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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序简单交代了一下达里湖。达里湖，汉语译为海一样大的湖。古称为达儿

海子，渔儿泺。湖中有岛屿，很多鸟类和鲫鱼、华子鱼在这里繁衍生息。第一句，“中

涵岛屿水平铺”，湖中有岛屿，平静的水面像铺在岛屿四周。形成海天一色。其实说

它是海也不为过。这里把人的视野放宽了。第二句，“绝妙禽鱼飞跃图”概括了达里

湖画卷一样的美丽。达里湖盛产的鲫鱼、瓦氏雅罗鱼天然生长，味道鲜美。每年春

秋季达里湖作为鸟类迁徙的驿站，大鸨、天鹅、蓑衣鹤、鸿雁等众多鸟类在这里聚集

觅食、繁衍生息。所以诗人用了“绝妙”二字把禽鱼铺展成一幅图画。接下来诗人笔

锋一转，“自古英雄勤远略”英雄的远见卓识、开疆破土，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为后人

留下宝贵的自然资源。我们才能够赏美景，品美味，享受美好生活。最后，诗人发出

这样的感叹——“至今留得大儿湖”。诗人意犹未尽，呼唤世人让达里湖青春永驻，

是每一个人的希冀和传承。

赏析： 红酒

达里湖泊即大儿湖，中有岛屿，为水禽聚集生

息之所。

中涵岛屿水平铺，

绝妙禽鱼飞跃图。

自古英雄勤远略，

到今留得大儿湖。

湖光漪滟
■民国王枢

水粉画 达理湖 李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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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泥土墙，大家并不陌生，过去,克什克腾旗农村随处可见，无论是修
房盖屋，还是筑圈搭棚，皆是泥土墙。用泥土墙建房，最大优点是，不但遮
风挡雨，而且冬暖夏凉。

建国初期，三区、四区、五区、七区、十区等区公所旧址全是地主遗留下
来的深宅大院，深宅大院全是泥土所筑。墙高体宽，防匪防盗，四周再筑起
炮楼，可为壁垒森严。在这些泥宅土院里，为了克旗人民的解放，武装工作
队，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与敌人斗争的历史画面。

古代，利用筑壕垒墙，划界分疆，抵御外敌早已有之。在克旗这样的土
墙建筑，最具代表性的有三处：一是建于公元1190——1200年的金界壕，全
长180多公里，墙宽2至14米，高度5至6米横亘在贡格尔草原，用于抵御外
来势力侵袭；二是位于达里诺尔西南约2公里处，元代1270年修筑，用来保
护应昌路城池的土围墙，东西长650米，南北长800米，墙厚度达2米多；三
是始建于清朝年间，位于芝瑞镇北部丘陵山区，用于保护协理府的土围墙，
高丈余，厚4米。这三处土围墙建筑虽然始建于年代不同，规格不同，但是
充分说明了用黄土做围墙在克什克腾旗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最近，笔者在新开地乡新开地村，发现大约始建于清代末期的一座土
围墙，东西长约１5０米，南北长约200米，墙底宽约１米，现存墙高度约3
米。

关于这座围墙，因地处偏远，知道这座土围墙的人不多。村里并没有
任何资料记载，据当地八十多岁的老人讲，自从记事起就有这座围墙，院里
住的是一户名叫张明久的大地主，里面有房子30多间。现在，围墙的西北
角上还竖有炮台遗址。当时用于站岗放哨，瞭望观察，防止土匪强盗打劫
掠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克旗城乡社会经济条件普遍落后，老百姓居
住的房舍都是用黄土泥垛起或板打的土墙框。也有用土坯垒墙建屋的，称
为坯套墙，砌垒起来虽简便，但由于墙体透风，冬季屋子里不像土垛的墙和
板打墙那样保暖，此法建房内外墙皮就要多抹两遍泥。

垛土墙的活很累人，民间有“坨坯打墙累死阎王”之说。土筑墙方法有
三种。一是把粘结性很好的黄土运到家中，卸成一条直线，然后把已经准
备好的麦秸和黄土搅拌均匀，往上面适当浇水浸土，再用二齿子和成泥。
垛墙用的土若浇水过多，垛起来的墙就会坍塌，含水量太少泥粘稠度不够，
还会出现干裂，土墙寿命不长，所以土和成泥至少还要放上一两天，才可以
使用。墙垛到一米多高，就要人工上去踩实，等过一段时间泥土基本凝固
了才可以一次次加高，墙垒的越高基础打得就需要越宽，这样才有很好的
稳定性；二是用板打墙，就是用两块木板支在打好的地基上，一边填浸好的
黄土，一边掺和穰秸然，再用石夯或石磙夯实，打一节，挪一次，循环往复。
三是坨坯垒墙。就是将黄土或胶泥土，拌上大量麦穰秸合成泥，在把泥放
进长方形木制坯模子里，上面用泥抹子抹平，拿出坯模子，形成长方形土
坯，在阳光下晒干，就可用来砌垒墙壁。土坯砌墙大多数都是用来建房，建
围墙很少有人使用。围墙建好后，有的人家还把墙面在抹上一层泥，冬天
能起到保暖作用。若顶上再加上一个比墙体宽一点的帽子，这样既可以防
止雨水冲刷墙体，又能延长土围墙的使用寿命。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被砖墙取代的土墙，已成为人们记忆中的
一道风景。

