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餐要有蛋 天寒穿毛衫

这份关心穿过一根根电缆

穿过严寒 给我温暖

你的期盼 十分简单

想我陪伴 却只叹气

时间向来都不慢

苍老从未能预览

孩儿忌惮

还未曾鸿图大展

却看你脚步蹒跚

没法再与你同欢

那该多遗憾

时间太快

当下应该还不晚

为时未晚
□张剑雄

妈妈援疆我骄傲
□张熙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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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

全保障能力的意见》（国办发〔2019〕50号）文件，现对阿克苏地区“十四五”高标准农
田建设规划编制进行招标。规划设计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招标人为阿克苏地区
农业农村局，招标代理机构为新疆全统工程造价编审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规划建设地点：阿克苏地区七县两市（有关农牧场及国有企业农田建设需

求，按属地原则纳入县市级规划）。
2.2 项目概况：一是复核确定对纳入“两区”划定、在“十四五”期间拟投资新建高

标准农田面积、规模和建设内容、布局及资金规模；需明确“十四五”采取土地平整、
土壤改良、灌溉（节水滴灌或田间渠系防渗）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
保持、农田输配电等措施综合配套治理建设的规模和内容。

二是确定2011年-2018年已建项目区需提质增效、改造的农田建设面积、规模
和建设内容、布局及资金规模。

三是完成与国家自治区及县市农田建设规划设计的衔接。
2.3 招标范围：对照国家标准委印发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中确定的八项建

设标准，将阿克苏地区七县两市范围内耕地逐项复核后，确定地区未来五年高标准
农田建设需求和建设规模。

2.4 质量标准：符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规划编制的要求，完成规划审批。
2.5 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工程设计水利行业或水利

行业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近三年（2018年6月1日至今，以签订合同或中标通知书
时间为准）至少完成过两项类似规划咨询项目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
有相应的能力；投标人财务状况和商业信誉良好，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
金的良好记录，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3.2 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有中
级及以上技术职称。3.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3.4 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
审，资格后审不合格的投标人投标文件将按无效标处理。

4.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0年5月16日起在阿克苏地区公共资源电子招投

标平台（http://www.akszw.com/aksggzy/jyxx/001001/list.html）→“水利工程”→本公
告附件处免费下载招标文件。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6月5日10：30，地点为阿克苏市北京
路（原迎宾路）地区为民服务中心B座三楼开标区（体育馆对面）。

5.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踏勘现场和投标预备会
招标人不组织踏勘现场，不组织召开投标预备会。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招标公告同时在《阿克苏日报》及阿克苏政府网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阿克苏地区农业农村局
地址：阿克苏地区文化路综合办公区
电话：0997-2596527 联系人：许凤玲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全统工程造价编审有限公司
地址：阿克苏市南大街7号
电话：0997-2201285 18709970017
传真：0997-2200212 2200221
联系人：伍 超 敬秀琴

