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年，这场暖心接力仍在继续
四批沧州援疆教师接续照料维吾尔族困难群众故事一串串

期待一株期待一株
新生的小草新生的小草

也许是降温的缘故，几天
前，阳台上那盆扶郎花谢了，
只剩几片泛黄的枯叶，死气沉
沉的，没了生机。

我原本想把花盆搬去地下
室，等到来年春天，再移一株
新花种上的。可没想到，在一
片死气沉沉中，发现了一丝微
弱的绿色——就在那株枯萎的
扶郎花旁，钻出了一株小草。

望着窗外一片萧瑟，莫名
的，心中怦然一动。我改变了
主意，期待起这株小草长大后
的样子。

母亲笑着说，你不会以为
这株草会开花吧？

我当然知道小草不会开
花。

可它刚刚钻出土皮，透出
生命中的第一抹绿，这时就把
它“发配”到阴冷、黑暗的地
下室去，是否太不公平了呢？

这株小草让我回想起曾采
访过的一对母子。

母亲是一名乡村教师，儿
子是一位重度自闭症患者。

这位母亲原本在市区一所
初中任教，当初，为了能带着
儿子一起上学，她主动申请到
生源少、地方偏的小学任教。

上学第一天，母亲给儿子
定了个一年计划——只要能安
安稳稳地坐着就行。可直到小
学两年级的时候，儿子还是经
常突然跑到讲台上。母亲只好
申请调到儿子班教课，从小学
二年级到初中毕业，她既是儿

子的老师，也是儿子的同桌。
一起上课，一起放学，努力跟
儿子所有的任课老师和同学搞
好关系，看到有人愿意和儿子
聊天、做朋友，她一定会去感
谢人家。

在她的努力下，儿子进步
很“快”——用一年半学会了
写 “1”； 14 岁 能 说 简 单 的
话；16 岁学会坐公交车，即
便坐过站也能安全回家；看见
邻居提重物，会主动前去帮
忙；父母下班回家，会在第一
时间拿出拖鞋，帮爸爸妈妈脱
鞋并摆放整齐，还经常帮他们
洗脚……

很多人问过这位母亲同一
个问题：有没有想过放弃？

这位母亲说：“他只是和
其他孩子不太一样、学得比较
慢罢了……”

我想，这株小草又何尝不
是如此呢？

它只是和普通意义上的花
卉不太一样罢了。尽管不会开
花，叶子也不够好看，但这并
不妨碍它在萧瑟的冬日里为我
们奉献满眼的盎然生机呀！

我看着那株小草，决定像
照顾那株扶郎花一样去照顾
它。说不定它真能像母亲的玩
笑话一样，开出一朵漂亮的狗
尾巴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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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智超 赵宝梅 尹
超）星期六一早，沧州市第九批援疆
教师领队李光明，敲响了独居老人艾
合买提·达吾提的房门。与他同行
的，是同批从沧州到新疆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轮台县支教的同事。

逢节假日上门探望，是李光明与
艾合买提的约定，更是沧州市第六批
到第九批援疆教师与这位维吾尔族困
难群众长达10年的默契。

61 岁的艾合买提是个苦命人。
他早年离异，其后一直独居，因患肾
病几乎丧失劳动能力。为看病，他卖
了房子，好不容易找到一份门卫工
作，在门卫室住下，才没露宿街头。

但他又是个幸运的人。2011年
的一天，门卫室来了一个陌生人，进
门就用不太流利的维吾尔语和他打招
呼。这个人叫杨子元，是沧州市第六
批援疆教师。

那时，杨子元刚到轮台县不久，
为方便跟学生交流，他自学维吾尔
语，四处找维吾尔族群众聊天。

了解艾合买提的遭遇后，杨子元
决定帮助他——找医院、办低保，在
病榻前日夜照料，出院后更是换着花
样做营养餐，隔几天就给些钱……

2015年夏天，杨子元即将结束
援疆工作。除了学生，他最不放心的
就是艾合买提，于是请沧州市第七批

援疆教师王金良夫妇帮忙照顾。
夫妇俩像照料亲人一样，送水

果、买衣服、送药费，还帮艾合买提
联系住进了敬老院。他再也不用担心
因丢了工作而露宿街头。

时间来到2017年2月，彼时，到
轮台县支教的已是沧州市第八批援疆
教师，武艳娥是其中之一。

“我们不仅要把课教好，也要为
民族团结奉献力量。”武艳娥与同批
另外 10名教师一起，从王金良夫妇
手中接过接力棒，收拾房间、打扫卫
生、节日慰问……直到 2019 年 12
月，把接力棒交到沧州市第九批援疆
教师的手里。

