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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棉娘子軍」每年秋季都會踏上征程。本報河南傳真

■陳先生夫婦在承包的棉
田裡。 本報河南傳真

■「曬棉花」是採棉其中一個
重要工序。 本報河南傳真

■■河南農婦在新疆河南農婦在新疆
彎腰採摘棉花彎腰採摘棉花。。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列車員為採棉工送上列車員為採棉工送上
開水開水。。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戴紅帽的採棉隊伍等戴紅帽的採棉隊伍等
待登車待登車。。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每年九月份，天山腳下，棉花盛開，廣袤的田地裡雪
白的棉朵映着藍天，讓人心明眼亮。在河南農村，

有十餘萬婦女會踏上奔赴新疆的征程，路途遙遠但不失
歡快，作為種莊稼的行家裡手，豐收總能帶給她們滿心
的充實和喜悅。家在河南許昌市鄢陵縣的張英即是其中
之一，今年9月份，她再次從老家鄢陵出發，這已經是她
連續10次踏上前往新疆的旅程。

列車顛簸三日夜 急躁又無力
按照往年的慣例，她隨同統一佩戴着紅色帽子的隊伍
來到許昌火車站踏上開往新疆的西行列車。對於她來
說，已經是第十次了。太熟悉了。張英想起10年前第一
次西行採摘棉花情景彷彿就在昨日……
沿途不斷變換的風景如幻燈一一在眼前晃過，平原、
黃土高原……美景迅疾被荒寂的戈壁灘湮沒。由於戈壁
灘上缺水，無法洗臉，再加上活動空間有限，她們開始
覺得渾身無力，心情也變得很急躁。而這種痛苦的感覺
在三天三夜旅程的後半段表現的尤為明顯。當她們終於
到達目的地，雙腳再次接觸到大地的時候，好長一段時

間裡都像是踩在海綿上。
剛開始的兩年，張英的兒女都在學校住校，家裡的十
畝地也交給了能幹的丈夫和現代化的機器。時值今日，
當年上學的女兒已經變成媽媽，本來張英準備在家照看
外孫女不打算去新疆採棉。採棉隊伍出發後，第一次
「掉隊」的她卻感到了少有的孤獨，竟鬼使神差地又一
次踏上了開往新疆的列車。

長期彎腰痛難忍 寧爬行採摘
張英到達的「戰場」位於新疆奎屯。綿延數千畝的棉花

地，每年的棉花搶收大戰都要持續好幾個月。其間，張英
每天能摘一百多公斤，棉花較輕，一百多公斤的棉花需要
她從天剛亮一直摘到天黑，採摘動作重複2萬多次。
為了節省時間，午餐都在地頭解決。這些棉花需要她

裝成包，穿過一眼望不到頭的田壟，一次次背到地頭過
磅。棉花體積巨大，十幾公斤的棉花包扛在肩上壓得人
抬不起頭。但是，背棉花過磅卻是她們比較期待的勞動
方式，因為這樣至少可以直立行走，舒展因一直彎着而
疼痛難忍的腰部。由於部分棉株較低，棉農們必須彎下

身子摘棉，一天下來，人人都累得腰
酸背痛。時間長了，腰痛得難以忍受
時，她們就在地上爬行着採摘。看到
漫無邊際讓人絕望的田壟，張英時時
會想到放棄，但一想起孩子、老人、家境，她又巴不得
採棉期不要結束，那就可以掙更多的錢了。

工資七年翻三倍 生病不休息
雖然工作比較辛苦，但當一天的工作結束，張英躺在

軟軟的運送棉花的車上返回時，她的心裡又是滿滿的。
在2007年，摘棉花的工錢還只有一公斤0.7元，現在已經
是原來的三倍還多，達到一公斤2.2元，一天摘一百公
斤，兩個多月下來能收穫萬餘元，這幾乎等於老家一季
莊稼的收入。幾個月的時間，竟是這些數字成了她堅持
下去的動力。
河南女人吃苦耐勞，工作認真，即使是生病也不肯休

息。她們摘的棉花質量高，很少帶雜質，棉株上也基本
沒有棉桃剩餘，從來不用返工。兩個月下來，新疆各地
的棉花都能如期入庫。

陳紀有曾經是一
名普通的河南農
民，家庭收入全靠
田地裡幾畝農作
物。十餘年前赴疆
採棉，陳紀有趕上
了不錯的發展機
遇，從少量土地起
步，最後成為專門
的土地承包戶，帶
領家人走上了致富
之路，像他這樣定
居新疆的河南人不
在少數。
2002年，他的一
雙兒女分別讀高中

和初中，生活比較拮据。為了讓家人過上好日
子，他和幾個老鄉踏上了開往新疆的火車。據
妻子楊愛蘭回憶道，當時賣了一隻山羊才湊夠
一張火車票的錢。陳家的孩子也只是從課本
上，才能了解新疆這個與自家有着千絲萬縷的
地方。
最初，陳紀有在棉花廠裡做工，或許是工作
太單調乏味，幾個月後他去了一家土地承包戶
做長工。他是地地道道的農民，為人忠厚老
實，做長工期間，對待田地裡大小事都一絲不
苟，莊稼在他手裡像是自己的寶貝。那一年，
地裡的棉花大豐收，加上物價不高，人力成本
又低，算下來種棉花的收益很是可觀。而且，
政府非常鼓勵土地承包，為承包戶修水渠、鑽
水井，各種扶持政策很詳盡，這些他看在眼裡
記在心裡。