2020年5月11日

阿克苏地区“十四五”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设计编制招标公告

母女俩合照。

大家都知道，李老师也就是我妈

去援疆了。很多人好奇我对于她援

疆有什么看法。曾经，你们问我，我

都是打个哈哈过去，极其敷衍。因为

这是个大题目啊，我得郑重回答。

现在，借此机会，谈谈我对这件

事情的看法。

头一回知道时，感觉挺突然

的。后来正式通知下来的时候，我

突然明白，事情已成定局，援疆的妈

是泼出去的水。我不同意也没用，

她执意要去，拦也拦不住。我的初

级看法是：无奈！

我妈就是我妈，永远棋高一着。

那天，她看似无意，让我看到了以下

内容：对口支援新疆的各省市需建

立起人才、技术、管理、资金等方

面的有效机制，优先保障和改善

民生，并且要下大力气帮助新

疆各族群众解决就业、教育、住房等基

本问题，同时支持新疆相关特色产业

的发展，提高新疆自身的“造血”功能。

湖州对口援助的是地区柯坪

县。据说柯坪的羊肉超好吃，这是我

爸偷偷告诉我的。

这次同我妈一起去的还有其他

各部门的人才，我们大湖州简直是

开足马力，从各个方面帮扶柯坪人

民。湖州和柯坪是一家人，互帮互

助是必需的。我的中级看法是：老

妈应当去！

老妈首次进疆，飞机是包机，医

生、厨师、医护人员全部到齐。没多

久，老妈就从新疆给我和爸爸发来消

息：她现在在隔离，但是隔离隔不断

柯坪人民的友好，她很感动，决定“投

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我的看法是：援疆是神圣的，能

够帮到柯坪人民是妈妈的荣幸，更是

我们一家人的荣幸。

我们都希望国家变得更好，我们

都爱中国，都希望为国家作贡献。我

妈通过援疆贡献自己的小小力量，她

是我的骄傲！我知道，无论距离有多

远，她的心都跟我们在一起。

母亲总是给我最好的

小区附近有个菜市场，时常看见母亲从家

里出来，过了马路去买菜。

清晨，我在小区门前的空地晨练，老远就

能听见母亲的笑声，不用看就知道母亲从菜市

场出来了。她提着各种水果蔬菜，笑容满面地

同遛弯的街坊邻居打招呼。

我结束晨练，上前接过母亲手里的袋子，

嗔怪地说：“就逛个菜市场，看您高兴的！”然后

埋怨她又买多了。

母亲笑呵呵地说：“你哪知道，盛情难却

啊！”不过买个菜，却整出“盛情难却”，我撇撇

嘴，不再言语。

母亲心态乐观，热爱生活，是个闲不住的

人，喜欢走一走、看一看，尤其喜欢逛菜市场。

我们多次建议母亲去逛超市，环境优雅，四季

都有空调，既舒适又享受。菜市场人多闹哄，

夏热冬冷，环境差，不是好去处。但母亲听了，

只是笑笑，并不多言。

有段时间，我迷上了十字绣。绣几朵鲜艳

的玫瑰、几株翠绿的兰草，往往穿针引线一坐

就是几个小时。母亲担忧我的肩颈，喊我不

听，就拽我和她一起逛菜市场。

菜市场不大，却似麻雀，五脏俱全。面食、

水果、肉类、水产、蔬菜……样样都有。我随母

亲穿过氤氲着饭香的面食摊，穿过鸡鸭鹅蛋相

间的蛋摊，再过了夹杂着海藻气息的水产摊，

就到了蔬菜摊。蔬菜摊最热闹，红的火红，绿

的碧绿，青的靛青……各色相间，蓬蓬勃勃，充

满生机。

母亲一路走来，这个摊前看看，那个摊前

挑挑，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几句家常，如同串门

子般，甚是熟稔。

我惊讶地发现，此刻的母亲神采飞扬，有

时妙语连珠，脚步也比平时轻盈许多，哪像近

七十岁的老人？她的声音爽朗谦和，透着一

股感染人的韧劲和喜气，让人如沐春风。红

的萝卜、翠的芹菜、白的莲藕……似乎也被母

亲感染了，透出一股岁月静好，以至于我想把它们统统拎回

家，变成碗中的美味。

后来母亲生病，指派我去菜市场，叮嘱我到这个摊前买

土豆、那个摊前买白菜。我答应着，心里却不以为然，白菜、

土豆到处都有，哪里买不一样？而菜市场的人，看见我就问

母亲的血压平稳了吗？血糖正常了吗？还有人塞给我些时