再见！泥土墙
■刘玉国

“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在种花家”。这是炎黄子孙挂在嘴边上的
话。这十四个字刻在了我们心中，热血沸腾。

华夏族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有着势不可挡的气魄。五千年前，黄
帝一声令下，涿鹿中原，与蚩尤部落激战；四千年前，周公吞吐威震四方；两
千年前，秦始皇统一六国；汉武远征大漠，屠匈奴，威名传万里；唐宗杀突
厥，雄霸天下。如今，五千年已经匆匆而去，西方的希腊没了，亚历山大没
了，罗马没了，埃及没了，巴比伦没了，亚述没了，波斯、阿拉伯都没了。欧
洲碎成了片，中东乱成了渣。而我们，依然坚定得矗立在世界的东方。正
所谓“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华夏族”这个词是无数华夏儿
女抛头颅，撒热血捍卫来的，那是我们心中的信仰，是我们永恒的希望，是
他们用勇气守护了这片土地。李纲曾说过：“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以
尺寸与人。”烈火燎原卷黄沙，壮士横刀又立马。堂堂男儿七尺躯，铮铮铁
骨护中华。

四十公斤，这是一包沙袋的重量。1998年长江决堤，子弟兵用肩膀扛
出一座山重的堤坝。五千米，这是一架直升机的可飞高度。2008年汶川灾
区，十五名空降兵不惧危险，惊天一跳，为四千六百一十六万灾区人民打开
了生命通道，让他们看到最后的希望。三千八百米，这是2019年4月山西森
林火灾火焰的高度。消防战士跋山涉水十五小时，到达现场后几乎虚脱，
心中祖国的安危给了他们无限动力，让他们继续向前。大风转向后，面对
二十个足球场面积大小的火海，他们没有退路。一千零五十度，这是珠海
油罐火灾火焰中心的温度。六十多个阀门，六千多转。他们逆行火场，徒
手完成。面对随时而来的二次爆炸，他们没有退路，面前是火魔，背后是祖
国的和平年代。中华有疆，守土有责；凌云壮志，壮我山河。

八十四岁，这是一位耄耋老人的年纪。2020年，一张广州南到武汉的
无座票，为了一千一百万疫区人民的生命。他深夜逆行。一亿六千万，这
是中国口罩一天的产量。全球防疫物资紧缺，中国企业刷新世界纪录，为
全球一半的口罩刻上“中国制造”。八十三个，这是中国援助国家的数量。
从亚细亚到欧罗巴，中国温度跨越山海，温暖了世界三分之一的国家。新
春前后，世界各国为中国加油；仅仅过了两个月，中国就开始为世界各国援
助防疫物资。这就是我们的祖国，全球“战疫”面前，亮出了中国气度。

五千年风雨，华夏儿女在每一次灾难面前都挺着脊梁。晴川阁下芳草
凄，黄鹤楼上烟雨茫。绵绵丝路携万邦，悠悠中华济天下。英雄守土卫国
家，朗朗乾坤耀中华。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在种花家。

来世还在种花家
■经棚二中 特日格勒

燕山余脉七老图山攀援内蒙古高

原就把自己的主峰大光顶子伫立在赤

峰北部，2067米的海拔高度成就了“赤

峰屋脊”。在这里，每天最早迎接初升

的太阳，享受第一缕温暖的阳光，也享

受着高原凛冽的季风。

“一年两场风，从春刮过夏，从秋

刮到冬。”当地人形象描述四季风的持

续和激情。

当有一天草原上的风变成了电，

百万千瓦的新动能风行天下，矩阵的

风车就旋转出了塞罕坝最时尚的乐

章。“朗诚瑞风”作为大家庭中的成员，

经过十年建设、五年发展，99台风机傲

然挺立于上头地风电场，成为蒙东地

区进驻冀北新能源市场的首家风电企

业。

田树忠，水利水电高级工程师、国

家二级水利工程建造师，是上头地风

电场的首批建设者。

他最难忘、最高兴的事儿，就是

2015年的12月24日一期33台风电机

组与冀北电网并网发电那天。

上头地与“赤峰屋脊”相距 20 公

里，海拔1560米，这里夏秋凉爽、景色

宜人，而到了冬春却是地冻天寒、风高

雪急。2005年克什克腾旗朗诚瑞风电

力发展有限公司成立，随即上头地风

电场进入前期工作，到2008年风电场

主体工程全面开工建设。

高原的春天来得晚。田树忠和伙

伴们来到上头地，正赶上几场大的降

雪过程，新的降雪加上冬季40多公分

的积雪，给前期工作带来了一个又一

个难题。

田树忠回忆：“最初只有三个人，

都是踏着几十公分的大雪，开车进行

野外踏勘、现场定点，最严重的时候把

我们的车，因为低温电瓶不充电都冻

死在山上，我们就得徒步往回走。”

