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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人民苦，一天二两土”
1999 年，中央安排给浙江省第三批进疆干部名额 31

名，有计划地输送后备干部到新疆经受锻炼和考验，葛建
勇所在部门被安排推选1名援疆人士。当时大家都积极响
应，包括葛建勇在内的符合条件的30余人都报了名。经过
体检及筛选，最终，葛建勇成为了那名“幸运儿”。

“从报名到确定要进疆只有短短一个月，说实话，当时
我毫无准备。”不过，葛建勇身体素质还不错，对于进疆他
信心满满。

1999年6月24日，葛建勇与同伴们踏上了前往新疆和
田的征程，在乌鲁木齐集中学习休整了3天后，27日一早正
式飞往和田。按照原定飞行计划，1个半小时后，大伙儿便
可踏上和田的土地。让众人始料未及的是，当天突然刮起
沙尘暴，和田机场被迫临时关闭，航班被迫降落在距和田
500多公里外的喀什机场。

短暂停留后，接到通知沙尘暴已走远，航班又重新起
飞，到达和田机场刚好是正午时分。葛建勇刚出舷梯口，
进入视野的是一望无边的尘土。

“第一脚踏上和田的这片土地，就感觉到嘴里吃进了
不少沙子，我和同事立即伴有呼吸困难的症状。”在没到和
田之前，葛建勇就听说过“和田人民苦，一天二两土，白天
吃不饱，晚上还要补”。没想到初入和田，这句谚语便得到
了印证。

一块香皂，带来希望
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和田人民敢于向大自然

抗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也不断鞭策着当时在
和田地区计划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的葛建勇。

在一次干部下乡进村活动中，葛建勇一行5人入住一
户维吾尔族农民家中。晚上，大伙儿挤在一个土炕上睡
觉，细心周到的同事特别把中间也就是最好的位置让给
他。按照妻子的叮嘱，睡觉前，葛建勇对土炕做了全面清

洁，还偷偷喷洒了花露水。可即便如此，还是没能阻挡葛
建勇成为跳蚤的美餐。“最严重的就是细皮嫩肉的腰部，一
圈红色小疙瘩惨不忍睹，全身奇痒无比。”尽管如此，葛建
勇在白天还是极力地忍耐住，以正常状态投入工作：“现在
回想起来，自己是在用超常的毅力去克服困难的。”

让葛建勇最为感慨的，还有农牧民落后和艰苦的生活
条件。一天清晨，葛建勇正在用香皂洗漱，巧遇房东婆
婆。由于语言不通，老人家只能伸出双手，打手势交流。
葛建勇这才注意到，老人手上布满了沟渠般的褶皱，并嵌
着黑色的泥沙与尘土。这时，老人用干瘦的枯手指了指葛
建勇手中的香皂，葛建勇马上递了过去。只见老人将香皂
放在手上笨拙地搓揉，用完后捧起手来，凑到面前仔细嗅
了嗅，随即抬头露出孩童般的笑容：“这个，香香的。”葛建
勇这才知道，老人家以前从未用过香皂。

离开村里时，葛建勇特意把带来的卫生用品都留了
下来。

再返和田，真诚援助
和田的自然灾害发生频繁。1999年，继“5·13”大沙暴

之后，又有“8.2”洪灾发生，和田喀拉喀什河洪峰流量为有
历史记载以来之最。为响应地委、行署抗洪抢险的号召，
葛建勇与班子成员组织全委干部、职工，与当地老百姓一
起到一线抗洪抢险。

野外的天气，一会儿下雨让人冻得瑟瑟发抖，一会儿
又出太阳将人身上晒得通红，脸上甚至晒得脱去一层皮。
但从开始到最后接到命令全部撤回，葛建勇始终无怨无悔
地坚持奋战在第一线。

援疆的三年里，葛建勇每年还认领两名小学生作为帮
扶对象，并多次参加救灾募捐、资助等活动。同时，他还有
计划地组织安排当地党委的干部分批到浙江考察交流。

三年一晃而过，在接到结束援疆之行的命令时，葛建
勇内心五味杂陈。临走当日，附近的乡邻老少都自发前来

送别，此前滴酒不沾的葛建勇也破例拿起酒杯，与和田人
民拉着手互道珍重。更让葛建勇感动的是，当登上离别的
车辆，目光所触却依旧是送别的和田人民，绵延地跟在送
行车后面，直到在走出十多公里后，葛建勇一行不得不下
车进行二次的道别。当车辆远去，回头遥望，依稀还能看
到留在原地的送行队伍。

“虚伪庸俗之徒敬新疆而远之，豪爽真诚之士进新疆
而复活”。葛建勇说，与和田干部群众一起相处的日日夜
夜，他至今难以忘怀：“在那里，我真正感到了一种精神的
复活，一种心灵的重生。”离开和田三年后的2005年，葛建
勇兑现承诺再次踏上去和田的路。这一次与以往不同，他
与浙江省相关厅局同志们一起调研和田接下来五年的对
口援助项目。

如果您手上有浙江援疆 20 年的照片，特别是 1997
年-2010年浙江支援新疆和田地区的图片，请将它们扫描
或翻拍上传，附上图片说明，并注明您的姓名与联系方式，
发送到邮箱 zjzfsyxh@126.com，也可致电 0571-87054423，
联系人：小郁。

维吾尔族的农牧民简陋的住宿条件

第三批援疆干部葛建勇：

援疆是我最意外的一次收获
本报首席记者 王索妮 实习生 胡宗昊

遥远的西部边陲，神秘的尼雅古城，千年不倒的
胡杨林，美丽的维吾尔族姑娘……我们的援疆故事继
续静静地流淌着。

“把新疆认作生存意义上安身立命的地方，作为
精神的再生之地、灵性的高地，这不仅被无数老一辈
边疆建设者所证实，也被我的同伴和我自己所验证。”
葛建勇说，18年前的那段援疆经历是自己最意外的一
次收获，从中，他找到了使命感、认同感和归属感。

此次“一张老照片·一段援疆情”老照片征集活
动，我们迎来了第三批援疆干部葛建勇，看看他又为
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照片和故事？

正在上课的维吾尔族孩童

维吾尔族群众正在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