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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克什克腾旗，像绿色的立体
挂毯。在经棚镇红星村广太河村民组
的山坡上，一辆“古怪”农用机械正在
这里作业。它长得像中型拖拉机，却
有着一般拖拉机没有的功能。它时而
冲向四十多度的坡顶，时而缓缓徐行，
在它的身后，是一拉溜整齐的树坑。

这是什么机械？正在操纵机械的
一位干瘦的小老头儿从车上下来，他
一边擦汗一边兴奋地告诉记者：“这叫
车钻一体升降式山地打坑机，国家专
利产品，内蒙古第一台呢！”

这个满脸带着成功喜悦的人叫孙
怀亮，是这台机械的发明者。然而，一
说起这台机械的研发过程，孙怀亮的
老伴儿却满眼含泪地告诉我们：“他是
个败家爷们……”

1984 年的初夏，家住在芝瑞镇兴
华村头道沟村民组的孙怀亮望着眼前
的大山发了半天呆，他一边揉着发肿
的脚脖子一边情绪低落地想：这些大
山要是靠人工挖树坑，啥时是个头
呢？要是有一种能挖坑的机械就好
了。可是，研制机械需要钱，钱从哪儿
来呢？

摸摸空空的口袋，“一根筋”的孙
怀亮准备了四年。2002 年的春天，孙
怀亮靠多方积攒材料、经历了无数的
不眠之夜终于研发出的第一代挖坑
机。这一发明，不仅引起了村民的反
响，也引起了克旗华盛农牧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的关注，公司主动与孙怀亮
签订了《关于共同研制植树刨坑机合
同书》，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共
同研发。

第一台植树刨坑机出山了。孙怀
亮亲自操作，看着身后每分钟刨出的
三四个方坑，他笑了。笑着笑着，他的
脸僵硬在那里，令人尴尬的情况出现
了：这台机械只能在平地里运行，上不
了山。可植树的地方绝大部分在山
上，上不了山的挖坑机给谁挖坑？

就这样，孙怀亮“自废武功”，把第
一代刨坑机炼了铁，和农机制造公司
的合作自然也就中止了。

“这是他第一次败家。”孙怀亮的
老伴泪眼婆娑地告诉给我们。

又是几年过去了，山地挖坑机是
孙怀亮心里的一个解不开的结，困扰
他的最大障碍仍然是研发资金问题。
家庭条件本来就很不好的他，一边开
电焊修理部，一边到处寻找可利用的
废弃材料，进行第二代山地挖坑机的

研发。
搭进了十年电焊赚的钱，用尽十

年积累的废弃材料，孙怀亮的第二代
山地挖坑机终于“对付”出来了。这次
的改进可谓不小，孙怀亮把方坑改成
了圆坑，把固定的四轮变成了可独立
升降的四轮，机械也能“上山入地”
了。可是，问题又出来了，这种机械制
作材料粗糙、形体偏小，仍不能满足大
规模的山地作业和其他用途。

“第二次败家后，我家的生活已经
全砸进去了。”孙怀亮的老伴儿这时眼
泪已经下来了。

可倔强的孙怀亮没有止步，他决
定进行第三代山地挖坑机的全新改
革。这个倔强的汉子开始张嘴向亲朋
好友借钱，把借来的钱全部投入到机
械的研发上，开启了举债研发之路。

经过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他拓
展了第三代山地挖坑机的功能，使它
不仅能挖坑，还能围封拉网、带链翻
地、整理梯田，进一步向多功能、便利
式、实用型靠拢。

在广太河村民组的山坡上，孙怀

亮向我们演示了这个山地挖坑机的功
能。它属拖拉机式车钻一体机，车身
能够单边、单轮前后分别升降，适用于
平原、丘陵42度以下坡度的山坡地挖
坑、植树、开沟、翻地、收割等作业。该
机械设计新颖独特，使用灵活，结构合
理，性能稳定，年作业质量好、效率高，
得到了用户的认可。

据孙怀亮介绍，这个机械每小时
挖坑不低于240个，最高时可达到每小
时 360 个，按每天 8 小时计算，一天可
挖坑 1920 至 2780 个，是人工的 60 多
倍。它可以用于田间地头，道路两侧
绿化，草场围封挖坑等作业，极大地提
高机械化植树造林效率，又能保证苗
木的栽植质量，保证成活率，是退耕还
林、公路两侧绿化、草场围封、大面积
人工造林挖坑的好帮手。

