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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反正我是从来没看到过一棵树
上结浪个多（那么多）樱桃，帮（把）樱
桃桠桠（枝子）都压弯了。棚棚头（大
棚里）都是人，有我们村的，也有隔壁
村的，排起百八十人的队，都想来看
哈（下）结浪个多果子的樱桃树长哪
样（什么）样子。”提起今年 5 月份经
历的“稀奇事儿”，操着一口当地方言
的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农民杨朝凤到
现在还是一脸难以置信。

创造这个奇迹的刘宝东今年 60
岁，说着一口尾音上扬的锦州话，“一
棵树能产 9公斤，当地农民从来没见
过结这么多果的樱桃树，一直站在树
底下乐。我说，揪一个尝尝啊？他们
说，不吃了，看着就舒服。我给揪了
几个，他们说，比以前吃的所有樱桃
都甜。”老刘戴着一顶皱皱巴巴已经
褪了色的遮阳帽，风吹日晒黑黝黝的
脸上全是笑意。

“开始种的时候，供苗商说三年
就能挂果。到了第三年，这树倒是第
一次开了花，果却一个都没结。”回想
起当时的情形，大用现代农业产业园
区管委会主任张远斌显得有点着急，

“到第四年，总算挂果了，可还没长大
就掉了一地。好不容易保住的果，个
头小不说，还不甜。技术人员想了好
多办法，都没太奏效。产量就是上不
来，开花多，结果少，95%的果都是裂
的，根本卖不上价钱。”

大 用 镇 位 于 六 枝 特 区 东 部 。
2013年，六枝特区大用现代农业产业

园引进了樱桃树苗。对于当地人来
说，这可是个以前从来没种过的稀罕
物。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发现，“樱
桃好吃树难栽”，一点不假。

“来之前知道这儿的樱桃长得不
好，但没想到这么不好。不过不长时
间我就看出门道了，这边光照好，雨水
足，树长得特别快。但他们不敢给树
剪枝，枝子猛长，哪能结果？”在大连
佛伦德农业科技公司任技术员的刘宝
东和花卉、蔬菜打了大半辈子交道，老
伴儿张桂荣的专业就是果树种植，“去
年5月份，公司找我谈话，说贵州新建
了个大樱桃基地，让我和老伴儿来给
指导指导。本来以为待几天就可以回
家，也没怎么准备，来了之后才知道，
这可不是几天就能行的事儿。”

“第一批樱桃苗是去年5月26日
到的。”张远斌记得特别清楚，“大连
投了3000万援建资金，在园区里分期
建大樱桃研发示范基地，引进大连的
22个品种5万株樱桃苗。这批苗基本
都是4年到6年的树龄，已经长成型，
看起来却和我们这边的树不一样。”

为了避免大连樱桃“水土不服”，
老刘和老伴儿几乎把日子过在了大棚
里，“一早上就进棚，饿了就在棚里凑
合吃口馒头。怕一时看不住，再出问
题。”从剪枝拉枝嫁接，到改良土壤，再
到修建防雨设施，老刘和老伴儿摸索
着琢磨规律，一年很快就过去了。“他
们根本没想到，种了一年的树就能开
花，更想不到樱桃树真能挂住果，还能

挂住那么多果。但其实我跟你说，未
来产量肯定照比现在大得多。”

不用等到更大的产量，刘宝东和
老伴儿已经在十里八村出了名。“大
家都知道了，大用樱桃园里有两个大
连来的，种樱桃特别厉害。”老刘腼腆
地笑着，“大家伙儿排队来看大樱桃，
也捎带着瞅瞅我俩。他们当场就拉
着我，让我给他们讲怎么种樱桃。我
这心里啊，是真高兴。”

从去年 5月份到大用，老刘两口
子已经一年多没回大连了。“刚开始
来的时候，这里安排了十来个农民给
我帮忙，顺带学技术。我听不懂他们
讲话就已经够要命了，没想到还有更
要命的。这些农民岁数都不小，人
老，特别犟。我要给树剪枝，他们都
不同意，说本来就不坐果，不是越剪越
少了？把我气得直乐。现在啊？现在
也说不准啥时候能回去，老人、孩子都
在大连那边，确实挺惦记的，但这边咱
得好好干啊。伺候樱桃跟伺候孩子一
样，从小树苗养起来的，都有感情了，
哪舍得随便就扔下。”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刘宝东和
老伴儿不仅把剪枝拉枝这些果树栽
培技巧教给了当地农民，也让他们开
始打心眼里重视农业科技。也许，这
才是大樱桃的大用处。

