“植”的是希望，“树”的是精神。荒
原上，森林有界，民心中，信念无疆！奋进新征程，建
功新时代，“牢记使命、艰苦奋斗、绿色发展”的塞罕坝
精神早已跨越天山，融入2500万新疆各族儿女的血
脉，为华夏大地的苍翠绿色贡献更加强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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