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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副总理，是共

和国叱咤风云的十大
元帅之一；买买提·卡

依尔，和田县一个普通
的维吾尔族农民。元帅

的手杖怎么会成为他
们家的传家宝呢？



传家宝
姻仲 春

南疆春来早。

4月的村庄，柳叶绽绿，杨花吐絮，到处弥漫着一派春的气息。买

买提·卡依尔家，一个南疆农村普通维吾尔族农民家庭，此时温馨祥

和。炕上的和田地毯上放着一只长方形匣子，盖上镶着玻璃，匣子不

用打开，里面的东西也能看得清清楚楚，金丝绒套子里露出一柄手

杖的弯头。卡依尔老人打开匣子，轻轻地取出手杖，慢慢地退下金丝

绒套子，将手杖展现在摄制组的镜头前，“这就是我家的传家宝———

贺龙的手杖！”

这是一柄精致的手杖，上端是黑色胶木弯头，线条流畅自然，下

端镶着金属触头，手杖的主体是用名贵的木材制成，木纹细腻、质地

坚实、木色淡黄。整个手杖显出一种高贵不凡的品质。

贺龙副总理，是共和国叱咤风云的十大元帅之一；买买提·卡依

尔，和田县一个普通的维吾尔族农民。元帅的手杖怎么会成为他们

家的传家宝呢？面对着镜头，老人双眼放射着明亮的光芒，沉浸在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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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的回忆之中。

1965年 10月，贺龙副总理率领中央代表团参加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成立十周年庆典，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慰问新疆各族人民。庆典

活动结束后，贺龙副总理率团来到和田县烽火公社肖尔瓦克大队进

行慰问。当他听说村里有个百岁老人时就提出先看望他。村里人马

上把这个喜讯传给了买买提·木沙老人。

年届百岁的买买提·木沙听说共和国的副总理贺龙元帅要来看

他，激动得银发似乎都要飘动起来。他在庭院里摘了一束鲜花，蹒跚

地走到大院门口，翘首期待着贺龙副总理的到来。

远处隐约传来人群的鼎沸声，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近。一个小

伙子兴高采烈地跑来告诉他：“老爷爷，贺龙元帅看您来了！”

贺龙副总理神采奕奕、笑容满面地走过来了。老人激动地迎上

去，把鲜花献给了他。老人将右手放在胸前连声说道：“萨拉姆，萨拉

姆（致敬、问安之语）。”庭院内外，人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热闹得像

过节一样。

买买提老人把贺龙副总理和随行客人迎进自己的新房，家里人

端上自己种的石榴、鲜桃、葡萄、甜瓜，热情地招待着尊贵的客人。

贺龙副总理亲切地问老人：“您有多大年纪啦？”

“100岁！”买买提回答。

“有几个孩子？”

“3个儿子，1个女儿，都长大成人了。一个儿子是解放军班长，

一个儿子是五好教师，一个儿子是民兵。还有 8个孙子。”

“您有个美满的家庭，您的晚年是很幸福的。”贺龙笑着称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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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高兴地笑了，银白色的胡子舞动着。

老人向客人讲述了他苦难的过去。他说：“解放前我给地主放

羊、放骆驼，吃不饱，穿不暖。在皮鞭和棍棒下当了 55年长工，60岁

才结婚。解放后翻了身，生活好了，儿孙满堂，全家生活得很幸福，生

产队对我也很照顾，全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我一定听党和毛主席

的话，请您回去后向毛主席问好。”

贺龙高兴地说：“我祝您健康长寿，再活 100年。”说着把自己用

了多年的手杖郑重地递到老人手里：“我没更好的东西送给您，这根

手杖就送给您用吧！”

老人用双手郑重地接过手杖，热泪盈眶，他想：我这个在旧社会

让人瞧不起的穷苦人，新社会不仅受到人们的尊敬，连国家副总理、

赫赫有名的贺龙元帅都来看望我，他还把自己心爱的手杖送给我这

个老人，这是何等的荣幸啊！想到这里，老人激动地说：“这根手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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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带来的，是最珍贵的纪念品，它比送我一匹马、一峰骆驼还要

贵重啊！我要将它作为传家宝。”