现如今，杨朝凤也跟着老刘两口
子学起了种樱桃，学得比谁都认真。
她说，她也想亲自种出“能结浪个多
果子”的樱桃树来。

刘宝东

把大连大樱桃栽到了六盘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
子市老街一区，一栋普通住宅楼，迪
丽奴尔的家就在这里。

看到记者来，迪丽奴尔赶忙擦擦
手从厨房出来。她的丈夫买买提拉
吉给别人打零工，还没回家。10岁的
大女儿娜色芭有些腼腆，6岁的儿子
乃吾卡尔和 3 岁的小女儿娜孜热咯
咯笑着在屋子里追逐着跑来跑去。

这是一个普通的维吾尔族五口
之家。简单粉刷过的白墙上用透明
胶带粘着娜色芭和乃吾卡尔的奖状，
这是房间里唯一的装饰品。

晚上 7时多，迪丽奴尔带着孩子
们出了门。每周一、周二、周四的晚8
点，她都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到石
总场少数民族群众学习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大讲堂当老师。

“家里 7 个孩子，我是学习最好
的。当时如果参加高考，肯定能考上
大学。但妈妈去世得早，爸爸打工养
家很吃力。”蒙着被子偷偷哭了几个
晚上，迪丽奴尔还是决定放弃。2004
年冬天，她离开石河子来到乌鲁木齐
打工，3年后与买买提拉吉组成了家
庭。她说：“结婚以后，我们回到石河
子。为了照顾孩子，我就没法工作
了，只能靠我丈夫打零工挣钱养家。”

尽管生活劳顿，但迪丽奴尔一
直满怀希望，寻找学习的机会。“我
永远记得苏场长和社区干部来我家
的那一天。”迪丽奴尔提到的苏场
长，是大连援疆工作队副领队，时任
八师石总场党委常委、副场长的苏
志来。

2017年，大连保税区与石总场开
展“一对一”援建，明确聚焦新疆工作
总目标和促进民族团结等主要方
向。保税区出资 60 万元，在石总场
开办少数民族群众学习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大讲堂并推动军垦社区薄弱
环节建设，辖区内的少数民族群众都
可以参加免费学习班。开课前，苏志

来和社区干部一起，到辖区每个少数
民族家庭通知这个消息。

但那时娜孜热还小，需要人照
顾，迪丽奴尔的读书机会近在咫尺，
却遥不可及。“那段时间，苏场长和社
区干部经常鼓励我，让我别泄气。”
2017年下半年，迪丽奴尔再也等不了
了。由于有学习基础，迪丽奴尔的成
绩在班里一直很好。2018年，在大连
保税区设立的鼓励少数民族群众学习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奖学金评选中，迪
丽奴尔获得了一等奖学金 1000 元。

“后来，苏场长、社区干部和老师让我
当助教，老师不在时，我就给同学们上
课。”迪丽奴尔说。

“等娜孜热上幼儿园了，我就去
打工挣钱。吃穿都能省，3个孩子一
定都得上大学。”迪丽奴尔突然抬起头
问我，“你觉得我还有机会上大学吗？”

在军垦社区的活动中心里，石总
场在大连保税区的支持下专门为大
讲堂安排了一间教室。晚 8时，迪丽
奴尔站到黑板前，“请打开 74 页，我

们今天要学习第 10 课，升国旗。先
跟我读：五星红旗，我们的国旗……”

虽然目前已调任八师石河子市
发改委副主任，但苏志来一直在为迪
丽奴尔的大学梦努力着。利用大连
保税区援疆资金聘请迪丽奴尔为大
讲堂助教后，苏志来又主动与大连多
所高校联系，与保税区、旅顺商务局
等有关方面沟通。“迪丽奴尔的情况
比较特殊，圆她大学梦的同时，还得
解决她孩子的上学问题以及一家五
口人的生活问题。如果有可能，我们
还希望帮助迪丽奴尔的丈夫在大连
考取技术资格证书，让他们的日子好
起来。”苏志来说。

在维吾尔族语言中，“迪丽”是心
的意思，“奴尔”则代表阳光。迪丽奴
尔怀着一颗阳光灿烂的心，怀揣着大
学梦，始终积极地生活着。或许，在
不久之后的某一天，在大连某所高校
的校园里，你会看到一位美丽、自信
的维吾尔族姑娘，微笑着对你说：你
好，我是迪丽奴尔。