无疑，这种车钻一体升降式山坡
地打坑机成功了。2015 年，孙怀亮向
国家专利局申报了国家发明专利；
2017年6月，国家专利局对他的发明专
利进行了实质审查；2019年3月19日，
孙怀亮取得了发明专利证书。

望着眼前国家知识产权局通红的
大印，孙怀亮和老伴儿都哭了。他们
十七八年的心血没有白流，他们的成
果总算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可是，一想到还有近十万元的外
债，他们的心又黯淡起来。要想把专
利变成效益，要想把发明带给更多的
山村，路还很长。一个默默无闻的农
民，想让更多的生产厂家知道他的发
明，太难了！大家都知道，一项专利如
果不马上变成生产力，发明人的心血
经过岁月的磨砺将被遗忘。

孙怀亮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就
凭着自己从不同渠道得来的信息，给
农机生产厂家打电话。记者在采访中
获悉，目前已有山东、河北和广东有厂
家给予了回应。但是，孙怀亮搞研究
还行，真要让他把专利推销出去，却有
很大的难度，知识、信息和人脉都是他

“变现”的瓶颈。
目前，孙怀亮租住在经棚镇农村

的一个院子里，家徒四壁的他，希望靠
社会的力量让他的发明能为乡村振兴
做出贡献，能让他的家境有所好转。

孙怀亮 倾家发明山地打坑机
■高子民

铁蹄马是
蒙古马的一
种 ，因 蹄 质
坚 硬 而 得
名 ，传 说 曾
是成吉思汗
禁卫军的专
用 马 匹 ，和
乌 珠 穆 沁
马 、上 都 河
马并称蒙古
马的三大名
马。铁蹄马
尤以百岔铁
蹄马最负盛
名，素有“千
里疾风万里
霞 ，追 不 上
百 岔 铁 蹄
马 ”一 说 。
带着诸多疑
惑和些许的
兴 奋 ，踏 上
了追寻百岔
铁蹄马的行
程。

克什克腾旗芝瑞镇是百岔铁蹄马
的故乡，在芝瑞镇政府，负责宣传工作
的同志和我们聊起了铁蹄马，并受赠

《圣洁的故乡》一书，书中《铁蹄马》一
章有这样的描述：传说铁蹄马是三国
时代赤兔马的后代，是百岔川老爷庙
供奉的赤兔马繁衍下的神马。铁蹄马
个头比不上乌克兰的顿河马，阿拉伯
马或者日本洋马，但论骑乘速度，关于
快走的铁蹄马不用钉马掌，在崎岖的
山石路上“踏踏”奔驰，踢得山石蹦飞，
火星乱爆，一去几十里不松劲，持久力
极强。另外还听到这样的信息：在解
放战争时期，百岔川当地的大土匪头
子白金辉，穷凶极恶，残忍地杀害我军
政干部，部队和地方武装早欲除之。
一次得到可靠情报，白匪落脚在白岔
的一个小山村里，我武装部队包围了
这个村庄，警觉的白匪凭借胯下的铁
蹄马，走山沟，越河汊，竟有惊无险的
得以逃脱。

为了掌握百岔铁蹄马更真实的资
料，我们采访了芝瑞镇上柜村梅林营
子组的孙怀早老人，老人已83岁高龄，
放了32年的马，他眼里的铁蹄马是这
样的：个矮、蹄圆、善走、难驯服、有野

性，毛色多以红色、青色为主，蹄如墨
玉，特别坚硬。老人讲起当年放马的
情形，眉飞色舞：“我那时骑得‘杆子马
’是上等的铁蹄马，脖子一弯，尖耳朵
一竖，身子煞地，和箭似的！”当问起现
在还有无铁蹄马时，老人眼里透着失
望，他缓缓的说：“有也不多了，头几年
有个叫朱四合的卖了一匹。”于是我们
又找到朱四合，他说：“那是2009年的
时候，一个叫哈斯的巴彦高勒蒙古牧
人买走了他的马，是用5000元的高价
买走的”听了朱四合的话，我们心里多
少有些安慰，毕竟有人开始重视百岔
铁蹄马了。

