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辣椒、沙拉酱要吗？”
“要一点，不要太多哦！”
“好嘞！稍等一下。”左手拿搅拌好的面浆

盆，右手画弧，顺时针，逆时针，平铲在手中如
尺规挥舞，不偏不移迅速将面浆摊成一个圆
饼。“啪！啪！”只见两只灵巧的手将两个鸡蛋
磕破，隔空均匀地散开在面浆上，面浆在烧热
的炉面上立刻变了形态，此时蛋黄发挥了它的
特长，让煎饼的色泽更加金黄诱人。

一小把花生碎、一小把葡萄干、两片炸制
金黄的薄脆，一小把韭菜碎再来一点香菜提

香，撒一小勺辣椒面，横着竖着挤一些沙拉
酱。她将和田特有的无籽红葡萄干与传统煎
饼果子相结合，口感甜润，不涩不腻。这哪是
摊煎饼嘛！这分明是在煎饼上作画。白的凝
脂如玉，黄的亮而不焦，绿的鲜中有嫩，红的娇
艳欲滴。我想眼前的摊主定是一位艺术家，是
生活的艺术家，是这烟火迷离人来人往的博斯
坦夜市里的艺术家。摊煎饼不只是她的工作，
更像是她的艺术专场。

她额头上渗出细细密密的汗珠，眼神清澈
而明朗，面容白净不施粉黛，穿一身干净整洁
的白色厨师服。微笑着说“你的好了。”“多少
钱？”“7元钱。”“你不是加了两个鸡蛋吗？应
该是9元钱才对。”“别人嘛！一个鸡蛋，你的
嘛！朋友，两个鸡蛋一样的。”她一边忙着做下
一个煎饼，一边用带有新疆特有口音的普通话

笑着对我说。我有点愧意，又多些温暖。愧意
来自于我在她这买的次数不算多，她却依旧认
得我，并拿我当朋友，在她清澈明朗的眼神中
没有任何虚假或是功利，只有淳朴和真挚。我
颤颤的在嘴角挤出笑容，连说“谢谢，谢谢”。

有时候工作过于忙碌，又不想吃其他东
西，而她家的煎饼果子就成了首选。在那段时
间，美味可口的煎饼果子曾经在无数个黄昏的
落日街头抚慰我的心灵。在此后的几年，我调
离博斯坦校区，也吃过其他不同的煎饼果子，
或是做的不精致，抑或是口味不佳。远没有之

前那种感觉。我不曾知道她的姓名，但每每从
记忆的碎片中捡拾来，那位面容白净，眼神清
澈明朗，身穿白色厨师服正在摊煎饼（在煎饼
上作画）的妇女形象便浮现出来！

博斯坦是维吾尔语，意为“绿洲”，绿洲点
缀着片片戈壁，她又雕饰着生活的绿洲，我称
呼她为“煎饼古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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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街 故 事
□ 朱红杰

墨玉县的老街，街巷在岁月里蜿蜒
曲折，两旁是阿依旺式的建筑，透出古朴
与悠远时空的气息。空气中弥漫着各种
美食的香味，吆喝声、谈笑声交织在一
起，每天都热闹非凡。

在这条充满烟火气的老街上，有一
家打馕店，店主是个年轻人，他叫托合
提·巴克。他性格开朗，脸上总是挂着热
情的笑容，每当有人路过，他都会友好地
打招呼。

托合提打馕的手艺精湛，他精心挑
选食材，严格把控火候，一个个圆圆的馕
在他手中诞生，从馕坑中取出时，金黄酥
脆，香气四溢。周边的居民是这里的常
客，前来老街游玩的游客也常常被这诱
人的香气吸引，纷纷购买品尝，打馕店的
生意十分红火。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托合提
像往常一样在馕坑前忙碌着，双手熟练地
揉面、塑形、贴馕，眼睛专注地盯着馕坑。
不知何时，一位老妇人静静地站在了摊位
前。她衣着简朴，上衣的袖口处不知何时
被何物划破了一道口子。她脸上刻下深深
的皱纹，记录着岁月悄然划过的印记。老
人眼神有些呆滞，精神状态看起来很不好。

