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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①

长篇小说《奶香飘飘》，反映了兵团人走新型畜牧业产业化道路，

振兴新时期兵团事业的动人故事。它开启了屯垦戍边的现代性叙事

新篇，赋予屯垦戍边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独特的文化理念，体现出兵

团现代畜牧业进程。《奶香飘飘》小说着力挖掘兵团人与时俱进的现代

精神，其立足长远，立意新锐，描写了改革开放时代，兵团人在党的十

八大精神指导下的富民强边的新理念，歌颂了屯垦戍边的新业绩。

该小说开篇就描写了主人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团团长顾

一方在棉花遭受冻灾、雪灾、冰雹、干旱后认识到垦区单一农业发展模

式致使经济发展滞后，引发了兵团人走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畜牧业

现代化道路的思考，并深刻地反映了经济结构调整对原有思想观念的

冲击。

小说《奶香飘飘》着力表现了垦区农业发展中，师长赵方际认识

到长期以来农业单一的格局制约了经济发展，必须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走出一条合理的农业发展之路。师长赵方际以战略的眼光，大

胆决策，集资引进国外奶牛，为垦区经济注入活力；为振兴畜牧业的现

董立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副主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家

协会常务副主席、秘书长，国家一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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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进程，启用老碱滩团长顾一方为胡杨河乳业总公司总经理，在

资金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几经周折，筹集资金引进大型收割机、大型饲

喂机械，挤奶设备、乳品加工设备等，终于走出困境，实现了企业

双赢。

《奶香飘飘》成功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把人物放在改革大潮

的风口浪尖，通过思想斗争、矛盾冲突体现出人物性格，成功塑造了

顾一方、刘征程等人锐意进取的形象。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第二代

兵团人的优秀品质，展示了屯垦戍边事业的发展，无疑是新时期兵团

屯垦事业的又一曲壮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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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奶香飘飘》这部小说，从构思到完成用了两年多时间。作为本书

主笔，我本是一名畜牧兽医工作者，一直在兵团农场工作，可以说，我

对兵团畜牧业及乳制品的生产发展状况比较了解，这部小说写的也是

我所熟悉的生活。我退休后，总是想起兵团畜牧业一线的人们，为发

展畜牧业所经历的峥嵘岁月，特别是近几年兵团乳业的发展，更是突

飞猛进，许多人为之努力奋斗的情形总是不断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使

我深深地感觉到他们的爱国之心，爱疆情怀。他们的身上闪烁着兵团

精神，体现出军垦第二代“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

的崇高品格，这也是我倾力写作这部小说的原因。

《奶香飘飘》通过文学艺术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兵团乳业的生产

与发展——以岗位数据精准、管理精准、饲料精准、饲喂精准为目标，

实现了奶牛良种化、牛场标准化、饲养科学化、防疫制度化、粪便无害

化、环境优美的现代化牛场。我认为，以文学艺术的形式真实地展现

中国乳制品生产的全过程，提高消费者对国产乳制品的认知，鼓励和

引导消费者优先选购国产乳制品，不仅有利于民族产业发展，是振兴

中国乳制品的必由之路，更是政府建设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的战

略选择。事实上，只有消费者群体对我国产品认知度的提高，才是拉

动我国奶制品消费的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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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香飘飘》充分体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把兵团奶牛业生产的集约化、工厂化生产以真实的艺术手法演绎而

出，把实际生产中的操作，以管理制度、标准化生产、生物安全等，逐一

表达，让消费者真正了解到兵团奶牛业生产的全过程。

此书塑造了以顾一方、刘征程为代表的人物形象。在上级党委的

指导下，他们通过不懈的努力，开展和实施了奶牛生产管理的规模化、

集约化、标准化、一体化，把在生产管理、市场经营方面的思想斗争、矛

盾冲突、改革与创新表现得多姿多彩，形象地展示了新时期兵团人豪

迈的创业精神及其屯垦戍边的优秀品质。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得到了王光强、董立勃、谢净含、王次

会、孙家玉、赵鸣晓、马天珅、耿新豫、高德荣、何彦林、张振亚、孔素霞、

史永峰、程玉新、谷新利、邓先德、胡寻江、陈刚等同志的关心与帮助，

特别是刘让、王东保、王军等人的大力支持，在此陈刚表示衷心的感

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难免有不足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