初期成本低 每畝地年租僅400元
次年赴疆，陳紀有就開始四處打聽哪裡可以
承包到土地。最後他從一個老鄉手裡承包了40
畝地。不久，楊愛蘭也來到新疆。初到新疆
時，由於離家太遠，楊愛蘭說像是到了國外。
聽到當地學校升國旗時放的音樂是熟悉的國歌
時，她才意識到自己仍在國內。
到了2005年，每畝地的租金是每年400元，

棉花價格是每公斤6元左右，儘管價格不高，
但是成本投入也較低，採摘棉花的人工費是每
公斤0.5元，因此收益也不錯，每畝淨利可達
600元。就這樣陳紀有小試牛刀種植了三年。
隨着種植經驗不斷豐富，接下來的6年裡，
陳先生承包的土地越來越多，今年已經達到
200畝，根據往年的經驗，每畝棉花的淨利在
900元左右。其間，物價、地租和人工費都在
提升，以前60元一袋的化肥現在漲到80元，地
租也漲到每畝1200元，人工採摘費更是翻番到
每公斤2.2元，棉花的價格也相應提升最高達到
每公斤11元，每畝地可收籽棉300多斤。

每年8月至10月這段時間裡，河南鄉村正處於農
閒時期，夏糧已收，秋糧未熟，勞動力大量閒置。
而新疆則處於一年中最忙的季節，這兩個遠隔千里
的地域，正好具有勞動力互補的特點，這樣的摘棉
人流已經持續將近20年了。

暫居矮草棚 艱苦不抱怨
對河南的農民來說，利用農閒時間去遠方幹農

活，不讓自己的勞動力閒置又能在經濟上補貼家
用，已經是一種傳統。這些湧入新疆的河南農民，
還有一個醒目的特點：幾乎都是女人。於是，每年
摘棉花的季節，那些穿越茫茫戈壁西去的列車上，
就會出現女性人口遷徙的奇觀。這些河南女人大多
組隊出發，具有高度的組織性。

對河南安陽、開封、商丘、周口、駐馬店等地的
鄉村女人們來說，赴疆摘棉已經成為她們遠離家務
的特權，幾乎沒有人能夠阻擋她們遠行的腳步。她
們被組織起來，踏上鄭州鐵路局臨時加開的列車。
在早些年，這些列車行駛速度非常慢，沒有臥鋪，
票價也只有快車的一半，她們要在遙遠的路途中度
過60多個小時，現在時間已經縮短了將近一半。據
統計，在2013年8月至9月中上旬，在商丘火車站乘
車前往新疆地區的摘棉工每日在3000人左右，他們
將為豫東及周邊地區帶來7億元左右的收入。
到了棉花地裡，無論當地人還是外地人都是以棉花

為中心，生活條件幾乎被忽略。這些從河南來的被當
地人稱為拾花工的女人把低矮的草棚作為臨時居所，
床鋪是幾塊磚頭支着高低不平、長短不齊的木板搭成

的。雖然條件很簡陋，但是她們沒有抱怨。
無論多麼艱苦，都不能阻擋這些勤勞的婦女們西

去的熱情，她們像定時遷徙的候鳥，為新疆的發展
提供支援。

每年八九月份加開赴疆採棉專列，是鄭州
鐵路局常態性工作。據悉，每年加開赴疆採
棉專列的數量在20列左右，而鄭州鐵路局
為購票旅客提供的服務也在逐漸改善。
鄭州鐵路局在鄭州、商丘、寧陵、許昌、

新鄉加開了20趟採棉工專列，方便採棉工
出行。為服務進疆採棉工，鄭州鐵路局組織
300多名臨時乘務人員組建10個臨客班組，
擔當部分採棉工專列乘務任務。他們根據河
南人愛吃麵食的特點，餐車途中為採棉工準
備了撈麵、湯麵、蒸麵條等；同時，餐車盡
量降低飯菜價格，盒飯麵條都在5至10元左
右，保證採棉工吃好吃飽。
據悉，2014年新疆採棉工需求較往年有

所增加，鄭州鐵路局在轄區內的鄭州車
站、商丘車站等採棉工客流較為密集的車

站，設置了採棉工個人和團體票發售專用
窗口，實行24小時不間斷售票。對運能緊
張的車次，發揮異地聯程車票優勢，最大
限度滿足採棉工購票需求。相對於普通客
車，臨時客車的票價也便宜一半，從鄭州
到新疆僅152元。

他們像遷徙的候鳥，每年秋季沿着固定的路線往返；他們

又像勤勞的蜜蜂，翻飛在「花」的海洋，如同豫劇經典劇目

《花木蘭》中的唱詞：咱們的鞋和襪，還有衣和衫，千針萬

線可都是她們連……他們，就是每年秋季由河南遠赴新疆、

逾10萬人的採棉主力軍。香港文匯報記者早前穿行於這些

採棉人之中，試圖通過日常點滴，感受他們的家庭、生活、

工作，追尋這些人的足跡，還原給讀者一個真實赴疆採棉人

的悲喜苦樂…… ■香港文匯報 實習記者 靳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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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務西輸如候鳥遷徙

■■河南透過輸出採棉工河南透過輸出採棉工，，與新疆達至勞動力與新疆達至勞動力
互補互補。。圖為工人將棉花過秤圖為工人將棉花過秤。。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