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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周末》记者 戴蕾蕾

  9月，正是新疆红枣准备收获的季节。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三号风口处的阿日希村，

一位名叫李鹏的古稀老人正在做着收获前的各项

准备。

  他18岁参军，在新疆工作生活了50余年，做过当

地人口中“挺大”的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

区行署副专员。

  2009年，李鹏从厅级岗位上退休之后一直没闲

着，跑去和田地区策勒县的阿日希村，准备在沙漠边

缘种红枣。

  当时阿日希村的村民都觉得这个老人脑子进沙

子了，“倒上水都长不出庄稼的沙漠，能种红枣”？

  敢于挑战的李鹏不顾家人和亲朋好友的劝阻，一

头扎进沙漠。他推平沙丘，种上白杨，在国家脱贫攻坚

政策的扶持下，挖渠修路，种枣建厂……

  “13年，沙漠变良田，梦中红枣挂满枝头的景象成

了现实，最重要的是，阿日希村的兄弟姐妹们脱贫

了。”李鹏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奔走在脱贫攻坚道路上的李鹏先后获得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2022年中国老科协奖

“突出贡献奖”等多项荣誉。

卸甲归田去种枣

  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是为南疆。喀什、和田、阿

克苏地区以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四地州，是

全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

  这里，有望不到边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沙尘、洪

涝、干旱、冰霜……贫魔长期肆虐这片土地。

  李鹏种红枣的地方是和田地区策勒县阿日希村，

距乌鲁木齐1400多公里，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

三号风口，生活条件极度艰苦、干旱缺水、风沙肆虐，

曾被称为“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

  当地人有一首歌谣唱道，“一天二两土，白天不

够、晚上补”。

  有人问他，你退休后为什么不好好享受生活、安

度晚年，而跑到沙漠里治沙种树？

  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退休后干什

么是自己的选择。和田虽然风沙大，艰苦、贫穷、落后，

但和田人民祖祖辈辈都能在这里生存，难道我就不

行？我在这里追求的是能带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

  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跑到策勒县那样极度艰苦的

地方吃苦受累？

  他说：“我的原则是‘一去两不去’。要去最艰苦、

最急需改变贫困面貌的地方；凡是我任过职的地方不

去，凡是我同事和部下任主要领导的地方也不去，策

勒县就是最好的选择。”

  2009年，阿日希村全村有665户2461人，90%是贫困

户，全村3009亩土地，人多地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

2173元。

  通过和当地老百姓接触，李鹏发现当地自然环境

恶劣，如果没有就业机会，没有产业带动，很难脱贫，

要寻求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村里一年有260多天都是沙尘天气，植树治沙刻

不容缓。在沙漠边上种红枣树既能防风固沙、又有经

济效益，一举两得。”李鹏凭着这样的念头开始了他的

荒漠种枣计划。

  和田地区的绿洲面积仅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3.7%，策勒县的耕地更是弥足珍贵。为了不与农民争