迪丽奴尔

怀揣大学梦的汉语助教
“明年高考，我一定要考到一座

有大海的城市。”
“大连？”
“当然！”
这是记者和贵州省六盘水市第

八中学高二学生李思思的对话。
李思思的家在六盘水市水城县，

每天坐在家里就可以看到山，走在街
上也可以看到山，到处都是山。长这
么大，她去过最远的地方是省会贵阳。

“这里很多孩子，特别是农村孩
子，从来没有出过六盘水。在他们的
世界里，最熟悉的是山。”大连市教育
局援黔干部，挂任六盘水市教育局党
委委员、副局长的郭卫告诉记者。

“高二还没开学的时候，我发现
班级 QQ 群里的老师都换了。后来
才知道，新学期我们班的数学、英语、
化学、物理、生物都将由来自大连的
老师教。”李思思说，换老师的消息一
下子在班里炸开了锅。

满怀好奇与期待，新学期开始了。
“郭老师第一次走进教室的时

候，我们都偷偷‘哇’了一声。郭老师
的发型太特别了，不是平头，而是偏

分。同学们私下里都说，这个老师可
真酷。”

“辛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节英语
课，全程讲英语。当时我担心会跟不
上了，但一周之后，我们就适应了辛
老师的英语教学模式。”

高二的学习生活就这样开始。
由于有 5位大连老师任教，高二四班
又有了另外一个名字：大连班。

“郭老师刚来就给我们定了新规
矩，班里分了四个小组，设计了有奖
有罚的‘班级币’，卷子和作业本上
的名字都要写在固定的位置……”一
开始，李思思和同学们觉得这样挺麻
烦，但慢慢地，班级整体氛围和风气
越来越好，总得到学校表扬。

“从大连老师那里，我们听说了
很多从来没听说过的事。以前我有
点自卑，不知道上大学后能干什么。
现在我有自信了，大连老师给我打开
了眼界。别的班级的同学下课经常
把我拉到一边，问大连老师和大连的
事儿，他们都可羡慕我们班了。”李思
思的脸上满是自豪。

康瞿红是高二四班的语文老师，

也是唯一的本地老师，刚听说要和大
连老师“搭班子”时，她有些担心大连
老师远道而来会“水土不服”。但看到
大连老师很快和学生们“打成一片”，
他由“担心”到“放心”，从“有顾虑”到

“真心服”。用康老师的话说，这样的
转变，完全来自大连老师的实力，“大
连的先进教育理念以及教育模式提高
了老师的业务水平，只要有大连老师
的公开课，我们学校的老师就拎着凳
子在班级间穿梭听课。”

郭卫告诉记者，大连市选派 5个
学科 13 位重点高中教师组建两个

“5+1”高中支教团队，创办两个“大
连班”，开展“组团式”对口支教，就
是为了精准到位地对接“所需”和

“所能”，使两地教育的工作想法、节
奏步调一致，实现两地教育协作工
作效率的最大化，开启两市整班制
教育协作新模式。支教不仅仅只是
上一堂课，更重要的是传播和复制
大连先进的教育经验和做法，提升
六盘水的整体教育水平。

一年很快过去，高二结束了。
高一时英语成绩一般的李思思

考了全年级英语最高分。在得知这
个好消息的时候，她却听说，大连老
师要回去了。

给老师们送行的时候，李思思哭
得很伤心。她说，老师们也哭了。但
是，他们的联系却从来没有中断，老
师们还会经常在网上给同学们讲题，
为同学们学习、生活上的事出主意。

在六盘水市第八中学采访时，记
者又听到一个好消息：8月5日，第二
批共 5 名大连老师已赶赴六盘水市
八中，即将出任高三四班老师，“大连
班”将续写它新一年的传奇。

在日记里，李思思曾经写过这
样一段话：以前我以为，山的那边还
是山，但现在，大连已经成了我心中
另一个故乡。我知道，山的那边是
大海。

李思思

期望考到大连去上学

使命担当，穿越时空。金秋时节，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贵州六盘水、新疆八
师石河子、西藏那曲市索县，活跃着一批批来自大连的挂职干部、医生、教师
和科技人员，他们把异乡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奋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奏响新时代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的澎湃乐章。