指正。

作 者

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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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第一章

清晨，天气清朗，天山格外清晰，举目远望，山顶上皑皑白雪就像

飘在天际的云朵，像棉花糖一般漂浮在人们的视野中，仿佛童话世界

一般的美丽。在天山脚下这个充满现代化气息的新型城市中间，坐落

着一座六层高的办公大楼。

这座建于 20世纪 80年代的办公大楼，虽然是座 30多年的老建

筑，但在垦区 20多万军垦人的心目中，它是一个庄严神圣的地方，不

仅因为它是全垦区的首脑机关，是垦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

一本厚重的史册，记录着几代军垦人的创业史和奋斗史。垦区建设的

每一个决策都是从这里发出，然后传递到辖区的各个团场。

垦区建设事业长远稳定发展之重担，对于担任垦区师长的赵方际

来说着实不轻。垦区现阶段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农业的、工业的、团

场小城镇建设、垦区工业化园区扩建规划、招商引资，等等，满脑子都

是这些要紧的事，每一件都是十分重要不能拖延的大事情。无论是在

家吃饭，还是上班路上，他都在不停地思考着。他是一个说话不多，说

了就算数，说过就干，要干就干好，从不打折扣的人。师长的这一工作

作风和性格特点，手下机关各局、处领导，各团场都十分了解。于是，

便形成了一个从上到下，上级一呼，下面百应的局面。

这一天，赵方际随便吃了几口饭，放下碗筷，便急忙向办公大楼走

去。来到办公大楼门口，值班门卫给他打招呼，他只是习惯性地点点

头，然后匆忙进电梯，来到自己的办公室。赵方际有个习惯，每天上班

必须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办公桌上的电脑，看一看垦区各

团场的新闻回放，从这里可以看到各个团场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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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掌握各团场主要领导的工作动向。一是了解他们正在开展哪些

工作，二是发现基层开展的一些活动的创新思路，以便自己吸收经

验。毛主席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第二件事就是看桌面上秘书

送来的文件、机关各部门送来的简报以及团场呈送的报告。他刚做完

这两件事情，突然，电话铃声响起。

赵方际不知道是谁打来的电话，一般情况下，除了师里的领导，师

机关各局、处以及下面团场主要领导以外，很少有外人直接打到办公

室。于是，他拿起听筒不紧不慢地问：“喂，哪位？”

“赵师长吗？我是王远征。”王远征站在小汽车旁，一手拿着手机，

望着赵方际办公室窗户说道。

赵方际一听是司令员的电话，立即放下手中的笔：“王司令，这么

早给我打电话，肯定是有啥急事吧？”

“没急事能跑到你这儿吗？”王远征说。

赵方际诧异道，“我说司令员，您在哪呀？”

“我就在你们办公大楼下。”王远征将手机换到另一只手里贴在耳

旁微笑着说。

赵方际急忙起身走到窗户前向外看，只见司令员正面向大楼给自

己打电话，马上改口，带着埋怨的口气说：“我的大司令员啊，你这是搞

微服私访啊，来也不先打个招呼！”随后又说：“我通知王政委。”

“谁都不要通知，你一个人下来，带上秘书就行了。”王远征说道。

最近兵团党委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也制订了兵团领导下基层的有关

纪律。作为司令员要带好头，必须自觉遵守，不搞车接迎送那一套，一

切从简。

赵方际转身离开窗户，边走边回话，“好！那我马上下来！”

放下电话，他顺手关上办公室门，对着旁边房间的秘书喊道：“小

王！走，跟我下楼，快点啊！”

秘书小王听到喊声，急忙放下手头的工作，顺手拿上挂在门口衣

架上的文件包就往外走，随师长下楼。

赵方际一边下楼，脑子里立即回想起司令员“没急事能跑到你这

儿吗”这句话，司令员能有什么急事呢？边走边想，脑子里迅速把近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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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段工作做了一次简要的电影似的回忆。把农业生产、工业发展、团场