老妇人的目光直直地盯着托合提刚
从馕坑中取出的馕，眼神中透露出一种
渴望。托合提以为老人是想买馕，便停
下手里的活，微笑着对老人说：“老人家，
一块钱一个。”然而，老人仿佛没有听到
他的话，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馕。

托合提意识到有些不对劲，他赶紧
用毛巾擦了擦手，走到老人身边，轻轻地
搀扶着她，将她扶到旁边的凳子上坐
下。他蹲下身，关切地问道：“老人家，您
是不是饿了？”老人缓缓地点了点头。

托合提二话不说，转身回到摊位，拿
了一个刚出馕坑还冒着热气的馕，小心
翼翼地送到老人手中。老人接过馕，立

刻大口吃了起来，那狼吞虎咽的样子，显
然是饿了很久。看着老人饥饿的模样，
托合提心里满是心疼，他又拿来一瓶水，
递给老人，然后才重新回到摊位，继续忙
碌起生意。

随着太阳渐渐西沉，天色越来越暗，
鸟儿都归巢了，可老人依然坐在那里，没
有要离开的意思，也不见有人来接她。
托合提准备收摊了，他走到老人身边，轻
声问道：“老人家，您家在哪里呀？”

老人一脸迷茫地看着他，缓缓说道：
“我不记得了。”

托合提望着老人无助的眼神，心里
一阵酸楚。他觉得老人实在太可怜了，
不能把老人丢在这里不管。于是，他决
定暂时收养老人，等待老人的家人前来
寻找。他收拾好摊位，牵着老人的手，将
老人带回了自己的家。

从那以后，托合提的生活中多了一
份责任。每天清晨，他早早地起床，为老
人准备好早餐，然后把老人安顿在打馕
摊位旁，让老人看着他打馕，同时也希望
能让老人的家人便于找到老人。在忙碌
的间隙，他总会第一时间把刚出炉的馕
拿给老人吃，还时不时地关心老人是否
口渴、是否还想吃点什么。

两天过去了，老街上来来往往的人
很多，但始终没有人来认领老人。托合
提并不着急，他相信只要耐心等待，总会
有线索。然而，第三天，意外发生了。

那天，托合提的生意格外火爆，一大
群游客被馕的香气吸引，围在摊位前争
相购买。托合提忙得不可开交，一边笑
着招呼客人，一边快速地把馕给顾客装
袋。等他终于接待完这批顾客，松了一
口气，转头想看看老人时，却发现原本坐
在那里的老人不见了。

托合提心里“咯噔”一下，顿时慌了
神。他急忙拜托旁边的摊主帮忙照看一
下摊位，自己则在老街上焦急地寻找起
来。他穿梭在大街小巷，逢人就问有没
有看到一位衣着简朴的老妇人，可找了
许久，连老人的影子都没看到。

无奈之下，托合提只好先回到店里，
他安慰自己，也许老人只是想出去走走，
等天黑了就会回来。可直到夜幕完全笼
罩了老街，店铺周围的灯光都亮了起来，

老人依然没有出现。托合提在店门口不
停地张望，心里充满了担忧和自责，他只
能默默祈祷老人能遇到好心人，得到妥
善的照顾。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半个
月后的一天，一位漂亮的女士出现在了
托合提的摊位前。她穿着时尚得体，眼
神明亮而自信。她上下打量了一番托合
提，问道：“你就是托合提吗？”

托合提看着眼前这位陌生的女士，
有些疑惑地点点头，回答道：“我就是托
合提，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女士微微一笑，说道：“都说你打的
馕非常好吃，我尝过之后也觉得名不虚
传。你有没有想过把店的规模扩大呢？
这里是墨玉老街，又是旅游景点，客流量
这么大，扩大规模后生意肯定会更上一
层楼。”

托合提听了，眼中闪过一丝向往，但
随即又黯淡下来，苦笑着说：“这事我也
想过，可是扩大规模需要不少资金，我实
在拿不出来。”