买买提·木沙老人得知贺龙元帅一行次日就要返回乌鲁木齐，

第二天一大早，他带着从果园里精心挑选的两个大甜瓜，拄着贺龙

送他的手杖，一口气走了十多里，赶到地委给贺龙元帅送行。他握着

贺龙元帅的手，祝福他健康长寿，一路平安，并再次请贺龙元帅转达

他对毛主席的问候。临上飞机时，贺龙元帅握着老人的手说：“我回

到北京，一定把您的心意告诉毛主席。”

贺龙元帅走了，他留下的手杖老人爱不释手。老人拄着它，逢

人便讲共产党对维吾尔族人民的关心。他经常教育自己的后代：

“别看这只是一柄普通的手杖，它可比骏马、骆驼还要贵重百倍

啊。看见它，我就想起贺龙元帅，想起共产党对我们维吾尔族人民的

关怀。”

时间长了，老人怕损坏了这柄手杖，就把它珍藏起来，有空就拿

出来看看。

1973年，老人感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就要走到尽头了，于是就把

大儿子买买提·卡依尔叫到炕前，拿出那柄贺龙送的手杖，语重心长

地对他说：

“这柄手杖是我的宝贝，现在我把它传给你。你死了就传给孙

子，千万不要丢掉，要让后代永远记住共产党的恩情。”当晚，买买

提·木沙老人与世长辞，平静地走完了他 108岁的生命历程。

“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却没收了这柄手杖，后来自治区领导

赛福鼎·艾则孜来到村里，问起此事，立即责成公社领导赶快把手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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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来，还给买买提·木沙的家人。经历了一场劫难，贺龙元帅的手

杖又回到了木沙老人的家里。

珍贵的手杖失而复得，买买提·卡依尔格外高兴。贺龙元帅给父

亲赠送手杖的情景、父亲临终前的深情嘱托如一幅幅画面浮现在眼

前。他到巴扎买了块金丝绒，让家人给手杖做了套子，又请木匠做了

一个精致的匣子，把手杖装起来，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让别人

一进家门，就能看到他的这件宝贝。乡里和外地的人到了村子，都

要来亲眼看看贺龙的手杖。贺龙的手杖，不仅给买买提·木沙和他

的后人带来了光荣，也给这个乡带来了光荣。每当向客人讲起他家

的传家宝———贺龙的手杖，已是近 80老人的买买提·卡依尔，就像

当年他的父亲一样，两眼闪烁出幸福的光芒：“贺龙元帅身体魁梧

得就像一堵墙……”随着他的讲述，人们又仿佛回到了那激动人心

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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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满 70岁的时

候，梦想终于实现
了：他家院子里也同
城里人一样安上了
自来水管,他再也不

为吃水的事犯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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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故事
姻尉亚春

1994年 8月 26日这天与往常一样，住在南疆和田县布扎克乡

库木村的 69岁的肉孜阿洪，清早起床后为吃水的事又犯起愁来。村

里的那个涝坝因天旱已经干了，套上毛驴车去河坝拉水来回得 3个

多小时，唉！算了，还是凭老熟脸去邻近的布扎克乡的涝坝里提桶水吧。

肉孜阿洪拎着洋铁皮桶，蹒跚地走出院子，他沿村口沙子铺成

的路边走边想：电视上演的城里人多么好，水龙头一拧，哗———清清

的自来水像银子一样地流出来了，那水有多甜啊！要是自己院子里

能有个水龙头该多好，也那么一拧，水就流出来，就不用走这两公里

路去布扎克乡，厚着脸皮拎别人涝坝里的脏水了。老人苦涩着摇了

摇头。

肉孜阿洪走到涝坝附近，他发现那里站着一大群人，还停了好

几辆汽车。一个看上去有五六十岁、穿着很普通、身材也不特别高的

汉族干部向他走来，并且伸出了手。肉孜老人见他微笑着把手伸过

来要握手，便糊里糊涂地也伸出了自己粗糙的手。那汉族干部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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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手使劲摇了摇，似乎向他问了句什么。站在旁边的县长吐逊托

乎提代他回答：“是的，就喝这种水。”