小城镇建设的进度、垦区工业化园区扩建规划、招商引资等，每项工作

的数据、目前状况过了一遍。这些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从现实看，以

上工作虽不在全兵团前列，也不至于让司令员一大早就来到师部。可

又一想，司令员的“急事”到底是什么呢？我的辖区出什么事啦？有人

上访了？没有接到基层汇报呀！最近兵团发文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有

人举报啦？能举报谁呀？举报什么事呀？想着想着，赵方际不知不觉

放慢了脚步。

小王秘书见师长放慢了脚步，也跟着慢了下来。

赵方际转身问道：“最近接到群众举报信没有？”

“没有啊！”小王秘书摇摇头回答道。

赵方际一听，心里有了底，工作上没做好，不怕首长批评，加把劲，

赶上去就是了。要是有人上访，那还了得，我这个当师长的责任就大

了。司令员的“急事”能是什么呢？这让他左思右想捉摸不透。无奈，

只好硬着头皮出办公大楼，等着挨司令员的批评。

王远征站在车外，等待赵方际的到来。此时，他目视大楼两侧的

宣传标语，不时满意地点头。可以看出，他对赵方际调到垦区以后这

几年的工作还是很满意的。

说起司令员王远征，这位老八路后代，爷爷是位老将军，当年跟随

王震司令员进疆，后来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爷爷调往内地工作。

其父听从爷爷的话，到新疆兵团来磨炼。这一磨炼就是一辈子，扎根

在了新疆。20世纪 60年代，父亲成了家，生下儿子起名字的时候，正

赶上大家继承光荣传统的风潮，赶到国庆节生下的就叫国庆等。父亲

想，这孩子起名还是让他爷爷起好。于是征求老将军意见，老将军二

话没说，就起了“远征”。毛主席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

完了第一步。“远征”二字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第二步、第三步，它

是永远的长征。

王远征没有辜负爷爷的期望，从小学到大学都是优秀生。大学毕

业后，他主动要求到边远团场工作，从一名农工做起，脚踏实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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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脚印地前进。从连队技术员，副连长、连长，生产科副科长、科长，

副团长，又到团长；从副师长、师长干到副司令员，用自己的双手和双

脚为兵团建设事业添砖加瓦，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戈壁和荒原。做

农工时，他从不亮自己的家底，当团长时，经常和职工打成一片，没什

么官架子。他没事总和职工一起闲聊，穿戴上也很普通，只有全团开

大会时，才穿上西装，扎上领带，平日里你根本就看不出他是团里的

“大官”。同学聚会时，大家都说他太普通了，他总是笑着说：“我爷爷

那会儿还不如我呢！我比他们当年强了百倍呀！”一同学便指着他说：

“基因，绝对的基因关系啊！”他听后也不在意地说：“基因就是遗传

嘛！”他说得很对，这种遗传就是革命传统的代代相传。

赵方际几乎是小跑出了办公楼大门。秘书紧随其后。

“司令员辛苦了，请到办公室休息一会儿。”赵方际伸手指向办公

楼大门。

“不进去啦！今天是来搞调研，一不声张，二不打招呼，我们先看，

后听汇报。咱们来个搂草打兔子，碰着啥，就看啥，来真家伙。有好典

型我可要住下来哟。有问题我可要刨根问底，毫不客气，怎么样？”王

远征说。

赵方际大大咧咧地说：“欢迎首长指导，大门敞开，随便看，有丑不

怕揭！”

王远征笑呵呵地面向赵方际：“噢，看来赵师长是有思想准备喽？”

赵方际摇着头说：“不，不，不是这意思，我这个师的工作确实有不

足的地方。”

王远征仍然微笑着指着赵方际说：“噢，好你个赵方际。走吧，上车！”

“去哪呀？”赵方际问。

王远征不加思索地说：“来到你的一亩三分地，你说了算。”

赵方际也不客气地说：“这地都是司令员的管辖范围，我们师所有团

场司令员哪个不知道呀！真有了问题，我能瞒得了吗！您去哪儿我跟哪！”

他十分了解司令员的性格，喜欢爽快，论起事来从来不讲情面，不摆上级

首长的架势，有事说事，不怕下级提意见，并喜欢和下级争论一些问题。

这也是作为师长的赵方际敢在司令员面前说话随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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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王远征喜欢赵方际这点。有丑不隐瞒，遇事心直口快，毫无保留，

说干就干。于是说：“好啊！跟我走！先去老碱滩，看看顾一方团长干

得怎么样。”

