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6月9日  本版编辑／李诗韵  版式／潘晶慧
电话：0731-82333649 E－mail:lishiyun@fengone.com新闻·特别报道 A03

文 / 姜欣

维 族 夫 妇 吾 甫 尔

和斯丽木汗初见这个

汉族女孩的时候，正

值 3 月，吐鲁番鄯善

镇台台尔村的杏花开

得正好。院子里的杏

树没有一片绿叶，全

都 妖 娆 地 打 着 朵 儿，

一阵轻风吹过，那一

片片粉红的花瓣，就

扬 扬 洒 洒 地 掠 过 碧

绿的葡萄架，将宽敞

的院子染得红霞满天

……

时 隔 9 年， 吾 甫

尔和斯丽木汗夫妇依

旧会惦记着她。从初

次见面到 8 年的朝夕

相处，这种超越血缘

与民族的大爱，就像

盛开在吐鲁番的杏花

一般，纯净无暇。如

今， 即 便 她 已 离 去，

但 这 个“ 汉 族 女 儿 ”

却永远地存在于维族

父母的心中。

“有人捡到一个被遗弃的女

婴，准备送去民政局！”那天，

丈夫吾甫尔带回这个消息。妻

子斯丽木汗得知后，心跳得怦

怦响！虽然家里的两个儿子分别

有 18 岁、9 岁了，但一直想生

个女儿的她，未能如愿。而丈

夫的这个消息，让她有一种天

赐珍宝的感觉。

找到那个捡到孩子的人家，

吾甫尔和斯丽木汗看到了襁褓

中的婴儿——这是一个汉族女

孩，刚满两个月。或许因为被

遗弃的缘故，孩子有些虚弱和苍

白，但丝毫不影响斯丽木汗对

她“一见钟情”。

抱起这个小生命，夫妻俩

的心，便充盈着一种温情。他

们领养了这个女婴，为她取了个

维族名字，叫阿孜古丽，意思是

“希望的花朵”。

吾甫尔立马上街买了奶粉、

摇床等婴儿用品，斯丽木汗就

回家，精心调制小古丽的食品。

眼见孩子身体虚弱，也不爱吃

东西，夫妻俩便抱着孩子上医

院。医生告知，孩子是先天不足，

要靠后天慢慢弥补。

按照医生开的单子，吾甫尔

夫妇一点点地喂养孩子。不爱

吃奶粉，他们就每天去买新鲜

的牛奶，煮开了、晾温了，再灌

到奶瓶里……喝着村里最新鲜

的牛奶，阿孜古丽的脸色日益

红润，小身体也逐渐胖了。

斯丽木汗开心极了。为了照

顾女儿，她每天寸步不离，即

便是做着打馕饼、擀拌面等家

务活，她都将女儿背在身上。

葡萄开墩后，斯丽木汗夫妇要

在葡萄地里干活，小古丽也随

身跟着，安置在一旁的摇篮里，

让她眨巴的双眼盯着蔚蓝的天

空。春去秋来，阿孜古丽就如

一棵安静的小苗，茁壮成长。

担忧：女儿被诊断为先天性残疾
2008 年的 3月，杏花又开

放。2 岁的阿孜古丽终于学会了

走路，可是，为什么她和其他

的孩子不一样？

斯丽木汗发现，女儿小古

丽走路时，两肩和两脚都是一

高一低；开口叫“爸爸妈妈”时，

也要使劲大声，呼吸沉重……

带到乌鲁木齐的医院一看，斯

丽木汗夫妻如遭五雷轰顶——

医生诊断，女儿是天生性残疾，

歪曲的颈椎压迫了心脏和肺部，

只有等她长大以后才能进行手

术治疗。

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家。

亲戚和邻居们纷纷劝说，让他

们放弃这个“汉族女儿”，斯丽

木汗听后哇哇大哭。她无数次

问自己：“亲生父母在哪里？既

然生下她，为什么又忍心抛弃？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不能让这个孩子再被

抛弃一次。”吾甫尔的话坚定了

斯丽木汗的心，儿子阿力甫和艾

热提也支持父母，“我们要这个

妹妹。”斯丽木汗的心结放下了。

这个平时温顺柔弱的女子变得

无比坚强，她把孩子紧紧地抱

在怀里：“我不管她今后会是什

么样子，我要养着她带着她爱着

她，没有谁能把我们分开。”