在芝瑞镇马架子村，有个叫王东
的村民为我们提供了两则历史故事：
在民国时期，马架子地界有一个警察
署，警察署长鲍玉林的坐骑就是一匹
百岔铁蹄马，他骑马到经棚开会，一天
能打一个来回，去多伦县当天到，能见
到两头的日头。在人民公社时期，马
架子大队书记刘振轩
骑 的 那 匹 百 岔 铁 蹄
马，绰号“料墩子”，由
于 当 时 乡 下 全 是 土
路，“料墩子”跑起来

一股烟，老百姓看到路上一溜尘烟，就
知道刘书记来了。

马架子村部落组78岁的郝金瑞老
人是铁蹄马的见证者，他说，80年代马
架子村有600多匹铁蹄马，每当大马群
走过，声如洪雷，气势十分壮观。老人
还记得，1954年，内蒙从马架子选中一
匹红色的铁蹄马种马，要求地方把马
送到赤峰，并附带该马的生活习性等
详尽书面材料，这个任务就是郝金瑞
完成的。郝金瑞年轻时视马如命，他
有一匹铁蹄马被当时驻扎在平庄的86
部队的一个敖姓营长用一匹军马换
走，他出于对军队的热爱，对军人的敬
佩，舍爱相换，至今，还能梦到那匹马。

百岔铁蹄马现已频临灭绝，仅存
的数目极少，且已严重退化，保护这一
物种是刻不容缓的社会责任，希望更
多的人关注铁蹄马，保护铁蹄马，我们
渴望，还能再次见到百岔铁蹄马昔日
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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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什克腾旗经棚镇，有几处古建筑，如庆宁寺、清真寺、关帝庙，经棚庙，老

头塔、白塔，有几处保存完好，有的则荡然无存，只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过去人们常将出家人的道场称为“寺庙”，实际上寺和庙是两个概念；而且