地，李鹏选择垦荒沙丘。

  要治沙，先建防风林。

  随着一座座高达数米的沙丘被移走，李鹏在平整

过的沙地上挖渠、挖坑、栽树、浇水……种下一棵棵树

苗。一些老百姓听说李鹏要治沙种枣，很不理解，“我

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没见有人能在沙漠里种地

的，你这个外来人真是异想天开”。

  面对质疑，李鹏有思想准备，但真正干起来，确实

是困难重重。树苗栽种不到一个月，就被风沙埋了，他

只好反复试种分析，最终确定了先改良土壤后造林的

方案。

  尽管身患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和高血压，他仍坚

持拄着拐杖和老乡一起劳作，掌握试种数据。

  “我用了三年时间来打造防护林、改良土壤，而后

才开始种红枣。”李鹏说。

  他第一年打井、挖渠、试种防风树种，次年规模化

种植防风固沙树种，进一步改良土壤，第三年邀请专

家对种植条件进行综合评估、试种枣苗。

陋室精神座右铭

  到阿日希村的13年间，李鹏住的是农民家一间几

平方米的破旧房子，房间设施简朴，墙上贴满了他自

创的“陋室铭”。

  每当遇到困难，他就写一段话，一首小诗或一些

鼓励人心的句子，贴到墙上，激励自己。一张张已经发

黄的“陋室铭”，一段段朴实而有力量的话语，见证了

他不平凡的13年创业路，也记录了他面对困难的毅力

和耐力、谋划枣业发展的思考和他对民族群众的真挚

情感。

  垦荒沙漠的那三年，他一天三顿饭来回要走6公

里多的沙土路，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

  由于长期以来生活没有规律，久而久之，李鹏得

了胃病。

  有一次，他几天吃不下饭，连续呕吐，检查是胃黏

膜大面积严重脱落，几乎到了胃穿孔的程度。由于当

时地里太忙，没有时间住院，李鹏就一边吃药、一边带

病劳动。他在最难的时候连吃饭的钱都要精打细算，

连一瓶矿泉水都舍不得买，那段时间他不想见人，也

不愿意和别人联系，怕见了熟人不好意思。

  他在“陋室铭”里写道“做一个好人难，做成一件

事难，既要做一个好人，又要做成一件事就难上加难，

怎么办？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相比身体的劳累，更难的是缺钱。

  防风治沙耗资巨大，很快李鹏就把他和老伴的积

蓄用光了，只好向亲戚朋友们借钱。

  李鹏给记者看了他的一个账本。上面一笔笔记录

了借款人的名字、金额和日期。在等待防风林长成的

日子里，他把周边的朋友借了个遍。

  他自己时不时会翻看这个账本，上面的每一笔

钱，于他而言都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

  积蓄花光了，亲戚朋友借遍了，最艰难的时候，他

连买柴油的钱都拿不出来。最后，他把乌鲁木齐的房

子卖掉了。

  他鼓励自己并在“陋室铭”中写道“长跑就是长

跑，短跑就是短跑，千万不能把长跑当短跑”。

  他说：“在重重困难面前，也曾怀疑过自己的选

择，犹豫过，产生过打退堂鼓的思想，但‘要为新疆人

民多做好事’这句话始终记在我心间。”

  种下的小树苗成活了，一天天长大了，李鹏也在

人进沙退中渐渐摸清了沙漠的“脾性”。四年后防风林

终于长到了一人多高，他才播下了第一批枣树苗。

  枣园有了规模，银行给李鹏贷了款。

  李鹏告诉记者，自从自己到策勒植树、治沙、种枣

做产业，带领当地百姓脱贫致富，这十几年过程中，他

得到了很多惠民政策，比如退耕还林、乡村道路建设、

基地建设、贷款贴息等。

  他采取边干边投，滚雪球的方式，一块地一块地进

行开发。经过13年的滚动开发，种植杨树和枣树80万株。

  如今，李鹏的枣园设施完备，70余万株红枣树已

全部进入结果期，2000多亩沙丘成为“春有绿、夏有

花、秋有果”的生态型标准化红枣种植示范基地。

带领村民共致富

  “谁都没想到，枣树活了，枣又大又红，还特别

甜。”阿日希村村民买提萨依木·买提亚森见证了沙丘

变枣园的过程。

  看到李鹏“沙里生金”，不少村民前来学习红枣种

植技术，李鹏手把手地教村民们，毫无保留地将枣树

的修剪、嫁接、病虫害防治等技术传授给村民们。

  “虽然策勒在维吾尔语里是‘红枣’的意思，但当

年阿日希村还很贫困，村民基本上不懂什么红枣种植

技术，管理粗放，种植红枣效益差。如果没有科技帮

扶、没有产业带动，他们就很难脱贫，我非常想帮助他

们脱贫致富。”李鹏说。

  国际经验表明，当贫困人口数量占到总人口的

3%左右时，减贫就进入最艰苦的阶段。2017年的中国，

已经接近这个数字。

  2017年，一场聚焦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

在山西太原召开，会议确定“三区三州”，也就是西藏、

四省涉藏州县、南疆四地州、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

州、甘肃临夏州作为脱贫攻坚的重点。之后，《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

见》发布，要求全党上下再动员再部署，集中力量攻克

贫困的难中之难、坚中之坚。

  李鹏所在的和田地区是南疆四地州之一。

  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2018年12月，李鹏与阿日

希村签订《2019年脱贫攻坚战略合作协议书》，以产业

扶贫、就业扶贫、科技扶贫、资金扶贫为核心，助推阿

日希村全面脱贫。

  同时，李鹏依托自己的2000亩枣园，成立了策勒

县智慧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吸纳社员100人，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户83人，一般户5人、林果大户12人。83个贫

