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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先说吧。”
“我先说就我先说。我们两个人

的故事，那得从2001年他刚来新疆的
时候说起。”

……
9月4日，在昌吉市三工镇常胜村

村民阿巴别克热·吾斯满家里，得知记
者采访来意后，阿巴别克热·吾斯满和
范新民客气起来，一番谦让后，80岁的
阿巴别克热·吾斯满坐在自家的庭院
里，和“弟弟”范新民相视一笑，给记者
讲起了这段长达22年的兄弟情缘。

2001年，范新民带着妻子和女儿
从甘肃来新疆务工，靠开三轮车载客
维持生计，那时候阿巴别克热·吾斯满
是他的常客，一来二去两人渐渐熟
络。得知范新民一家居无定所，阿巴
别克热·吾斯满便将自家的房屋低价
出租给范新民，一家子才真正安顿了
下来，有了一个像样的家。

“刚开始的时候是按一个月10元
租给他们住的，后来熟悉了也就不要
钱了。”阿巴别克热·吾斯满笑呵呵地
说。他所说的熟悉，是两人建立起了
犹如亲兄弟般的深厚情谊。

有一年秋天，阿巴别克热·吾斯满
因病住院，秋收时节，地里的庄稼等着
收，这可难倒了他的妻子肉孜汗·艾力，
一边儿要照顾丈夫，一边儿还要打理家
事和庄稼。这个时候，范新民出现了。

阿巴别克热·吾斯满住院期间，肉
孜汗·艾力放心地将家门钥匙交给了
范新民，托他帮着看家，自己专心在医
院陪护丈夫。当阿巴别克热·吾斯满
病愈出院回家，两口子惊喜地发现地
里的庄稼已经收获完毕，家里家外被
打理得井井有条。

范新民感念阿巴别克热·吾斯满
一家对他的帮助和情谊，经常在农忙
的时候主动帮忙，割麦子、收玉米一样
也没落下过。

“20多年了，我们两家人像一家人
一样，从来没吵过架、红过脸，你说对不
对？”阿巴别克热·吾斯满说着看向了范
新民。“你说的都对。我们不是亲兄弟
胜似亲兄弟。”范新民接过话茬说。

2008 年，范新民的妻子因病去
世，他独自抚养9岁的女儿，其中的不
易阿巴别克热·吾斯满和肉孜汗·艾力
都看在眼里。从那之后，阿巴别克热·
吾斯满的孩子有新衣服、新文具，范新
民的女儿也会收到同样的一份，“我们
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自然时时处处
想着她。”肉孜汗·艾力说。就这样，范
新民的女儿在阿巴别克热·吾斯满的

家里，一天天地长大。
2017 年，范新民做了胆结石手

术，回到家中无人照顾，阿巴别克热·
吾斯满两口子每天都照顾范新民的
饮食起居，冬天取暖的炭火直接送到
房子里，甚至连炉灰都帮他清理干
净，直到他痊愈。

“其实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太多
感人故事，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平常
生活。”在阿巴别克热·吾斯满看来，他
们两家天天都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
桑麻”式的交往，22 年的时光不知不
觉就这么过来了。

“没有大哥一家的照顾，我和女儿
就没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在范新民
看来，他们父女得到了阿巴别克热·吾
斯满一家太多的帮助，两家人携手走
过的时光是那么温馨和刻骨铭心。

2016 年，阿巴别克热·吾斯满所
在的村组要整体征迁，他家的房屋也
在征地拆迁范围。驻村工作队队员入
户走访时，他明确表示，将借给范新民
一家居住的 70 余平方米房屋赠与范
新民，让他和女儿居有定所。

22 年来，两家人住在一起、吃在
一起、风雨同舟，虽不是亲人，却结下
了比亲人还亲的情谊。如今，闲不住
的兄弟二人在家中小院里养花、种菜，
过着含饴弄孙的闲适生活，续写着这
段民族团结的佳话。

牧草金黄，牛羊肥壮，木垒县木巴
公路两侧的草原进入了最美的季节。

公路南侧一个绿树环抱的小院
里，几间平房，两排羊圈。院外 2000
余亩草场一眼望不到边，1200 余只
羊、50 只牛、45 匹马是这里的主角。
它们的主人——木垒县照壁山乡照壁
山村养殖户张家铭，把这片草原当成
了自己的家。

9月2日上午，张家铭早早来到草
场，穿梭在羊群中，摸摸这只，看看那
只，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看着草场上吃着草的牛羊、奔跑
的马儿，听着不时传来羊儿“咩咩”的
叫声，张家铭高兴地说：“草场上放牧
的牛羊肉质更好，出栏价格也高，今年

的收入有保障了，日子很有奔头！”
眼前这个高大黑瘦的汉子今年

37岁，曾在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畜
牧兽医专业学习。毕业后，他在村里
当了3 年动物防疫员，先后辗转乌鲁
木齐市等地做生意。为照顾家中老
人，2018年，他回到家乡搞起了养殖，
成为一名“新农人”。

木垒县地理生态环境独特、优美，
“木垒羊肉”更是因品质优良，而享誉
区内外。

瞅准“木垒羊肉”品牌，张家铭全
身心投入养殖业中。在木垒县推动畜
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的帮
助下，他发挥自身技术的优势，不断扩
大牲畜的养殖规模，年收益也不断实
现新突破。