那位汉族干部听到这话，脸上布满了愁云，他从湿滑的斜坡走

下涝坝，凝视着坝里那漂浮着枯枝烂叶、弥散着腥味的暗绿色水，泪

水溢出眼眶。他自言自语，喃喃地像是在说给别人，又像是在说给自

己：“解放几十年了，怎么能让老百姓还喝这种水呢？”当地干部们都

跟在他身后，听到这话大家心里都很不安，但谁都知道，南疆到处缺

水，引水工程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得花很多钱，这对于贫困地区是想

都不敢想的事。

肉孜老人后来才知道，那位握过他的手、为村民吃水难而流泪的

汉族干部就是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他是从北京来新疆考察工作的。

肉孜阿洪没想到这次他去提水能见到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更

想不到这坝上的一幕，竟然会带来一场全疆范围的农牧区改水工

程。这项工程列入了全国重点解决农牧民生活的计划，目标是改变

新疆农牧民的生存条件，改变他们喝苦水、喝涝坝水、受瘟疫折磨的

命运。

李瑞环同志考察工作结束离开了南疆，但和田县布扎克乡肉孜

阿洪在涝坝取水的一幕深深地印在他心里。他后来又了解到南疆许

多地方农民祖祖辈辈都是靠涝坝水生活的，还有一些牧区，人畜共

饮水的现状也刺痛了他的心。他回到北京后顾不上休息，连夜给党

中央国务院写信，反映了新疆农牧民饮水的现状。他又召集全家人，

讲了自己在南疆见到的那一幕，动员家人首先捐款，很快凑足了 2

万元，希望用它为和田县打第一口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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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８月底，也就是李瑞环同志离开和田后不久，国家民委

主任司马义·艾买提从北京给故乡打来了电话：告诉你们一个好消

息，李瑞环同志从新疆考察回到北京后，就南疆和田地区与其他农

牧区饮水问题，专门向中央做了情况汇报，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

视。为此，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决定拨款解决新疆农牧民饮水问

题。李瑞环同志先为你们筹集了第一笔资金，很快派人送到新疆。你

们要抓紧时间部署饮水工程，做好开工准备。

消息传来，和田地县干部无比兴奋，和田人民也很快得到了中

央与自治区要解决大家饮水问题的这一喜讯。村里、乡里的农民朋

友们奔走相告，大家凑在一起，相互打听什么时候开工打井，什么时

候把水龙头装进院子。水还没到，大家已开始沉浸到幸福中了。
9



国务院改造新疆农牧民饮水工程专项资金很快有了消息。国务

院作出决定，拨款 3 亿元人民币分 3 年用于新疆农牧区改水工

程。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对新疆农牧民饮水工程作了更详

细的调查、规划，拿出了工程实施方案。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拨款 3亿

元投入到改水工程中，并通过各种宣传鼓励社会各界捐款。全国各

地的各族人民在新疆农牧区改水工程动工后，也开始大力相助。在

新疆，从首府乌鲁木齐到各地州，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学校

以及个人都纷纷献出一片真情，来帮助农牧区人民解决人畜共用涝

坝水的问题。首府乌鲁木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有 169家单位

认捐了 2079万元人民币，其中个人捐款达 619万元。这些慷慨捐助

者有职工、干部，有离退休人员，也有小学生和外来打工的农民。同

一时期，各地州捐款活动也传来喜讯：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全疆

各地州单位和个人捐资总额达 2000万元。与此同时，一张张汇款

单，从祖国四面八方寄往新疆……汇款人有学生、农民，甚至有特困

企业的工人。每一张汇款单不论数额大小，都传递着祖国大家庭的

温暖和关爱。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和

田地区改水工程在全疆率先取得了胜利。尤其是和田县改水工程，

在 10个月内，35座醒目的水塔、5座高位水池、250眼深层手动泵水

井就奇迹般地出现了。它们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和田大地上，其工程

之快、质量之好，堪称一流。据了解：仅是输水管道铺设工程就达

2000公里，这长度等于从乌鲁木齐直线到兰州之间的距离。

1995年金秋，又是瓜果飘香的季节，这是和田县布扎克乡库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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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肉孜阿洪见到李瑞环同志的一年之后，也是他满 70岁的时候，老

人当初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家院子里也同城里人一样安上了自来

水管，只要用手轻轻一拧，清凉甘甜的井水便“哗啦啦”地流出来，他

再也不为吃水的事犯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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