困户社员零出资入社，优先在公司就业，免费享受销

售平台、技术培训、优惠价加工、包装、冷藏保鲜等红

枣产品升级服务。

  李鹏以枣树的标准化种植为重点，围绕“如何实

现林果产业提质增效”充分依托科技开展系列技术攻

关研究，包括探索栽培最佳模式、高效节水营养诊断、

精准施肥、生物肥料、林果专用机械等关键技术实践

和研究，通过深入研究及多次实践，最终构建成了种

植标准化、水肥一体化、农业机械化、病虫害防治科学

化、产品溯源信息化“五化标准”的管理体系，建成“自

治区特色林果业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

  为达到扶贫先扶智，稳定脱贫，不返贫的目的，他

特别注重培训农民掌握红枣种植管理技术，使附近农

民尤其在公司就业的贫困户都能初步掌握红枣栽培、

灌溉、施肥、修剪、坐果、病虫害防治、全方位精细化管

理的红枣种植管理技术。

  李鹏还免费为贫困户提供培训机会，鼓励农户在

示范基地内边学边干边挣钱。

  如今，买提萨依木和妻子都在枣业基地务工，每

个月两人收入有5000多元。

  像买提萨依木一样，阿日希村大部分村民都在李

鹏的枣业基地务工，月收入2000元至6000元不等，13年

来，李鹏的枣业基地累计为当地解决就业20万人次。

  在李鹏的带领下，原本不懂红枣种植技术的当地

农民掌握了技术，不仅在公司务工，也自己种枣当老

板，尝到了发展红枣产业带来的甜头。

  现在村民的红枣亩产能达到350公斤以上，“策勒

红枣”也被列入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村人

均纯收入由2009年的2173元，增加到2020年的11950元，

超出全县人均水平千余元。

  阿日希村党支部书记麦提沙吾尔·胡达拜尔地

说：“李鹏来到阿日希村后，不仅植树造林防风治沙，

改善了环境，还通过雇村民在红枣示范基地打工，让

村民学会了红枣提质增效的技术，带动大家增收脱

贫，共同致富。”

  “我们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我要让更多兄弟姐

妹尝到种红枣的甜头，过上更好的日子。”李鹏对记

者说。

发展特色产业群

  枣园建起来了，但若一直停留在种红枣、产原枣、

卖统货的现状上，红枣产业发展是没有出路的。

  李鹏说：“红枣能不能持续种下去，红枣产业有没

有前途？我认为：一是优生区发展，非优生区淘汰；二

是科学种植，认真管理；三是种植、收购、加工、销售形

成完整产业链；四是产品多样，绿色健康，品质至上，

优质优价。”

  因此，李鹏又在精深加工项目上下功夫，积极筹

备项目资金，以实现红枣全产业链的目标。

  在新疆扶贫部门的支持下，2018年秋季，李鹏成

立的新疆沙漠枣业有限公司得到新疆中泰（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的资金支持，他在阿日希村建成了一座年

加工能力达6000吨的红枣加工厂。

  这是一座7500平方米食品初级加工厂，拥有3条

自动化清洗、烘干、分级生产线，5条自动化包装生

产线。

  按照李鹏的计划，加工厂对外采取代加工、代储

存、代销售的模式，帮助策勒县的枣农通过对红枣进

行筛选分级、清洗、包装等初加工，提升红枣的附

加值。

  时任策勒县林业局副局长吐尔洪·加帕说，策勒

县2019年有15.86万亩红枣，产量预计达2.9万吨，李鹏

的加工厂全力投产后能加工策勒县一半以上符合初

加工条件的红枣。

  “延伸产业链，才能让更多农民受益。”正如李鹏

所说，由他设立的新疆沙漠枣业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

集种植、加工、收购、包装、销售为一体的企业，除初级

加工厂外，还有保鲜库19座、暂存红枣场地2万平方

米，先后推出沙天红、阿日希等品牌的30种红枣精深

加工产品，涵盖初加工高品质原枣、鲜枣、熏枣、烘干

枣片系列产品，以及枣泥、枣浆、枣酱、冻干枣片、高品

质枣粉、早餐营养粉等精深加工产品，已带动形成区

域特色枣产业群。新疆沙漠枣业有限公司2018年还获

“自治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称号。

  “第一步，我要种树防风固沙。第二步，我要促进

林果业产业化、多元化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当地农户

卖枣难、卖通货的现状，带领大家伙儿脱贫致富。”李

鹏说，除了延长红枣加工产业链，还要对接网络销售

平台。

  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决战决胜之年，我国对未

摘帽的52个贫困县和1113个贫困村实施挂牌督战，其

中，“三区三州”占比近一半。

  中央和省对52个贫困县给予332亿元财政支持，

各省财政也对1113个贫困村重点倾斜。

  新疆和田地区两万名干部扎在一线，助力5个未摘

帽深度贫困县发展特色养殖业，开办现代农业产业园。

2020年，李鹏开始在直播间里销售阿日希村的红枣。

  2020年11月，包括策勒县在内的新疆最后10个贫

困县脱贫摘帽，这对李鹏来说是最大的激励。

  他告诉记者：“脱贫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要

带他们致富，带他们奔小康。”