在驶往团场的柏油马路上，一前一后两辆小车奔驶着。按理说应

该是师长赵方际在前开道，首长的车子跟随其后。可司令员不管什么

地主之谊，一出师部的大门就要司机抢道驶在前头，赵方际的车子反

而跟随其后。

汽车在奔驶，道路两旁的林带、电线杆如影闪过。汽车驶过一座

桥来到老碱滩的地界，行驶不远，有一条通往田间的岔路口，汽车驶下

马路，行驶在田间地头的土路上。土路的一边是田间排碱渠，一边是

盛长的葡萄园地。两辆小车子缓缓地停靠在地头。

王远征推开车门下车。赵方际也从自己的车上下来。

王远征双手叉腰，望着繁茂的葡萄树，满意地点点头道：“走！进

去看看！”

赵方际前边走，王远征紧随。二人及秘书一同向葡萄园深处

走去。

赵方际走到一棵枝叶茂盛的葡萄树前停下，抓住一枝葡萄树藤，

给王远征介绍着葡萄树的品种，以及引进、栽培、产量情况。

王远征看到架下结满的葡萄串，蹲下身子，一只手托起一串葡萄，

估摸着说：“这串葡萄成熟后我看1.5公斤没问题。”

“1.5公斤只多不少。”赵方际也用手托起，赞同司令员的估计。

两位秘书扶着葡萄藤一串一串地数起来。

王远征、赵方际像小孩一样高兴地配合秘书数起来。

王远征对自己的秘书说：“记下来，记下来！”

秘书打开笔记本，边数边记。

王远征、赵方际数完一棵便站起来，高兴地指点着，估着产量。

王远征：“这块条田有多少亩?”
“有200多亩吧。”赵方际估摸着回答道。

王远征抬头看着远方，若有所思地问：“老碱滩种了多少？”

“从简报上看他们种了1500亩！”赵方际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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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远征一听这么大的面积，担心以后的销售，怀疑地问：“1500
亩！葡萄卖给谁呀？”

赵方际怕司令员把这事推广到其他垦区，影响到自己垦区产业结

构的调整，于是说：“大部分向周边城市出售。据一方团长汇报，收入

还可以。职工积极性很高，但就是怕种植多了，产品又卖不掉。水果

这东西少了不够，多了犯愁。麻烦着呢！给司令员提个醒啊，不要给

其他垦区推广这东西。万一都种上了，到时候处理不掉，麻烦大着

呢！”赵方际一股脑的把好与坏的东西全给司令员倒了出来。

王远征一听，哈哈大笑起来：“好一个赵方际，就凭这一点，你就在

老碱滩干一辈子吧！小家子气，光想着自己啊！”

赵方际一时无语，右手抓住一枝葡萄树藤，也哈哈大笑起来。

赵方际身体微胖，一米七五的个头，浓眉大眼，方脸形，脸面白里

透红，算得上一个美男。约五十年龄，任师长前在某师当团长，团场农

业、工业样样成绩卓著，一个团场总产值五六个亿。调来垦区从副师

长做起，一干就五六年。说起来也是垦区的“老资格”了。经过几年的

副职磨炼，他对全垦区水系、工矿资源、各种农作物区系分布位置、农

业生产各环节技术，甚至各团场领导配置都了如指掌。这位从基层一

步一步走上来的“支边”军垦后代，平时对自己工作要求严格，凡事都

要问个为什么。只要是上级要求或者是党委统一部署的工作，他说干

就干，雷厉风行。他常说，“要干就干好，干不好倒不如不干或者干脆

不接受。免得既浪费人力又浪费财力，劳民伤财。”平时他对下级有句

口头禅：“看我怎么收拾你。”基层领导每每听到这句话，都吓得不得

了。他们知道，师长说一不二，他要收拾你，没二话。一个阶段性的工

作，没有好脸色给你看，除非阶段性的工作拿上前几名，这才对准你肩

膀一拳。好样的，继续干。

他们看完葡萄地，坐上小汽车，又行驶在田间公路上，继续向其他

条田行走，一块块玉米地忽闪而过。

过了玉米地，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棉田，小汽车在棉田地头停

下。王远征、赵方际随即下车。

俩人一前一后向棉田走去。棉花长势均匀，整齐，高度像被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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