女士听后，语气坚定地说：“我可以
帮助你。”

托合提惊讶地看着她，疑惑地问道：
“可是我们并不认识，您为什么要帮我
呢？这对您有什么好处？”

女士坦然地说：“我是个生意人，在
商言商。我觉得你这个位置非常适合开
一家更大的店，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今
天来找你，就是想和你谈谈合作的事。”

托合提更加好奇了，追问道：“怎么
合作法？”

女士有条不紊地说：“我来出资扩大
店面，店铺的日常经营还是由你来负责，
我只占百分之十的股份。这样既能帮你
实现梦想，我也能从中获利，这是双赢的
事情。”

托合提听后，心中满是疑惑。在他
看来，这位女士的提议对她自己并不划
算，明显是她吃亏。他怀疑地看着女士，
不确定她是不是在开玩笑。但从女士坚
定的眼神和认真的表情来看，又不像是
在说笑。托合提谨慎地说：“这件事太突
然了，您让我考虑一下，过两天给您答
复。”

女士爽快地答应了，留下电话后便

离开了。
接下来的两天，托合提的心里一直

很纠结。他渴望扩大店铺，让更多的人
品尝到他打的馕，但又担心其中有什么
陷阱。他向老街的邻居们请教，大家也
都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但又都认为这
或许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经过深思熟
虑，托合提最终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两天后，托合提联系了那位女士，同
意了她的提议。两人迅速签订了合作协
议，女士也很快兑现承诺，投入资金。在
接下来的半个月里，打馕店的装修工作
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工人师傅们忙碌地
敲敲打打，托合提也每天守在店里，精心
挑选装修材料，监督装修进度，希望能把
店铺打造得既美观又舒适。

终于，半个月后，打馕店焕然一新。
店面面积扩大了一倍，木质的桌椅整齐
摆放，墙上挂着充满民族特色的装饰画，
明亮的灯光让整个店铺显得温馨又充满
活力。

托合提精心策划了一场热闹的新店
开张仪式，他邀请了老街的邻居们、曾经
的老顾客，还特别隆重地邀请了他的合
作伙伴——那位漂亮的女士。

开张仪式当天，店铺门口摆满了鲜
花，周围围满了前来祝贺的人。托合提
穿着崭新的衣服，站在店门口，脸上洋溢
着兴奋和期待的笑容。随着时间一分一
秒地过去，仪式即将开始，可那位女士却
迟迟没有出现。托合提焦急地向路口张
望，心里开始有些不安。

就在这时，人群中出现了骚动，托合
提定睛一看，那位漂亮的女士正搀扶着
一位老妇人缓缓走来。

托合提看着那位老妇人，瞬间愣住
了，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他难以置信地
看着女士，声音有些颤抖地问道：“这位
老人是……”

女士微笑着，眼中满是感激，轻声说
道：“她是我母亲。”

托合提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都是
女士对他善心的回报。他的眼眶不禁湿
润了，看着老人安然无恙，他心中的一块
大石头终于落了地。在这充满温情的时
刻，老街的阳光洒在众人身上，人们在为
这段温暖的故事而感动。

小小 说说

品 味 墨 玉
□ 廖艳雷

在岁月长河泛起的粼粼波痕
间，墨玉，恰似隐匿于时光褶皱里
的明珠，被岁月以细腻笔触精心雕
琢，绽放温润华光。

踏入墨玉老街蜿蜒如诗的小
巷，我仿若步入花之绮梦。空气
中，花香交织成馥郁乐章。甜香、
淡香、幽香缠绕，似交响乐奏响，每
种香气是独特音符，共谱醉人赞
歌。这香气如细密温柔的网，包裹
小巷，让人置身甜蜜梦幻世界，每
次呼吸都感受墨玉浪漫温情，引人
沉醉。