“寺”和“庙”最早也并非宗教建筑场所。“寺”是古代朝廷里的办事机构，直属皇

帝管辖，相当于现在的一级单位，如大理寺，大长寺等。后来佛教、伊斯兰教传

入我国后分别成了宗教场所。“庙”则是旧时奉杞祖先、神佛的地方，通俗地说，

庙是供奉鬼神的，唐宋之后，随着祖姓的兴起，各地也纷纷建立家庙（即祠堂），

所谓“修其祖庙、教以人伦”。另外，历史上有一些才德的人被神话，人们立庙或

建塔奉杞，如关帝庙，越王庙等，由于迷信，人们又建造了龙王庙、土地庙等，经

棚河东有庙子沟，有一小龙王庙，东山根曾建有一个小蛇王庙。

在经棚的灯棚街的西端，也就是当年的一街一个大院，曾有一座非常宏伟

的白塔，有点元代建筑的风格，住在这个大院的蒙汉回几个民族的家庭，和睦相

处，事业都很发达，这座白塔曾有许多美丽的传说，60年代初，由马达先生写了

一个故事，发表于《昭乌达报》上。

经棚白塔建筑设计新颖，像一个宝葫芦，又像一位白发银须的可敬老人站

在那里。

传说，在许多年前，这院里住着一位从山东“闯关东”来的白姓回族家人，这

白姓主人家为人善良，乐善好施，又会武术，专门在经棚打烧饼为生，业余教人

武术，人称“烧饼白”。有一年除夕，街上来了位拉骆驼的老人，走了很远的路

程，又饥又渴，累得实在走不动了，想在此找个宿，弄点饭吃，那时的天气是奇冷

无比，又刮着白毛风，他走了几家门口，没有一家收留，敲到“烧饼白”家门时，看

到门外老人又冷又饿的样子，几乎已站立不住，“烧饼白”立刻上前扶起冻倒在

门前的老人，把老人扶到家里，沏上热茶，煮上热面条，把过年用的饭菜也端上

来一些。按回族风俗，在春节时刻是不允许其它民族客人留宿吃饭的，但心地

善良的白家人像对待本族客人一样留下了这位老人，给他安排了非常好的住宿

条件，这位拉骆驼的老人十分感动。

第二天早上，“烧饼白”准备了洗脸水，丰盛的早餐，准备让拉骆驼的老人和

他们全家一起过春节，谁知到屋里和院里一看，老人和骆驼都不见了，屋里放着

一个牛皮口袋。他打开一看，吓了一大跳，口袋里装满了白花花的银子，“烧饼

白”又惊又喜又担忧着，他想这一定是老人家走的急忘了拿了，他赶紧让儿子去

追赶老人，因为这可是老人一家的救命钱啊，他儿子跑了几条街也来，也未见老

人的踪影，“烧饼白”只好把口袋封好等拉骆驼的老人回来拿。

过了一年半载，拉骆驼的老人仍未归来，“烧饼白”取出一些银子，在院子里

修了一个白塔，把其余的银子全部放在白塔里，等待着老人回来拿走，年复一

年，白塔仍在，而老人没有归来。这座白塔“文革”时被拆毁。

白家人辈辈传承好家风，人丁兴旺，白官禄老先生后来开了“白家饭店”，经

常资助贫困家庭，出资维修经棚清真寺，帮助回族“无常人”砌坟，教孩子们学武

术，参加各级武术比赛，白塔的建立就和白家相连在一起。

白家的后人们有的从政、从军、从教、从医、多才多艺、助人为乐，给人们留

下永久的念想。

经棚白塔的建筑没有具体的史料，只是美好的传说，写此文，纪念第一次写

经棚白塔的著名回族诗人马达先生，纪念我敬重的老朋友白树阁，白树德，白树

田，白树彦等，让

美丽的传说永远

留在家乡人的记

忆之中。

经棚白塔的故事
■马守喜

时下，在我旗如火如荼进行的脱贫攻坚战中，除了扎根基层、主动

担当的帮扶干部之外，还涌现出了一批立志立智、奋发进取的脱贫户。

达来诺日镇贫困残疾人温志永就是这样一个人。

当记者来到温志永家时已是傍晚七点多，只见他正站在门口借着

微弱的夕阳光线读书。在温志永家的茶几上，厚厚的垒了好几层书，他

告诉记者，这些书都是各级关心他的领导捐赠给他的。说起自治区驻

克旗脱贫攻坚总队长塔娜书记赠送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唐诗三百

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等书籍。

“我把毛泽东的诗词已经基本上全部背下来了，就是那个《唐诗三

百首》里最长的几首我也背下来了，《琵琶行》、《长恨歌》、《春江花月

夜》、《蜀道难》等。”温志永说。

看着眼前这个乐观的汉子，让人难以相信从小患病肢体二级残疾

的他经历过那么多健全人无法想象的人间疾苦。由于身体残疾不能从

事重体力劳动，多年来温志永一边到处打工一边照顾体弱多病的老母

亲，生活一度十分困难。然而身体的病痛和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摧毁他

的意志，他始终保持对学习的热情，自学完成了高中语文和其他感兴趣

的书籍的阅读。2019 年旗委宣传部在全旗部署登陆“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以来，温志永如获至宝，他每天都坚持学习浏览。尤其是“学习强国”

推出挑战答题以来，温志永马上喜欢上了挑战答题，最长一次通关 1077

道，直到系统显示无题为止。温志永在“学习强国”挑战答题通关信息

被发布后，在社区、达来诺日镇、克什克腾旗的微信群迅速传播开来，温

志永瞬间成为微信圈里的“红人”、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学习强

国”平台学习的榜样。

2019年12月自治区驻克旗脱贫攻坚总队长塔娜书记专程来到温志

永家进行慰问，关切的询问他还有什么困难和理想，温志永表示自己虽

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五保户，但是现在“两不愁、三保障”已经解决了，

就是想实现大学梦和就业梦。塔娜书记回去后寄来了《毛泽东诗词鉴

赏》等四本书籍，还联系旗残联和镇领导给他安排了社区残协委员的公

益岗位工作，使他有了固定的工作和收入；联系自治区残联和内蒙古电

视大学为他提供参加函授大专学历教育学习机会，3 年 6000 多元的学

费将由自治区残联给予补贴，让他实现自己的大学梦。

温志永表示自己本身就是残疾人，能为残疾人服务是自己的光荣，

要有一份光发一分热为残疾人群众做好服务。要用自己的学习精神去

感染更多的人特别是残疾人热爱学习，通过学习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温志永让读书奠基脱贫的力量
■顾俊峰