“近年来，木垒县不断完善屠宰、加
工、销售产业链，极大方便了我们养殖
户。我们现在不愁销路，出栏高峰期，
一天可以出100多只羊，当天就能屠宰

完，并全部批发走。”张家铭介绍，这两
年他加大品种改良力度，促进养殖业增
收增效，“我们现在养的是萨福克羊、小
尾寒羊，西门塔尔牛、新疆褐牛等，它们
共同的特点是养殖周期短、出肉率高、
收益高见效快。”张家铭说。

上千头牛羊管理起来不是小事
儿，张家铭每天为此忙碌着。挥洒汗
水换来幸福的生活，这种幸福感和满
足感，让他倍感欣慰。

“不是有这样一句歌词么，‘美丽
的草原我的家’。在草原上搞养殖虽
然辛苦些，但是很有奔头。”张家铭心
中的憧憬、丰收的喜悦，都寄托在这片
辽阔的草原上，绽放在幸福的笑容里。

“前两天，我和朋友到木垒县博斯
坦乡考察了3000亩饲草料基地建设项
目。我们计划走种养结合之路，进一
步扩大养殖规模、延长产业链，带动更
多人增收致富，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对于未来，张家铭信心满满。

本报讯 记者阿依加玛丽·列提甫、通讯员
王博报道：秋风起，虾儿肥。昌吉市六工镇作为
新疆远近闻名的水产养殖区，全镇养殖水域面
积达1.2万亩。近几日，这里的水产养殖户每天
都忙着捕捞水产装车上市销售，一筐筐活蹦乱
跳的南美白对虾抢“鲜”上市，到处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

“我们养殖的品种主要是南美白对虾，你看
这些虾个大肥美，足足有16厘米长。目前共有
淡水虾塘7个，水产面积70余亩，年产南美白对
虾达40多吨，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9月6日
上午，记者来到昌吉市六工镇下三工村鑫成水
产养殖合作社，养殖户成亮刚刚从水里捞起一
网兜虾高兴地向记者说。

今年36岁的成亮，养殖南美白对虾已有11
个年头。南美白对虾的生长周期为 3 个月左
右，每年4月底放苗，目前他家虾塘里养殖的南
美白对虾正在大批量上市。

一个个虾塘整齐排列，成亮和他的家人不
停地忙碌着。“这几天太忙了，每天差不多都能
卖出一吨多虾。”成亮高兴地说，这几天天刚蒙
蒙亮，一家人就来到虾塘捕捞、过称、装车……
一筐筐活蹦乱跳的南美白对虾一上岸就被送上
运输车，在最短的时间内送到消费者的餐桌上。

“我今天已经接待了好几波客户，到现在忙
得连早饭都顾不上吃。今年引进了400万尾南
美白对虾苗，亩产量约500公斤左右，预估今年
总产量40吨，主要销往昌吉、五家渠、乌鲁木齐
等地。”成亮告诉记者。

昌吉市六工镇拥有优质的淡水资源，产出的
南美白对虾味道鲜美，品质好，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我们每天都要进100多公斤南美白对虾，
卖得特别快，一部分放到店里零售，一部分搞团
购，这虾品质好大家都喜欢吃。”来自乌鲁木齐
市的水产批发商高亚男开心地说。

严格的品质检测是南美白对虾走向更大市
场的重要条件。今年4月，由福建省海洋与渔
业局援建的田园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水生动物
疾病防控实验室，为当地水产养殖户提供了专
业正规的水产品检测监测，从源头严控重大水
生动物疫病的传播，更好地保障水产品质量安
全，让消费者吃得新鲜吃得放心。

近年来，昌吉市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不断
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全市水产养殖
面积达973.76公顷，2022年水产品总产量8229
吨，全年渔业经济总产值 1.8 亿元，引进了鲈
鱼、梭边鱼、罗非鱼、武昌鱼、黄辣丁和南美白
对虾等品种。

“蹦”上餐桌
昌吉市六工镇南美白对虾上市

二十二年的兄弟情
——昌吉市三工镇常胜村的民族团结故事

本报记者 左晓雨

本报讯 通讯员沙丽曼：9月5日，笔者在
呼图壁县园户村镇良种场社区的啤酒花地里看
到，一簇簇碧绿的啤酒花散发着独特香气，村民
正拿着镰刀，熟练地将啤酒花藤蔓割落到早已
铺在地上的篷布里，然后摘下一串串啤酒花。

这里种植啤酒花已有47年历史，为提高啤
酒花附加值，2013年良种场社区成立了金福酒
花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农户+合作社+
酒厂”的模式种植啤酒花。目前，合作社社员达
到40多人，啤酒花种植面积达到1100多亩，并
建立了啤酒花加工厂。

金福酒花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吕金
柱说：“合作社今年种植了1100多亩啤酒花，预
计平均亩产鲜花1吨，每亩效益5000元。目前，
合作社已和青岛啤酒花厂签订了订单合同，预
计年产值在700万元左右。”

近年来，为加快啤酒花采收加工、销售进
度，金福酒花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购了先进
的脱花机、选花机、打包机、烘干机等设备，确保
采收回来的啤酒花及时加工打包，以优质啤酒
花产品提高外销竞争力。

香飘满地
呼图壁县千亩啤酒花喜获丰收

照壁山村养殖户张家铭挥洒汗水换来幸福生活——

“现在的日子，很有奔头！”
本报记者 刘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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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木垒县照壁山乡双湾村
草莓采摘园，小朋友正在采摘草莓。

眼下，木垒县照壁山乡双湾村和
英格堡乡菜籽沟村种植的草莓和树莓
迎来了采收季。近年来，木垒县大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了一批集种
植、休闲观光、果蔬采摘为一体的生态
农业项目，让“采摘游”为乡村带来蓬
勃生机，让村民共享发展红利。

本报记者 何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