步入墨玉县桑皮纸产业园，时
光回溯至繁华丝绸之路。非遗与
传统文化交融，如绚丽画卷铺展，
让人领略桑皮纸技艺深厚底蕴。

匠人们专注浸皮、蒸煮、捣浆、抄
纸，动作娴熟沉稳，传承千年匠
心。桑皮纸纹理细腻、色泽质朴，
诉说土地文化脉络，记录墨玉人民
智慧坚守，见证岁月变迁。它不仅
是手工艺品，更是墨玉人民对生活
的热爱和对传统技艺的坚守。

墨玉匠人将桑皮纸与现代设
计理念融合，开发出精美手工艺品
和高端书画用纸。灯光透过灯罩，
散发月光般静谧韵味，让人感受传
统与现代融合之美；笔记本封面具
独特艺术感，受文艺青年青睐，使
桑皮纸迈向现代生活；用于家居装
饰的屏风，保留古朴质感，融入现
代元素，为空间添雅致格调，让桑
皮纸在现代绽放独特魅力。这些
创新坚守传承传统文化，赋予桑皮
纸新生命。

墨玉的美，质朴纯粹，如田园
牧歌诉说古老故事。阳光播撒，带
来希望温暖，似明灯照亮前行路，
让我感受家的温暖，无论身处何
方，我都将勇毅前行，不懈追寻梦
想，创造多彩未来。

煎 饼 古 丽
□ 李志强

初 遇 老 城
□ 祝瑞彩

暖阳照着墨玉老城
格外简洁明亮
一个个特色小巷如梦如幻
居民家门口盛开着一枝火红的花

夜晚的灯亮起
归家的居民在光影中舞动
闲静生活如诗如画
融入老城的血脉

一 张 纸 的 苏 醒
——致和田桑皮纸

□ 许建华

褪下千年的黑褐色皮肤
皱纹里还残留着东汉的蚕砂
那些拒绝腐烂的年轮
被蘸着月光反复捶打
浸泡在银河里的纤维
依稀听见夏日的蝉鸣
在荒漠与绿洲的交融中
沉淀出星云交织的布局
工匠的掌纹里搅动着喀拉喀什河的洪流
捞起的每一滴水珠都映照着多彩世界
张开双臂丈量一张纸的疆域
恰好容下西域驼铃与江南丝雨的对话
晾晒场上躬身的工匠
正搬运着甲骨上的文字
当墨汁渗入纸脉的刹那
沉睡的纤维陡然脉搏跳动

迎

宾

路

上

的

柳

树

□
赵
鸿
飞

在新疆和田市，迎宾路就像一条长长的
黑色丝带，从飞机场直达市中心，而路两旁的
柳树，便是这段路上最美的景致。当一阵春
风轻柔地拂过，迎宾路的柳树便悄然开启了
它们的春天之旅。

初春的日子里，路两旁柳树的变化是极
其细微的。那些下垂的柳枝，经过一冬的洗
礼，枝条显得干枯而毫无生机。三月上旬，
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不经意间却发现，柳
树泛起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绿意。走近细看，
枝尖上都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小芽苞，它们紧
紧地簇拥在一起，像是一群正在沉睡的小生
命，等待春风的唤醒。

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三月中旬的柳芽
们像是听到了春天的集结号，纷纷挣脱了束
缚。嫩绿的叶片从芽苞中探出了头，那么鲜
嫩，那么娇弱，哪怕手指轻轻一碰，都会瞬间
破碎。它们在春风中轻轻摇曳，像是在向每
一个路过的人们问好。每一片叶子，都像是
一位雕琢大师手中的艺术品，脉络清晰，色泽
温润，透着一种生命初绽的清新与灵动。

三月下旬，柳树的枝条也变得愈发柔软，
它们像是被赋予了生命的丝带，在春风中尽
情地飘舞。有的枝条低垂着，几乎要触碰到
过往的车辆上，柳枝随风舞动，与蓝天白云和
远处的雪峰相互映衬，勾勒出一幅春天醉美
的画卷。夕阳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形成一
片片红色的光斑，在地面上忽明忽暗，宛如和
田夜市中闪烁的霓虹。