10年间，先后四批来自沧州市各
县（市、区）不同学校的援疆教师来到
轮台县，艾合买提始终是他们不变的牵
挂。10年间，艾合买提从门卫室搬到敬
老院，又搬到亲戚家的空房子，不管有
没有人照顾、有多少人照顾，这些援疆
教师都一如既往地关心着他。

去年中秋节，艾合买提收到了沧
州市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送来的手
机，他高兴极了：“这下就能和远在
沧州的亲人通电话了。”

他迫不及待地拨通牢记在心的那
几个电话号码：“走了一个，来了一
对儿；走了一对儿，又来了一群……
你们是我最亲的人！”

艾合买提的沧州亲戚艾合买提的沧州亲戚艾合买提的沧州亲戚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张彦勃

“当初做布艺，不过是为
了打发时间。万万没想到，
这一缝竟然还‘缝’出了特
色，‘缝’出了未来人生的新
方向。”家住黄骅市的刘媛
媛，今年 27 岁了。几天前，
她收到了沧州市民间文艺家
协会颁发的会员证。为她打
开这扇文艺之门的，正是那
一只只憨态可掬又别具一格
的布老虎。

刘媛媛是美术设计专业
毕业的一名大学生，平时喜
欢做布艺手工。

今年年初，家里来了一
位同样喜欢手工的客人，看
到了她之前做的那些布艺手
工。

从前，刘媛媛做的都是
背包、玩偶等年轻人喜欢的
布艺作品，用的布料也都是
时下比较流行的质地和花
样。而当客人拿出自己的作
品，刘媛媛一下子惊呆了
——用的是传统土布，缝的
是老辈人玩儿的布老虎，虽
然极具乡土气息，却也憨态
可掬，让人爱不释手。

“如果在传统工艺的基础
上，融入现代时尚元素，是
不是就能设计出更符合年轻
人审美的布老虎形象呢？”刘
媛媛有了自己的打算。

在身边找实物，在网上
找素材，材质选用的是传统
土布，样式借鉴时尚卡通元

素……刘媛媛一遍遍修改图
稿，终于设计出满意的布
老虎形象。

这些布老虎形态各异，
每一只都融入了不同的时尚
元素。刘媛媛将“时尚范
儿”的布老虎做出来后，放
到微信朋友圈一晒，好多人
问她是在哪里买的。

朋友们的肯定是对刘媛
媛最大的鼓励，她又陆续设
计制作了布艺铁狮子、布艺
十二生肖等文创作品。

她开了一家淘宝店，所
售卖的这些手工艺品备受消
费者追捧。

更让刘媛媛高兴的是，
这些手工艺品还得到了专家
的认可，她本人也成为沧州
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会员。

“将来，还要设计更多不
同形象的布老虎，融入更多
时尚元素，让更多年轻人喜
欢上这一古老的民间手工艺
品。”刘媛媛说。

布老虎布老虎
缝出时尚感缝出时尚感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摄影报道

在一个晴朗的周末，正午的阳光透
过窗子照进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
台县的一个普通民居里，欢笑声不时从
屋里传到屋外。

这里是维吾尔族困难群众艾合买
提·达吾提的住处。此时，沧州市第九
批援疆教师正围坐在艾合买提的身边，
他们包着饺子，听这位维吾尔族大叔兴
致勃勃地讲述小时候的故事。

这是艾合买提重获家庭温暖的第十
年。而在此之前，孤苦伶仃了几十年的
他，只能在梦境中体味这种幸福。

61岁的艾合买提早年离异，几十
年一直独自生活。因患有严重的肾病，
几乎没有劳动能力。为了治病，连房子
都卖了也没能痊愈。好在相关部门为他
提供了一份门卫工作，并安排他在门卫
室住下，才解决了住宿问题。

但艾合买提又是一个幸运的人：
自 2011年起，沧州市第六批到第九批
来自沧州各县（市、区） 不同学校的
援疆教师，像亲人一样照料着他。10
年间，纵然援疆教师换了一批又一
批，可他们对艾合买提的牵挂始终没
变。

一个人

2011年夏天，彼时的艾合买提还
在轮台县教苑小区当门卫。

有一天，门卫室来了一个陌生人，
进门就用不太流利的维吾尔语和他打招
呼。这个人叫杨子元，是沧州市第六批
援疆教师。

那时，杨子元刚到轮台没多久，为
了更好地跟学生交流，他自学维吾尔
语，四处找维吾尔族群众聊天，进行语
言方面的“实战训练”。

在长期交往中，杨子元和艾合买提
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也了解了他的情
况。

在沧州市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的支
持下，杨子元为艾合买提联系医院进行
治疗，又帮忙办理了低保。治疗期间，