李世英、刘宝东等人就是这个群体的优秀代表，从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中，能体会
到他们的坚守和付出，折射的是大连市委、市政府带着真情实意，坚持真帮实扶，投入
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为贵州六盘水等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彼此携起手
来共圆全面小康梦。

志合越山海 同心奔小康
——发生在大连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中的故事

张玮炜 本报记者 侯国政

李世英是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
物理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又是上
市公司的集团副总，却总是喜欢挎
着一个帆布包，他透露说：“没啥隐
私。喏，这是图纸，这是最近要用的
资料和文件，这是治胆结石的药，感
觉要犯病了，我就赶紧吃上。”

李世英出生在河北衡水，在大
连化物所工作了 20 多年，因为援疆
先后 5 次申请延期，又在新疆天业
集团工作了快 9 年，最近被中宣部
评为“最美支边人”。

“ 我 是 2011 年 初 来 的 。 刚 下
车，就冻蒙了，零下 40 摄氏度，哪见
过这阵势。我当时心想，反正就一
年半，咬咬牙就坚持过去了。”李世
英现在依然清楚地记得刚到石河子
时的情形，“我接手的第一个任务是
带队主攻利用电石尾气生产乙二醇
项目。那时候全国乃至全球都没有
成功先例，在当时这几乎是一个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

没过多久，从未在团队里发过
脾气的李世英急了，“我发现自己居
然会拍桌子训人。一开始的时候，
整个团队信心满满，但设计方案一
遍遍失败，有人开始打退堂鼓。这
怎么能行呢！”那段时间，李世英几
乎就是连轴转，经常是半夜刚结束
一个会，就马上回宿舍收拾行李，赶
飞机出差，“忙得连歇一下的时间都
没有。”

一年半的时间很快过去，李世
英的援疆任务快要结束了。“有一
天，集团领导找我，问我能不能考虑
延期，帮集团把项目完成。其实我
早就答应老婆结束援疆回大连，就
一起去国外看留学的儿子。听说再
延期又得一年半，她当即表示不同
意。我就想办法哄她，答应她再过
一年半肯定回去。”李世英说。

2013 年，李世英带领团队完成
世界首套电石炉气深度净化制乙二

醇项目，推动 5万吨电石尾气制乙二
醇项目顺利投产。天业集团顺利建
成5万吨乙二醇和3万吨BDO项目，
建成 20 万吨乙二醇、17 万吨 1，4-丁
二 醇 项 目 和 20 万 吨 特 种 树 脂 项
目，推动中国氯碱行业向前迈进一
大步。

“单凭我自己，根本做不成现在
这些事。”除了家人的理解，让李世
英感动的，还有大连化物所的支持，

“所里有一大批享誉国内外的科学
家和研究技术人才，只要我需要技
术 指 导 和 帮 助 ，所 里 从 来 没 有 二
话。”现在，李世英几乎每周都会见
到大连化物所的同事，“他们都是到
天业集团给予技术支持的。”

“让我扔下这些走，我真舍不
得。反正只能顾一头，已经哄了我
老婆 9 年了，不怕再多两年。”李世
英嘿嘿一笑，“其实第一次延期时和
老婆商量是真心答应她只延一次，

没想说话不算话。她以前比较依赖
我，现在完全成了独当一面的‘女汉
子’。至于儿子嘛，我刚来这里的时
候，他还在上大学三年级，现在已经
在上海工作了。”

大连，上海，石河子，一家三口
在地图上连成了一个三角形。李世
英更在意的是自己在新疆做了什
么。目前，他在天业集团承担战略
发展和对外合作任务，负责百万吨
乙醇及其下游系列产品开发项目。
天业集团和大连化物所共同建立的
联合催化中心以及辽疆石河子工业
研究院已开始步入正轨。而且，几
年时间，他还为天业集团培养了 82
名工程硕士研究生。

“家人团聚、工作平稳当然是一
种幸福，但我就是那种喜欢做点事，
希望能成为一个有贡献的人。”李世
英说，“援疆可能是个苦差事，可我
觉得，挺幸福的。”

李世英

五次申请延期的“最美支边人”

李世英带领团队攻克多项科研难题。

迪丽奴尔在石总场少数民族群众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讲堂上课。

刘宝东（右）指导农户为樱桃树剪枝。 本版图片由张玮炜摄

刚上高三的李思思（前）在抓紧时间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