令小菜，说让母亲尝尝鲜。更甚几次，我忘记带钱，馒头是

赊的，菜是赊的，肉也是赊的。他们说，先拿去吃，我们认得

你家老太太。

一种温暖蔓延而来。毕竟，我对于他们是陌生的，这一

切信任源于母亲。母亲一生待人实诚，能帮人就帮，有如此

好的人缘，就不足为怪了。

以往的日子，这个菜市场母亲一天往返数次。它像母

亲时光中的一条河，虽不是名川大河，却惊鸿一瞥地激发着

母亲最朴素的人情味，丰盈着母亲对生活的爱。

眼前浮现出母亲提着一条鱼、几把青菜从菜市场走出

来的情景，我心中不觉恍然：母亲对我们的爱、对生活的爱，

竟蕴藏在这菜市场里。我们的食材都来自这里，经母亲的

手，变成一日三餐，使我们的日子绵密而厚实。

一
饭
一
菜
里
的
岁
月
静
好

□

张
仪

从狂风漫卷的荒原，到碧波滚滚

的林海。34年来，阿克苏人筚路蓝

缕、赓续奋斗，在沙尘肆虐的戈壁荒

原——柯柯牙植树造林100多万亩，

风沙策源地变成了绿色生态屏障，成

为地区各族干部群众安居乐业的美

丽家园。阿克苏荒漠绿化典型经验

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成为全国

生态文明建设的典范。为筹建柯柯

牙纪念馆新馆，大力弘扬柯柯牙精

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激励地区各族干部群众自

力更生、团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

献共建美好家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即日起，本报联合地区林业

和草原局开展“阿克苏荒漠绿化”主

题作品征集活动。

一、作品征集范围
面向全社会征集。

二、作品主题
紧紧围绕阿克苏柯柯牙绿化工

程实施以来，各族干部群众发扬自力

更生、团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

的柯柯牙精神。

三、征集时间

2020年5月8日至30日。

四、作品征集类别
（一）图片类：1986年至今柯柯

牙绿化工程建设当中的老照片，可

以是单位参与建设的资料照片，也

可以是个人、家庭老照片、新照片，

能够多角度反映柯柯牙荒漠变绿洲

的奋斗精神及荒漠变林海的沧桑巨

变。图片可以是老照片，也可以是

数码照片。

（二）老物件：柯柯牙绿化工程建

设当中的农具、生活用具、衣物、文

件、印章等实物资料或用品，以及与

该工程有关的具有历史性、价值性、

可考性的实物。

（三）文字类：与柯柯牙绿化工程

有关的回忆类文字、档案文件等，柯

柯牙绿化工程实施进程中自己经历、

听闻、体验到的相关事件整理成回忆

性文章，要求故事真实、文风朴实。

或提供柯柯牙绿化工程实施进程中

具有典型性的工程先行者、亲历者和

见证人的相关线索。

五、征集要求
（一）文字作品注重故事性，以

叙事为主，字数 3000 字以内；照

片、物品、物件附详细的说明文字

或相应故事。

（二）能够体现地区广大干部

群众为打造生态阿克苏赓续奋斗、

一代接着一代干的动人故事和感

人事迹。

（三）要求主题突出、观点鲜明，

弘扬主旋律，彰显时代特色。具有一

定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四）老物件本着自愿的原则，鼓

励无偿捐赠或展览。

六、投稿方式
投稿人要留下真实姓名和联系

方式。

1、直接报送：阿克苏市文化路

25号阿克苏日报社

2、电子投稿：tougao.aksrb.cn

联系电话：0997—2133197

阿克苏日报社
地区林业和草原局
2020年5月8日

本版编辑：胡益 组版：何朝悦 校对：吴连广

“阿克苏荒漠绿化”主题作品征集启事

□张军霞

前几天，弟弟在家庭微信群里晒

出一盘八旬母亲腌制的咸鸭蛋，金黄

色的蛋黄似乎在流油，十分诱人，真

想吃上一口，可惜我在数千里之

外。记忆中，南方老家的母亲最爱

