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张智超 责任校对 邢芷晨
电话 3155705 电邮 rbcsdk@163.com

2024年9月19日 星期四
农历甲辰年八月十七P6 坊间故事

FANGJIAN GUSHI

111111天天天 父子俩骑着摩托到拉萨父子俩骑着摩托到拉萨父子俩骑着摩托到拉萨

今年夏天，39岁的齐卫松带着儿子齐朔天，完成了他们的首次摩托车长途骑行。

父子二人从肃宁县出发，骑着摩托车行驶4205公里，抵达西藏拉萨。他们翻山越岭、渡江过河，既开阔了眼

界，也磨炼了意志——

34岁的齐海坤是一名农学博士，
2021年来到沧州市农业农村局工作。
今年 6月，他作为援疆干部到新疆巴
州轮台县工作。

尽 管 沧 州 距 离 轮 台 县 有 3000

多公里，但在抵达轮台县的那一
刻 ， 齐 海 坤 感 受 到 的 并 非 是 陌
生，而是熟悉和亲切——早在 6 年
前读博期间，他就与这里结下了
不解之缘。

援疆路长情更长援疆路长情更长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赵国跃

反 哺

今年6月，轮台县农业农村局设立
农业领域“小组团”柔性引才援疆项
目，并向沧州市农业农村局申请支援。

当时，齐海坤刚结束驻村工作
几个月，得知援疆消息后，他第一时
间报了名。“苦点儿、累点儿无所谓，
更何况是去轮台县。”齐海坤说。

很多人并不知道，在齐海坤心
里，轮台县占据着一个特殊而又重要
的位置——

在读博期间，齐海坤开展过很多
试验，其中就包括棉花化学打顶技术
和棉花脱叶催熟技术。“当时，我们在

全国各地设立了11个试验点，轮台县
就是其中之一。相比其他地方，轮台
县光照时间更长、棉花种植面积更
大。也正因如此，在试验阶段，我每
个月都要去几趟轮台县。这两项试验
的成功，轮台县功不可没。”齐海坤
说，“学生时期，我在轮台县完成了一
项项技术试验、完善了一篇篇论文。
如今，为轮台县的农业发展贡献力
量，我义不容辞！”

在齐海坤心里，此次援疆之行，
不只是为了践行当初选择农学专业的
初心，更是为了反哺。

最近这段时间，齐朔天在学校里
收获了不少小“粉丝”。

家住肃宁县师素镇西王村的齐朔
天是一名小学生。前不久，他和爸爸
齐卫松完成了他们的首次摩托车骑行
之旅。父子俩从肃宁县出发，沿着
318川藏线一路前行，历时11天抵达
西藏拉萨，并最终到达珠峰大本营。

旅途中，这对父子不仅领略了祖
国的大好河山，也开阔了眼界、磨炼
了意志。

一年之约

39岁的齐卫松在网上经营着一
家玩具店。平日里，他最大的爱好就
是骑着摩托车去旅行，只不过他之前
都是短途骑行，并且一直独行。

去年夏天，一位骑友向齐卫松讲
述了自己骑行去拉萨的经历。齐卫松
听得心里直痒痒，恨不得立马骑上摩
托车奔赴西藏。

他向儿子说起这个想法，没想
到，儿子竟然比他还兴奋。父子俩当
即决定，骑着摩托车去拉萨。

在做旅行攻略时，齐卫松意识
到，这趟旅程比想象中困难得多。

从沧州到拉萨有 4000 多公里，
以318川藏线这条路线为例，摩旅爱
好者要在途中翻越数座海拔 4000米
以上的高山，还要横渡大渡河、金沙
江、怒江、澜沧江等汹涌湍急的江
河。除此之外，复杂的路况、多变的
天气，也都非常考验摩旅爱好者的体
力和毅力。

“路途虽然艰辛，但途中壮丽的
景色也同样难得一见。这一路有草
原、冰川、雪山、峡谷、原始森
林、大江大河……我想，很多向往
自由与远方的摩旅爱好者，都会把
体验进藏之旅视作人生梦想。”齐卫
松说。

齐卫松和儿子紧锣密鼓地准备起
来，他们约定一年后出发。

对于摩旅爱好者来说，长途骑行
必须有一个好身体，尤其是去高海拔
地区。一年来，齐卫松每天都和儿子
一起锻炼。“起初，感觉累了或者天
气不好的时候，儿子就犯懒不想练，
但后来他懂得了坚持，经常主动加
练。”齐卫松说。