张兴红是万合永镇扶贫办副主任,
由于万合永镇 12 个村 148 个村民组，
面积大、贫困人口多，村情户情各不
同，因此自2015年12月接管扶贫工作
以来她就开启了“白加黑”、“五加二”
的工作模式。

勤于研究，在业务工作上“精指
导”。

她经常抱着文件钻研业务，将上
级政策和万合永镇实际相结合，对驻
村干部进行精细指导，让每位干部把
政策吃透把准，更好更准确地开展工
作。在工作中她协同各包片领导、驻
村干部、扶贫工作组，逐村摸清底子、
逐户研究调查，摸底核算，经过长时间
的调查、研究、数字比对，最终做到了
建档立卡底数清、精准识别问题清、项
目落实人头清、帮扶措施到位清、脱贫
成效清、到户政策清的“六清”。通过
参照文件，对照流程，结合实际，悉心
研究，按照时间节点，为全镇精准脱贫
工作做到了镇村户有档案、有问题整
改台账、有项目资金清单、有产业发展
规划、有全面的帮扶措施、有脱贫时限

的“六有”。为全镇整体脱贫奠定了精
准、清晰的基础。

她经常坐到农家炕头，深入到田
间地头，面对面、心贴心与百姓唠家
常，和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研究帮
扶措施和发展思路。通过不断学习、
不断走访、不断总结，开展业务时她始
终做到了思想上、行动上、政治上与党
委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她还把理论学
习、工作实践和万合永镇实际结合起
来，做成课件向群众解读脱贫攻坚政
策、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同志关于
脱贫攻坚系列讲话精神和自治区、市、
旗扶贫工作会议精神，引导干部群众
着眼发展长远，激发和增强群众立足
实际，增强勤劳致富的信心，依托好政
策、抓住好机遇，实现自主脱贫，为镇
村干部和驻村工作工作队找到了工作
方向。

立足工作实际，创新发展求实效。
在建档立卡和大数据信息采集录

入工作中，为了让识别结果和信息更
加准确，她通过认真研究操作数据采
集系统来查找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

题，通过“微信、QQ平台、集中培训、电
话指导”高强度集中指导和一对一辅
导相结合，最后通过查询比对再完善
的工作方法，全镇在建档立卡扶贫开
发信息录入工作始终走在全旗前列，
高质量率先完成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工
作，使全镇信息平台建设精准指数达
到98%以上，致贫原因、帮扶措施和脱
贫指标实现紧密衔接，机帐一致达到
100%。在扶贫资产管理工作中，她通
过反复摸索，制定了扶贫资金先和上
级核对准确，再下发到村核查逐项登
记建立台账，然后返到镇里进行数据
再比对，无误后再确认的工作方法。
这样为每一户贫困户建立起来的扶贫
台账，清晰明了，记录了自进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以来所有的帮扶措施和落实
情况，让群众认可，干部心中有数。

一如既往，成就人生最美的风景。
她用心用情做扶贫政策的“宣传

员”、致贫原因的“分析员”，精准扶贫
的“联络员”“服务员”。她把 10 月 17

“扶贫日”和扶贫政策“赶大集”、走村
入户当作最好的宣传阵地，她坚信扶

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通过强化宣传
引导，入户落实项目，组织贫困户参加
培训，把党的政策传递到每个村组，每
个家庭，耐心教育广大党员群众如何
正确认识精准扶贫，解释群众对扶贫
工作中的误解和不理解，告诫“精准扶
贫不是养懒汉，扶贫不是光发钱”，营
造勤劳致富光荣，等靠要可耻的氛围。

作为扶贫人，“加班、熬夜、天天下
乡”是工作写照，尽管苦、尽管累，但她
依然全身心坚守。2018年全镇7个贫
困 村 销 号 ，2019 年 全 镇 1374 户
2731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1348 户
2679人，未脱贫26户 52人，实现脱贫
率98 %，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2 %。一
串串简单的数字，她曾付出了多少汗
水！

“4 年多的扶贫工作虽然很辛苦，
但是看到在政策的帮助下，我镇贫困
人口在不断减少，我心里真的很欣慰，
这应该是我最有意义的一段工作经
历！”。这才是对多年扶贫工作坚守的
最好诠释，才是人生旅途中最美的风
景。

情系扶贫的巾帼标兵张兴红
■ 王凤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