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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玛纳斯县兰州湾镇八家户
村，想探寻已往的岁月。打开《新疆地
方史》，清政府根据新疆民族的习惯和
社会历史状况，实行三种不同的行政制
度。在汉族较多、和内地联系紧密的乌
鲁木齐以东地区实行州县制，其中迪化
直隶州设于乌鲁木齐，辖昌吉、绥来（今
玛纳斯）、阜康三县。清政府还在南北
疆派驻重兵，以加强防卫。驻疆清军总
数约四万人左右，重点放在北疆，约占
总数的五分之四，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兵
在此屯垦，驻防官兵可以随带家眷。

那时，屯兵每人种田20亩（实际往
往超过此数），官府提供农具、耕畜、籽
种，按月发给粮饷。屯兵每年交粮
12—18石。随着驻防官兵家属陆续到
来，也加入到了大规模的民屯之中。据

《玛纳斯简史》和《绥来乡土志》记载：同
治以前，本境汉、回居民多至四五千户，
他们主要来自陕西、甘肃及宁夏，主要
分布在凉州户庄浪户、兰州湾八家户等
地。每户得田 30 亩，官府先借给农具
和籽种，并借给耕畜、建房银两和口粮，
分3年偿还。每年按亩交纳屯租8—9
升，约为亩产量的十分之一。

据《三州辑略》记载：“嘉庆十二年
绥来县（今玛纳斯）有园户121户，土地
9160 亩。”清末《新疆图志·道路志一》
中就有这样的描述：玛纳斯有“城西北
十里兰州湾居民二十余家，沿途皆桃果
园，春季侬华蒲粲，如入武陵源”。那
时，农户们除了种植小麦、玉米、水稻等
农作物，还种植红枣、苹果。当地至今
还流传民歌：“兰州湾西门外，有片林果
园，大红苹果比蜜甜，串串的红枣红艳
艳……”这和《玛纳斯县志》中记载的：

“城郊兰州湾春季苹果、桃、李、杏、枣花
盛开，颇似桃花源”相一致。这也证明，
玛纳斯种植果林的历史悠久，远近闻
名。《新疆志稿》记载：民国早期玛纳斯

“附城数里，有果园十余座，以蘋婆（苹

果）、葡萄为最，桃、李次之，枣、核桃又
次之”。这些记载说明玛纳斯兰州湾是

“花果山”,又像“武陵桃花源”。
2019 年夏天,我去该村采访,刚好

有人正在了解八家户村的历史,镇政府
派车将十多位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请到
了村文化室,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唠起
了村里的陈年往事,大部分老人都还清
楚地记得：新中国成立后，八家户村共
有李姓、吴姓、武姓、王姓、袁姓、孙姓、
谷姓，以及后迁来的任姓，共有八个姓
氏的人家,成了最早的村民。其中李志
福是个老新疆人，不仅地种得好，还会
做有名的莫合烟，做出来的烟粒就像黄
金粒。

鸽子衔来花开的消息，玛河撞击东
岸的涛声响起。茶余饭后，人们总会聚
集在村口的大树下，唠叨起村里的趣闻
轶事，就像晚霞弥漫着天际。已是八十
多岁的兰州湾信用社原主任叶长春还
清楚记得村里的马登兴是个皮匠，会熟
皮子，大女儿马银珍住在县城，二女儿
马银芳嫁到乌鲁木齐，丈夫名叫穆文
斌。村里的袁富贵年轻时也有一手皮
活技艺。另有一户姓谷的人家，名叫谷
子雨,祖籍河南，为人和善，样样农活都
干得很到位。到了20世纪50年代，老
红旗公社五队书记吴来财搬到了八家
户村。20世纪60年代，任护民一家来
该村时，八家户村已有常住户达四十
户，呈现出人丁兴旺、生产大发展的局
面。

岁月翻开了新的日历，夕阳挽着沧
桑虽已远去，但日新月异的变迁，却清
晰印在人们的心里。走进如今的八家
户村,恬静整洁的村庄掩映在绿树间,
如诗如画,颇有几分江南水乡之意。这
种变化来自2018年启动的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为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八
家户村家家户户门前都栽植了花草，种
植了树木。政府免费为村民提供菜苗，
补贴庭院灌溉水费，积极引导村民在自
家庭院和房前屋后建起小果园、小菜
园，在美化居住环境的同时，把农家庭
院打造成各具特色的“聚宝盆”。