他在病榻前悉心照料，出院后更是换着
花样给艾合买提做营养餐，三天两头给
些钱……

对杨子元，艾合买提满心感激，可
又担心影响他工作，于是对伸出的援手
总借故推辞。而杨子元却对他说：“我
跟着你学维吾尔语，你就是我的老师。
学生照顾老师，是天经地义的事。”

……

一对夫妻

2015年夏天，杨子元的援疆工作
就要结束了，除学生外，他最放心不下
的就是艾合买提。

他找到继续留下支教的王金良夫
妇，拜托他们代替自己照料艾合买提。
王金良夫妇爽快地答应了。

临行前，杨子元特意去和艾合买提
告别，他告诉艾合买提不用担心，今
后，还会有其他沧州援疆教师接替自己
前来照顾。

那一刻，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道
别的话说不出口，泪水一直在两个人的
眼眶里打转……

杨子元结束援疆工作后，王金良夫
妇接过了照顾艾合买提的接力棒。

夫妇俩第一次去探望艾合买提时，
双方互不相识，但当王金良提到杨子
元，艾合买提原本疑惑的眼神瞬间柔软

了起来：“知道知道，杨老师是我的恩
人！”

从那以后，王金良夫妇便经常利用
休息时间前去探望，送水果、买衣服、
给药费……

有几次，王金良察觉艾合买提总是
愁眉不展。追问之下才知道，艾合买提
担心，如果有一天工作不动了，不能继
续住在门卫室怎么办？

王金良很快就联系敬老院，安排艾
合买提住了进去。

2015年 12月 11日是个星期五，那
天夜里，轮台县迎来了当年入冬后的第
一场雪。

“下雪了，艾合买提有没有棉衣？
敬老院里冷不冷？”看着窗外纷纷扬扬
的雪花，王金良担心起来。

雪下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他就
和妻子到商场里买了棉衣、棉裤，送到
艾合买提手中。

一个团队

2017年2月，完成援疆任务并返回
沧州的第二个月，王金良得知沧州市第
八批援疆教师即将出发的消息。

他随即与沧州市第八批援疆教师领
队武艳娥取得联系，像当年杨子元一
样，拜托她照顾艾合买提。

武艳娥与同批另外 10名教师商量

决定，一起帮助艾合买提：“我们从沧
州来到新疆，不光要把课教好，也要为
民族团结贡献力量。”

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相约一起去
看望艾合买提，陪他聊聊天、说说话。
每当援疆教师带着牛奶、水果和慰问
金，来到敬老院看望艾合买提，房间里
都充满了欢声笑语。

艾合买提激动地说：“走了一个，
来了一对儿，走了一对儿，又来了一群
……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不变的牵挂

2019年 12月，李光明作为沧州市
第九批援疆教师来到轮台县。

飞机一落地，身为教师领队的他就
收到了武艳娥打来的电话：“这些年，
咱们沧州援疆教师一直在照顾一位维吾
尔族困难群众，能不能麻烦你们把这份
牵挂传递下去……”

几天后，沧州市第九批援疆教师全
体成员就来到了艾合买提的住所。

第一次见面，李光明作自我介绍，
“沧州”两个字刚说出口，艾合买提就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挽着教师的胳膊往
门里让——他虽然从来没去过沧州，更
不认识李光明，但对“沧州”这两个字
却不陌生，对从沧州来的援疆教师更是
感情深厚。

艾合买提说，这些年多亏有沧州援
疆教师照顾，只是，他们回去后就断了
联系，怪想他们的……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李光明当即
建了一个微信群，成员就是这些年照顾
过艾合买提的援疆教师们。

通过微信视频电话，艾合买提终于
又和大家见面了。教师们纷纷发来当初
和艾合买提的合影，10 年弹指一挥
间，每张照片都勾起一段往事，大家边
说边回忆，艾合买提激动又喜悦的心情
溢于言表。

如今，艾合买提已从敬老院搬出
来，住进了亲戚家的空房子里。但这并
不妨碍沧州援疆教师们对他的照顾。

“这不仅仅是沧州援疆教师与艾合
买提的情谊，更是民族大团结的真实写
照。我们会把这份牵挂接力下去、传递
下去，让民族团结开出更美的花。”李
光明说。

艾合买提·达吾提怎么也没想到，孤苦伶仃几十年，如今，重新体会到了家的温暖。

他的家人都是从沧州来的援疆教师。10年间，援疆教师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他们对艾合买提的牵挂始终没变。

沧州市第九批援疆教师和艾合买提沧州市第九批援疆教师和艾合买提（（右二右二））一起包饺子一起包饺子

刘媛媛缝制布老虎刘媛媛缝制布老虎

艾合买提艾合买提（（右三右三））和援疆教师在一起和援疆教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