离约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齐
卫松和儿子开始收拾各自的行李。
受海拔影响，尽管旅行只有十余
天，但两人还是要备齐四季的衣
物。齐卫松提前将可能会遇到的情
况告诉儿子，让他自己思考要准备
哪些物品。“朔天考虑得特别周全，
药品、衣物以及其他生活用品都备
齐了。”齐卫松嘴角上扬，露出自豪
的神情。

害怕且兴奋

8月 1日一大早，齐卫松和儿子
又重新检查了一遍行李，确认所有装
备都已备齐后，他们骑上了摩托车，
父子二人的首次长途骑行就此开始。

为了合理安排行程，父子二人做
了详细的规划，每天设定一个目的
地。

山西省太原市是他们此行的第一
个目的地，而在抵达这座古城之前，
他们要先过太行山。

“都说山里天气多变，我可是领
教了！”提及旅途第一天的经历，齐
朔天一脸兴奋，“我们在山里赶路
时，前一秒还风和日丽的，后一秒人
和车就钻进了雾里，再往前走一会
儿，又突然下起了雨。我赶紧招呼爸
爸穿雨衣，结果刚把雨衣找出来，雨
就停了……”

然而，让齐朔天印象最深刻的还
不是这多变的天气。“山路弯弯曲曲
的，还特别窄。山路一旁是峭壁，凸
起的山石仿佛随时都会掉下来。山路
的另一旁是十多米深的悬崖，悬崖下
面是黑黢黢的树林，可吓人了。”齐
朔天说，那天他很害怕，但更多的是
兴奋。

旅途第七天，父子俩抵达四川省
雅江县。雅江县的海拔在 2500米左
右，一到这里，齐卫松就感觉胸闷，
这是高原反应。他立刻询问儿子是否
难受，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心里
踏实多了。“那天，我办完酒店入住

手续，朔天把所有行李都拎到房间
里，我看着他忙里忙外的样子，觉得
他真的长大了。”齐卫松说。

收获成长

在旅途第九天的傍晚时分，齐卫
松和儿子抵达位于西藏八宿县的怒江
大桥。这座桥是进藏的必经之地，也
是川藏线的咽喉要道。

齐卫松说，当年为了修川藏
线，解放军战士用铁锤、钢钎等工
具，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山上修路，
在奔腾咆哮的河流上架桥。他们用 4
年多时间修建了川藏线，创造了公
路史上的奇迹，但也有很多人为了
修路长眠于此。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为了
纪念修建川藏线的战士们，经常有人
在怒江大桥边摆放鲜花和水果，过往
司机也会鸣笛致意。

那天，齐卫松将摩托车停在大桥
上，给儿子讲述了这个故事。故事讲
完后，父子俩站在桥上，看着过往车
辆，他们什么话都没说，又仿佛说了

很多话。
8月 11日，父子俩终于抵达拉

萨。“一路上，除了我在雅江县有过
轻微的高原反应之外，我们两个人没
感到其他不适。”齐卫松说，这让他
和儿子都有了前往珠峰大本营的勇
气。

经过两三天的休整，8月15日傍
晚，他们来到海拔 5300米的珠峰大
本营，准备第二天到珠峰高程测量纪
念碑处看珠峰。

“8 月 16 日天气特别好，我们
俩兴冲冲地去珠峰高程测量纪念碑
那里看珠峰，可走了没多久，朔天
就出现了高原反应。”齐卫松回忆
说，“当时，我们距离珠峰高程测量
纪念碑仅剩 100 多米，我赶紧拿出
氧气瓶让朔天吸氧。我以为他会放
弃，但没想到稍作休息后，他又重
新站了起来……”

齐朔天接过话茬说：“到达珠峰
高程测量纪念碑的那一刻，我看到
了巍峨耸立的珠穆朗玛峰。那一
刻，我心里充满了力量，感觉以后
遇到任何困难都有信心克服！”

“老 友”

刚到轮台县那段时间，齐海坤每
次下乡推广农业技术，农民都不认识
他。可是，只要随行的技术员提及棉
花化学打顶技术和棉花脱叶催熟技
术，当地农民尤其是棉花种植户就像
对待许久未见的老友一样，表情立刻
从疑惑变成了喜悦。

这是因为，这两项技术如今已在
轮台县被广泛应用，棉花的种植效率
和产量都有了提升。当农民得知齐海
坤曾开展过这两项技术的试验后，距
离感和陌生感一下子就消除了。

齐海坤知道，想要获得更多信
任，仅靠以往的成绩远远不够。“必
须要为农民解决具体问题！”齐海坤
说。

有一次，在下乡推广农业技术途
中，齐海坤发现一片棉田不仅缺水，

而且正在遭受严重的病虫害。他一边
念叨着“这得赶紧治”，一边停下车朝
棉田走去。

棉田旁，种植户眉头紧锁。齐海
坤走过去，根据棉花长势推算出了种
植户喷施药剂的时间。

“见我都说对了，种植户连忙问有
没有保住这片棉田的办法，我当即给
出了建议。一段时间后，我又专门去
了一趟，棉田情况大有好转。种植户
听说我又来了，特意从家里带来了瓜
果梨桃，还主动添加我为微信好友，
经常问我问题。”齐海坤说。