近两年，八家户村的庭院经济搞起
来，农民的腰包也鼓起来了。为继续巩
固所取得的成绩，该村继续加大美丽乡
村建设工作。2021年村里加紧建设室
外排水管网工程，项目投资90多万元，
建成后使全村 100 多户村民使用上了
水冲式卫生间，污水集中统一处理。
2019 年到 2020 年的两年间，八家户村
大力实施村庄环境综合整治，投资400
多万元铺设柏油路4.8公里，修建了景
观渠800米和占地3600平方米的小游
园。人居环境、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得到
进一步完善。2019 年，八家户村被国
家农业农村部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村民们憧憬着美好,从中得到了
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没到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
前，我的记忆还停留在父辈的描
述中。在他们的话语里，这里荒
芜、寂寥。

近日，我随昌吉州融媒体中
心的新春走基层采访团来到准东
开发区。司机马振轩说：“准东开
发区才建立的时候，路不好走，人
车稀少，漆黑的夜里车头大灯的
光线孤零零的。”

前往准东开发区的道路是平
整的柏油马路，形成了完整的综
合交通骨架网络。一路上，各种
大中小型车辆络绎不绝，通行顺
畅，我们从昌吉市出发，200多公
里的路程两个小时就到了，真是
便捷。到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楼前，我疑惑，这就是准东
开发区？拔地而起的办公楼、鳞
次栉比的居民楼、宽敞平整的大
马路，现代化都市的气息扑面而
来。

从工作人员的介绍里，我了
解到，开发区东西长220公里，南
北平均宽 60 公里，规划总面积
1.55 万平方千米。相比之下，我
查询到的昌吉市面积是 7971.03
平方千米，乌鲁木齐市面积是
1.42万平方千米。

这里有我国目前发现最大的
整装煤田，预测煤炭资源储量
3900亿吨，占全疆储量的17.8%、
全国储量的 7%。开发区成立至
今10年来，吸引了3000余家企业
来此投资兴业。特变电工、东方
希望、协鑫控股、国网能源等一大
批大企业大集团在这里开疆拓
土。虽然不太懂经济，却也能从
这些数据里触摸到强劲跳动的发
展脉搏。

跟随着采访团，我一路走一
路看。

新疆其亚铝电有限公司车间
里，智能化的生产线上，只有少数
几个工人照看，大家忙而不乱，在
现代化流水线上，机械手臂精准
运转，生产出一块块铝锭。

工人们制造产品也在创造幸
福生活。铝锭车间工人夏昌文面
对记者镜头有些害羞，他自豪地
说道：“我每月能拿到 1 万多元，
今年还要好好努力工作，为家人
奋斗。”

国网能源新疆准东电厂2×
660兆瓦项目一号机组前不久投
产，二号机组也在紧锣密鼓地建
设推进。这个项目是“准东—皖
南”±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
的配套电源点项目，是疆电外送
配套及国家能源保供重点建设项
目。

同行的融媒体中心记者刘辉
作了一个比喻让我感受到这个项
目的重要性，他说：“皖南的一个
县城晚上灯火辉煌，他们用的电
就来自准东开发区。”穿行在参天
耸立的冷却塔、繁复的输送管网
中，我感觉自己渺小如蚂蚁，却又
因为身在新疆而倍感自豪。

走出车间，准东开发区四野
宏阔，让人心胸舒畅。日丽风和，
传递着春消息，2023年的春天到
来了。

准东开发区的条件还是艰苦
的，远离城市、远离人群，医疗、教
育、娱乐等条件相对贫乏。老话
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准
东开区工作人员王前喜告诉我，
准东夜市里的小马餐馆的老板，
从打工到现在自己开了店，身家
可观，就是因为他能坚持、不怕
苦。

在网络联通世界的今天，5G
网络让这里与全球同步。更何
况，这里还在不断进步。好消息
是，五彩湾镇、芨芨湖镇控制性详
规及城市设计编制工作顺利完
成。那么，再过若干年，准东开发
区会是什么样？准东开发区建立
到今天也不过10年。

如果说，白天的准东开发区
是繁忙、是奋进，那么，夜幕下的
准东开发区却是另外一个样子。
当华灯初上，五彩湾新城顿时变
得流光溢彩，一盏盏灯笼小巧玲
珑，挂在灯柱上、门楼前……红得
耀眼、粉得妩媚，
让人流连。转角
一瞥，几只长耳
兔子造型的灯简
单大方，让人感
觉温馨和安宁。

此刻，最热
闹的是准东夜市
吧，每个精致小
店 都 坐 满 了 客
人，大家谈天说
地、畅叙友情，为
将来的日子举杯
祝福。

好一派欣欣
向荣、生机无限
的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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