零下四十度的低温，远远超出了

汽车电瓶的承受极限，而施工人员由

于居住条件简陋，不适应高原气候，感

冒成了新常态。

选址、征地、浇筑、吊装是风电厂

建设的几个重要节点。万事开头难，

征地和重装设备进场是地企关系的难

点和痛点。当时群众对发展新能源认

识不足，为了既得利益，阻工现象时有

发生。建设者们和当地群众面对面沟

通、心贴心交友，着重解决征占地家

庭、困难家庭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构建起了和谐的地企关系。十五年

来，公司持续开展脱贫攻坚、救助困难

学生、连续为114位高龄老人发放补贴

等，公益性支出累计金额达50多万元，

实打实扛起了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

高寒漫甸草原地质结构复杂，选

点和定点之间往往存在很大距离。这

就需要高超的技术水平和成熟的经

验。建设者们克服技术力量不足的实

际，在勘测、计算过程中倾其所能，为

每台风机找到理想的位置，发挥最大

的动能。

浇筑是风机基础建设的关键环节。风

机基础混凝土每个至少310立方米，重

量为775吨，遇有地质条件差的，需要

换填的基础，混凝土可达910立方米。

重量 2275 吨。加上 10 吨法兰盘的重

量，是地基中的巨无霸。混凝土浇筑

必须一气呵成。为了在规定时间完成

风机底座的浇铸，施工人员克服雷雨

天、运输距离等方方面面的困难，经常

通宵达旦赶工期。

遇到下雨天，浇筑的仓面要随时

清理，混凝土罐车因为路滑到不了指

定位置，这些问题都要提前设计安排

好，如果出一点纰漏，就会给公司造成

重大损失。

108个螺栓在一个水平面上，误差

不能大于3毫米，这是安装基础环、法

兰盘的基本要求，施工人员拿出绣花

功夫，为顺利吊装铺平道路。为了高

质量完成吊装任务，工人们早晨踏着

星光上山、晚上趁着月光回家，冬季零

下40多度的严寒也不休息，连续奋战

两年，完成了99台风机的吊装任务。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

守四方。”2015年瑞风人跑出了建设期

的加速度。公司五月份开工，到12月

末短短七个月的时间就交出了让人瞠

目的答卷。完成上头地风电场连接冀

北电网220千伏输电线路51.1公里；在

18984㎡的场区分别建设了 220KV 升

压站、4层综合办公楼和机修车间，总

建筑面积6630㎡；完成两条35KV集电

线路16.4公里；完成33台风机吊装；

2015年12月24日，一期33台风机

并网发电，将电流传送到京津冀地

区。瑞风人快马加鞭、乘胜进军，到

2016 年 11 月，二期 66 台风机并网发

电。至此，克什克腾旗朗诚瑞风电力

发展有限公司完成上头地风电场建

设，进入全面发展阶段。

“安全是企业最大的效益，安全是

员工最大的福利。”公司始终把安全管

理贯穿建设发展全过程，一以贯之，一

贯到底。

在检修过生中，检修人员经常面

对三十米的高度和三十以上的低温进

行检修。机舱内的滑环、继电器、充电

器等易耗品要经常更换。日常维修、

半年检修、全年大修对设备常年不间

断进行体检，为安全运行提供了可靠

保障，自2015年运行至今，设备可利用

率始终保持最高水平，达到 99.81%。

实现了建设运行5485天无事故。

企业的团队精神、凝聚力是企业

发展的未来。公司管理从细微处着

手，把企业前景与个人理想紧密融合

在一起，充分发挥党支部、工会、共青

团的职能作用，实行“管理制度化，行

为规范化，行动军事化。”通过“三化”

协同，约束员工的行为养成、行业规

范、职业操守，通过强化培训、操练、考

核措施，提升员工的职业技能，培树全

体员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

风电场是一个温馨的家。38名员

工聚集在这里，闲暇之余，打乒乓球、

下棋、读书、种植菜园、侍弄花草......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工作生活状

态提升了公司的凝聚力、向心力。

阳光普照惠动能，瑞风和畅行天

下，赤诚勤勉、拼搏进取的瑞风人借力

新能源发展的强劲东风，唱出了高原

季风优美的节奏，正一步步走向辉煌

的明天！

瑞 风 和 畅 行 天 下
——克什克腾旗朗诚瑞风电力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发展纪实

■原国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