就这样，齐海坤很快就与乡亲
们熟络起来。“每次下乡，乡亲们都
特别热情，一个劲儿地往我怀里塞
水果，那种被认可、被需要的感觉
真好。”齐海坤笑着说。

6年前，正在读博的齐海坤在新疆轮台县开展了棉花化学

打顶技术和棉花脱叶催熟技术的试验。如今，这两项技术在轮

台县被广泛应用，在沧州市农业农村局工作的齐海坤也作为援

疆干部再度回到轮台县——

凡人微光也能灿若星辰凡人微光也能灿若星辰
知 言

近来，北京一家火锅店突然火
了起来。顾客在店门口排起长龙，
有时甚至要排队两三个小时才能等
到就餐位置。

其实，很多人来这里并不是
单纯为了吃饭，而是听说了火锅
店 老 板 为 救 落 水 者 牺 牲 的 事 迹
后，想以这种方式向英雄表达敬
意。

这家火锅店的老板名叫栾留
伟。小女儿生日那天，他带着两个

女儿到廊坊市固安县游玩。其间，
河边传来了“救命，有人落水”的
呼喊声，栾留伟赶忙冲了过去。

他第一个冲进河里，将 3 名孩
子一个个推向岸边浅滩。然而，在
搭救最后一名落水者的过程中，他
却因体力不支沉入了水中。

栾留伟牺牲后，网友纷纷表
示，不会让这家店倒闭。

一时间，小小的火锅店里充满
了浓浓的人间温情。

这段日子，这家只有 18 张桌
子的火锅店，每天发出的等位号
就有 300 多个。有人驱车数十公里
甚至乘火车从外地专程赶来，更
有人不吃饭直接放下钱就走……

英雄的离去让我们惋惜，而人
们竞相帮助火锅店的行为，又何尝
不让我们感动？

这是人性中的美好，更是生活
中的融融暖意。

爱心会传播，善意可传递，凡

人微光也能灿若星辰。
愿 每 一 份 善 良 都 能 散 发 光

芒，愿每一颗善的种子都会向上
生长。我们相信，这些光芒与嫩
芽，将汇聚成推动社会前进的巨
大力量，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温暖
美好。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宋志敏

忙 碌

一到轮台县，当地农业农村局便
为齐海坤提供了一间办公室。为此，
他推辞了好几次，总说有张办公桌就
行。

齐海坤并不是客套，而是觉得没
必要。

抵达轮台县的第二天，他就到
试验田参与旱碱麦测产去了。“轮台
县部分耕地存在盐碱化问题，适合
种植旱碱麦。此外，旱碱麦的收获
时间比普通小麦早十多天，这十多
天时间能为下一季作物提供更充足
的生长时间，更有利于农作物丰
收。”齐海坤说，“这是轮台县首次
试种旱碱麦，种的是‘沧麦 15’，收
成不错。前些天，我向沧州市农业
农村局申请援助的 2吨旱碱麦种子也
寄到了，准备扩大试种面积。如果
收成依旧不错，就能为将来轮台县

引种旱碱麦提供数据支撑和理论依
据。”

在轮台县，齐海坤总觉得时间不
够用。他说：“既然来了，就得实打实
地为乡亲们多办几件事儿。”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平日里，齐海坤不是下乡推广农

业技术，就是为基层农业技术员搞培
训，他把休息日全都变成了工作日。

“齐博士每次看见我都说，有农技
员下田工作就带上他。”轮台县农技推
广中心主任张滋林说。

短短几个月，齐海坤的肤色比之
前驻村时更黑了。“每次和家人打视频
电话，他们都要调侃一下我的肤色。
不能一直陪在他们身边，为他们增添
一点笑料也是好的。再说了，咱学农
的人，还怕肤色黑吗？”齐海坤笑着
说。

▲齐海坤 （左一）
与轮台县群众共享收获
的喜悦。

◀齐海坤在轮台县
农业农村局做实验。

▲齐卫松和儿子齐朔天在旅途中自拍。

▲每到一处落脚点，父子
俩都会拍照留念。

▶父子俩在珠峰高程测量
纪念碑前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