漫步在迎宾路，走在南苑小区到体育场
的这段路上，两旁的柳树像是两道绿色的屏障，又像是两排热情的
维吾尔族舞者。它们在微风中的优美舞姿，让这条道路充满了生机
与诗意。上下班的人们在柳树下匆匆而过，那些去菜市场买菜的大
爷大妈们，被这一抹嫩绿吸引，停下脚步，抬头欣赏这春天的馈赠；
在和田市第三小学读书的学生，不经意间感受到了柳树带来的那份
宁静与美好，嘴角不自觉地上扬，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柳树下，偶尔会有几个老人在聊天。他们在飘落的柳絮下，仿
佛在寻找过去一个又一个美好回忆。柳絮在空中轻盈地飞舞，像是
春天里的雪花，又像是大自然放飞的精灵。它们落在行人的肩头，
落在路边的林带里，也落在南来北往的车上，为这个浪漫的春天增
添了一份别样风情。

在这个多彩的季节里，迎宾路两旁的柳树，用它们的嫩绿诠释
着生命的奇迹与美好。它们是和田春天的象征，是大自然给予和田
人民最珍贵的礼物。我每天走过迎宾路，看到那一棵棵柳树，心中
便涌起一股温暖与感动。我知道，春天来了，它带着一年的希望与
憧憬，让每一位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充满信心，在和田大地上逐梦。

墨玉老城夜景 郝代欢 摄

文
化
润
疆
（
篆
刻
）

赵
志
杰

作

热 土
□ 刘绍斌

墨玉——这座南疆小城，以昆
仑山的雪水为墨，以京墨协作为
笔，在戈壁与绿洲的交织中，书写
着古老丝路的现代传奇。

拉里昆湿地如一块碧玉镶嵌
在沙漠边缘，芦苇摇曳的水域与金
色沙丘相映成趣，候鸟掠过天际，
胡杨林在秋日里泼洒出鎏金画
卷。红白山默立千年，山巅古戍堡
遥望丝路驼铃的残影。

普恰克其镇的桑皮纸作坊里，
匠人手持木槌捶打桑树皮，阳光透
过工坊洒在泛黄的纸张上，千年非
遗技艺化作折扇、画作，甚至登上
北京的艺术展台。老城街巷中，维
吾尔民居的雕花门廊与艾德莱斯
绸店铺相映成趣，奎牙小刀的錾刻
纹路藏着匠人对美的执着，夜市升
腾的烟火气里，烤全羊的焦香与木
卡姆的旋律交织成最生动的民俗
图景。

京墨协作的深情，为这片土地
注入新活力。青年支教团队在沙
漠边缘播撒知识的种子，将话剧
社、书法课带进课堂，让边疆少年
的舞步登上国家级舞台；非遗传承
人带着桑皮纸走进首都展厅，北京
乐队在墨玉奏响摇滚乐，与十二木
卡姆完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戈壁温
室里，热带水果与沙漠气候碰撞出
农业奇迹，纺织车间中，现代化流水
线与传统手艺共织就业梦想。

如今的墨玉，是沙海与绿洲的
协奏曲。昆仑山融雪滋养着万亩
枣园与葡萄架，防沙治沙工程筑起
生态屏障，昔日的荒漠化作“菜篮
子”与“果盘子”。夜幕降临时，美
食广场的灯光点亮戈壁，游客与当
地人举杯共饮，胡杨林的秋风裹挟
着桑皮纸的沉香，讲述着一个边陲
小城从“因玉得名”到“以文塑城”
的蜕变。

淤泥中盛开的花
——致洛浦县深井救人的“00后”女辅警

□ 庞玉江

当你坚定走向直径仅40厘米的井口时
你的纤瘦已超越了所有的燕瘦美

当你没有一丝迟疑脱去外衣时
你的动作已令所有舞姿成为背景

当你于窒息而黑暗中喊出“先救孩子”时
那就是这一刻撼人心魄的生命之音

当你在狭小的深井中奋力托起孩子时
你就是最美的飞天仙子

当你如泥人一般升起在井沿时
你就是那青春娇艳的花

你用绽放的青春芬芳了春天的故事
春天也将你的初心传播得很远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