腌制咸鸭蛋。

儿时，生活在江南，每当初夏，最

爱吃的美食就是故乡的咸鸭蛋。每

当煮熟的咸鸭蛋切开端上饭桌时，那

雪白的蛋白、鲜嫩的蛋黄，看着就令

人垂涎。

记得小时候，母亲每年都要

饲养十几只母鸭生蛋，鸭蛋积攒

到一定数量后就开始腌制。每

当快要腌咸鸭蛋的时候，母亲

就叫我和弟弟到几里外的一

个地方去挖上好的黄泥巴回

来，然后将经过挑选后洗净的

鸭蛋用稀黄泥巴裹起来，再洒

上粗盐，放进用泥烧制的罐子

里，并密封好，将泥罐放到通

风、阴凉、避光的地方保存。一个多月

后，将所有腌制的咸鸭蛋取出，洗净，

放在锅里用水煮熟，切开，这便是美味

的咸鸭蛋了。

那时家里人多，每人分一块就没

有了，别小看这一块咸鸭蛋，能让我吃

两碗稀饭。母亲忙里忙外，是最后吃

饭的人，等她端上饭碗时，不懂事的我

们早就将咸鸭蛋瓜分完了。每当这

时，母亲就笑着对我们说：“妈妈不爱

吃咸鸭蛋，你们爱吃妈妈就给你们多

腌制。”其实母亲在骗我们，美味的咸

鸭蛋谁不爱吃呢？然而，母爱是伟大

的，什么时候都把子女放在前面。

长大后，我先到外地上学，然后又

离开了故乡，到很远的大西北工作，这

一走就是30多年。身处异乡，很难再

吃到母亲腌制的咸鸭蛋了。

这几年，随着出差机会的增多以

及每隔几年一次的回故乡探亲，我又

能吃到母亲腌制的咸鸭蛋了。母亲知

道我爱吃咸鸭蛋，每次我回家时都提

前腌制很多，除了让我在老家

大吃外，走时还让我捎带着。

前几年的一个初夏，我在

电话中跟母亲随便说了一句

想吃咸鸭蛋的话，想不到半个

多月后竟收到母亲从故乡寄

来的咸鸭蛋，那熟悉的味道入

口，让我几欲落泪。母亲腌制

的咸鸭蛋，永远是我的最爱，

我的牵挂。

母亲爱腌咸鸭蛋 □汪志

我喜欢喝豆浆，母亲每年都会专

门留出一片地种黄豆，等到豆子丰

收了，她就会给我打电话：“有空就

回一趟家吧！”

我往往欢天喜地回去，吃过母亲

精心准备的饭菜，在晒得又香又软的

被子里睡一个美美的午觉。等到下

午返程时，车里除了沉甸甸的黄豆，

还有母亲腌制的辣椒酱、烹饪的大馒

头，收获颇丰。

有一次，我从母亲那里回来，正

巧同事来家里玩，看到我带回来的

东西，她说：“你母亲一定是个完美

主义者。不信你看，她蒸的馒头大

小整齐划一，就连豆子都这么匀称，

每一粒都那么饱满，一定是精心挑

选过的……”

当时，我不以为然地说：“我妈手

巧是真的，会做很多种面点，但是给

我带这么多豆子，不可能一一挑选

啊，那多累。”

下次回家，我特意绕到母亲储藏

粮食的小屋，把剩下的那袋黄豆打

开，发现它们果然没有那么饱满，比

我带回去的豆子差了不少。正如同

事猜测的那样，母亲给我的豆子居然

真的是一粒粒挑选过的。

我眼前浮现出母亲戴着老花

镜，在屋檐下挑拣豆子的情形：她

的脚下放着两个袋子，一个装好的

豆子，一个装差一点的豆子，随着她

的双手起起落落，袋子丰盈起来。

她揉揉酸痛的肩膀，看看那一袋好

豆子，想到它们会变成女儿餐桌上

新鲜的豆浆，脸上有了笑意。

我又打开冰箱，看到母亲蒸的

馒头，也并非真的大小整齐划一，那

些卖相稍微差的、面皮粘连过的，统

统被母亲留了下来，只给我带好的。

岂止是豆子和馒头，在别的事情

上也一样。比如那天，亲戚送了母亲

两块棉布床单，我刚回到家，她就迫

不及待地拿出来：“喜欢哪块，你拿

去，留一块我自己用。”

我看它们花色差不多，就随手拿

了其中一块。母亲却抓在手里，看了

又看：“还是换一下吧，这块上面有瑕

疵，你们年轻人讲究一些。”

我每次回家往往是大包小包，

却是些穿旧的衣服、淘汰下来的

旧手机……这些留着没用、扔了

又可惜的东西，到了母亲这里其

实也很少有什么用场，仍然只能

堆在角落里。

我越想越觉得愧疚：母亲总是

给我最好的，我怎么就不能带些她

需要的，比如适合的老年装、喜欢

的美食……世上最不能等的事情，

就是对老人的孝顺，我也要给母亲

最好的，让她的晚年幸福滋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