  于是，他与国家科研机构和专家团队联系，解决

红枣精深加工问题。他又和陕西省北国枣业、江苏省

张家港市善岗村签订了合作协议，联合打造东西部跨

区域红枣产业链。

  他还一直想为策勒县山区百姓谋求一个新的经

济增长点，2022年邀请相关专家实地考察了山区的自

然条件，取得了第一手资料，共同认为在昆仑山海拔

2500米左右的高度，可以种出品质好、竞争力强的优

质苹果。为此，他到内地苹果主产区、优生区考察学

习，引进几万株苹果苗子，开始试种。

当民族团结模范

  在策勒县的人口中，98%以上是维吾尔族群众。这

些年来，李鹏致力于民族团结，他不仅投资为村里修

路、开渠、架桥；还无偿送给当地村民柴火、饲草和洋

葱；当村民家里有人生重病时，他还主动帮忙联系乌

鲁木齐医院治疗，并解决交通、食宿等费用。

  对于贫困家庭，李鹏还会给予特别的帮助。他主

动认了亲戚，这5个亲戚都是贫困户、困难户、低保户。

  一个亲戚突发心脏病去世，除了日常帮扶外，李

鹏还承担了其14岁小女儿凯丽比努尔和她姐姐迪丽

努尔的全部学习费用，使她们安心上学，没有后顾

之忧。

  一个叫雅克甫江·艾山的亲戚，父亲去世多年，他

患有严重肾衰竭，连续治疗花了几十万元。李鹏找了

两位朋友，一起资助了他15万元，并把他吸收为公司

员工。雅克甫江每周需要透析3次，不能到公司上班，

李鹏每月发给他500元基本生活费，又给他买了一台

电脑，让他在家里开网店，通过销售提成，增加收入。

  就读辽宁某大学的穆凯代斯，父亲是残疾人，母

亲得了癌症，家庭无力支撑她完成学业。李鹏知道后，

让她的父亲到公司就业，每月有3000元收入，并且承

担起她全部的上学费用直至大学毕业。

  2016年9月，策勒县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洪

水开始淹没村民的院落。李鹏明知道这个季节红枣地

是绝对不能进水的，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把洪水引到

自己的枣园，虽然造成红枣裂果、烂果、黑头，直接损

失100多万元，但村民的财产利益得到了保护。

  他自己投资修的路、修的渠一直与村民共用，还

无偿给村里修了两座小桥，送给老百姓7吨多洋葱、

1500多车柴火、2万多车饲草，解决了他们的生产生活

难题。

  2014年村民买买提敏·阿不都热伊木家里着火，

他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奋不顾身带领大家救火，火很

快被扑灭，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当时买买提敏的妻

子感动地说：“要不是李鹏及时赶到帮助我们救火，我

们的房子就烧光了！”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李鹏向策勒县

红十字会捐款15万元。7月，李鹏用获得“全国民族团

结模范”的2万元奖金，购买了山区贫困户10吨土豆，

全部送给了阿日希村的贫困户、残疾人。

  李鹏告诉记者：“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我作为一

名50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有责任、有义务为党分忧、为

群众解困。带领群众一起致富奔小康。”

  李鹏说：“自从在阿日希村安家落户以后，阿日希

村就是我的家。外出办事感觉是出门，事情办完了，就

急着快点回去。”

  回想起在阿日希村治沙种枣的这十几年，李鹏表

示无悔，唯独对不起家中的老父亲。

  李鹏是家里的独子，既不能舍弃扶贫济困事业，

又需要照顾年迈父亲的晚年生活，他就把90多岁的老

父亲从乌鲁木齐接到了阿日希村。

  他白天劳动、晚上陪着父亲，给他洗澡、洗衣服，

做他喜欢吃的老家饭。

  “即使是这样，这里的条件还是很艰苦的，乌鲁木

齐的条件比这里好得多。”李鹏说，他老家有一种规

矩，老人七八十岁就再也不能出远门了，怕死在外面，

如果发生这种事，会被别人笑话，戳脊梁骨，更何况是

从大城市到沙漠里。现在他回想起来都内疚、惭愧。

  但老父亲对李鹏说：“我在这里和你在一起，比在

哪里都好……”

  97岁，老父亲与世长辞。去世前他告诉李鹏：“你

是好样的，把我埋在这里，陪着你，看着你。”按照父亲

的遗愿，李鹏把父亲的遗骨安葬在自己坚守的这片沙

漠里。

  当地的百姓经常问李鹏：“你这么大年龄，从大城

市来到这里，植树、治沙、做产业，带领我们脱贫致富，

为了什么？”他说：“各民族都是兄弟姐妹、血脉相连的

一家人，你们困难，我有责任帮忙。”

  还有很多人问：“你也70多岁的人了，要干到什么

时候？”

  他回答：“我永远不离开这个地方，要把剩下的时

间和生命奉献给策勒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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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厅官李鹏：奔走在脱贫攻坚路上

  图为李鹏（左五）正在给村民们讲解红枣种植技术。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