就这样，阿孜古丽在维族

父母的养育下，渐渐长大。上

学后，爸爸和哥哥轮流用摩托

车接送她；学校的校长发现阿

孜古丽比别的孩子矮小，就专

门为她特制了一张小课桌；上二

年级，阿孜古丽走路只要超过

30 米就会呼吸困难，学校便建

议她寄宿，并减免她的伙食费，

还有专门的老师照顾她……

寄宿后的阿孜古丽每隔一

星期才能回家一次，所以她特

别懂事，每次回到家，她就帮

着妈妈洗衣服、搞卫生。妈妈

在地里劳动，她也会把菜洗好

等着妈妈回来做饭，而她就负

责饭后洗碗。

悲痛：陪伴 8 年终离去
2014 年春节，阿孜古丽特

别高兴。她掐算着手指对爸妈

说：“我 8 岁了，明年就可以去

开刀治病了。”

殊不知，新年刚过了一半，

8 月的一天，在家度暑假的

阿孜古丽突然病情爆发。吾

甫尔夫妇火急把她送到当地

医院，随后转入乌鲁木齐医

院。

为了给 阿 孜 古 丽 看 病，

父亲吾甫尔想尽办法卖掉家

里的葡萄地，筹集了几万元

钱作为医疗费。躺在病床上

的阿孜古丽哭着对妈妈说：

“妈妈，我不想死，我要活

下去！”斯丽木汗肝肠寸断，

抱着阿孜古丽照了一张最后

的 相 片 —— 阿 孜 古 丽 依 偎

在妈妈的怀里，笑 靥如花，

而眼睛里却充满了泪水……

2014 年 8 月 7 日，8 岁的 阿

孜古丽永远地离开了这个维

族家庭。

回到家，吾甫尔夫妇不再

欣赏院子里的杏花美景，每天

以泪洗面。他们不敢看别人家

的小女孩上学放学时的欢乐场

景，不再打开电视，看女儿最

喜欢的电视节目……尽管阿孜

古丽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 8 年，

但这短短的岁月像烟花一样美

丽，让人珍贵。

“你们再领养一个女孩吧，

名字也叫阿孜古丽！”儿子看

着伤心不已的父母，边安慰边泪

如雨下。如今，斯丽木汗每天

抚摸着女儿的照片：“阿孜古丽

从未离开我们，她一直和我们

在一起……”

维族夫妇收养汉族女儿的八年时光

维汉一家亲，援助万里行。对于援疆干部们来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肯定见到过许许多多关于维族和汉族相亲相爱的故事。
这是一种超越民族、年龄、地域的爱，也正是 56 个民族大团结的最好的体现。作为吐鲁番市委副书记、湖南援疆指挥部指挥长，
姜欣也见过太多的维汉深情的故事。今天，她用饱含深情的笔，写下斯丽木汗夫妇一家感人的故事……

编者按》

呵护：他们从不接受采访和荣誉
有一天，阿孜古丽伤心地

哭了。原来，有同学笑话她：“你

怎么长成汉族人的样子？维族

女孩都是大眼睛双眼皮，你怎

么是单眼皮？你肯定不是爸爸

妈妈亲生的。”

斯丽木汗知道后，指着哥

哥对阿孜古丽说：“你看！哥哥

也是单眼皮啊。你肯定是爸爸

妈妈的亲生女儿啊！”这会儿，

阿孜古丽才安心地靠在妈妈的

胸前。

经历这事后，吾甫尔夫妇

悄悄商量：“等阿孜古丽长大成

人，我们再把她的身世告诉她，

如果她要去找她的亲生父母我

们也不反对。”

为此，吾甫尔夫妇拒绝了

所有好心人的资助，也不接受

闻讯而来的当地电视台记者的

采访。他们婉谢了“民族团结

模范家庭”的荣誉，担心影响

出去，会被聪明的小古丽知道。

就这样，阿孜古丽被“维族父母”

的爱紧紧呵护着，在她的世界

里，有着与所有健康孩子同样

的快乐童年。

至于自己的病情，阿孜古丽

是知道的。她经常问斯丽木汗：

“我怎么会生成这样？我的病会

好吗？”斯丽木汗告诉她：“医

生说了，你的病会好的。等你

长到 9 岁的时候，就可以到乌

鲁木齐的大医院里动手术，你

就可以和其他的孩子一样了。”

于是，阿孜古丽的学习更

加努力了。她认真看书写作业，

成绩优秀，小小年纪的她，汉

语水平已经可以成为爸爸妈妈

的翻译了。每次去医院看病，

阿孜古丽就充当医生与父母的

翻译，所以她对自己的病情了

如指掌。她告诉爸妈：“我等着

9岁去医院做手术呢！”

惊喜：久盼的女儿是个汉族娃

阿孜古丽留下的最后
一张照片。

斯丽木汗夫妇和三个孩子的全家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