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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出发，沿省际
通道西行 30 多公里，便到了浩来呼热
苏木布礅山嘎查所辖境内，再行 25 公
里左转向东南，便是另一条旅游公路，6
公里的路程就从沙地疏林跌进了密林
峡谷，景色也别有洞天了。这是嘎查的
命脉所在，七个独贵龙，146户人家358
人就分布在峡谷之上、沟河岸边280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

站在峡谷之巅，如同站在峭壁边，
往后看，是连绵不断、起起伏伏的浑善
达克沙地，往前，我们只能俯瞰了，而这
种俯瞰一定会带着惊愕和震撼的。任
谁也无法想象，在近乎平坦的沙地上，
怎么会无端裂开一道深“沟”？顺着

“沟”的方向西看，是一弯碧水，往东，则
是一条流淌在“沟”底的大河。

大河就是西拉沐沦河，又称西辽
河、潢水，“沟”就是西拉沐沦河形成的
大峡谷、一弯碧水是建在大河上游的响
水电站水库，逆流而上就是西辽河的源
头——源水头。

水库的景色“这边独好”，峡谷两边
的平峦像两个奔跑着的恋人，马上就要
在这里伸手拥抱了，然而，却被这条奔
流而下的大河隔断，他们只能牛郎织女
般隔河相望……水库的拦河大坝就横
亘在峡谷的隘口，这如同是为完成这对
恋人夙愿而搭建的鹊桥。

大坝的建成，峡谷中出了平湖，往
日奔腾的急流安稳下来。湖岸两边的
山峦树木，有的淹没在湖水中，有的矗
立在湖岸上，偶有微风吹起，碧水荡起
涟漪，倒映在湖面上的山峦绿树就轻轻
摇晃，偶有鱼儿跃出水面，便在涟漪中
荡起新的涟漪，折射的水影像奇妙的哈
哈镜……此情此景，既有南方水乡的缠
绵柔情，又有高原平湖的粗犷奔放。

然而，在没建电站之前，这里的地
势险峻，谷深水急，河道蜿蜒，古树参
天，九曲回绕；忽一处峭壁凌空生出，高
数丈，奔腾的河水从崖上扑身而下，似
玉带低垂，白雾升腾中，透过阳光的缝
隙，五光十色的彩虹时隐时现，水落谷
底时，溅出雷霆般的轰鸣，其势如万马
奔腾，更如沙场上紧擂的战鼓，整个峡
谷都在震颤，几公里外都能听见。响水
之名由此而得。如今，响水之音虽无，
但响水之名更响，这是大自然和人类共
同打造的美妙景色。

类似这样的电站，在峡谷里就有六
座……

行止谷底，便是电站的出口处，再
看，河道突然变窄，但地势平缓，约三五
米宽的河面水深而碧绿。旅游公司看
准商机，在这段黄金河道上建了漂流项
目。而漂流的出口处往下，三五米宽的
水面突然变成三五十米，河水散漫开
来，均匀舒缓把细沙绵绵的河床流淌成

波浪状。细沙不含泥土，河水倒映着两
岸青山，河边的白桦、云杉，河柳、叫不
出名的花草，还有稀有的树种杜松随风
伫立……河流绵延到那里，两岸青山相
衬托的景色就延伸到那里。这就是西
拉沐沦大峡谷的中心地段了。

每到夏季，峡谷便热闹起来。漂流
完的游客意犹未尽，他们驾着车，沿着
河边公路下行，于是，公路两侧就停满
了各色车辆。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男
有女，有老人有孩子。大人们穿着泳
衣，孩子们穿着短裤，光着脚拿着各式

“武器”，他们先是三五成群的下河淌
水，后是三五人与三五人的嬉闹，再后
来，是三五十人与三五十人的对“打”，
水瓢、水枪等各种“武器”的性能都发挥
到了极致。认识的、不认识的、山南的、
海北的、男女老幼“混战”在一起，于是，
河面上升起了片片水雾，道道彩虹。他
们从河里“打”到岸上，又从岸上“打”到
河里，他们赤着脚拿着“武器”无所顾忌
的在河岸间追逐奔跑，因为大家都知
道，这里没有毒蛇的威胁，更没有石块
硌脚。五湖四海的人交融在峡谷的河
水里，欢乐之声响遍峡谷。短暂的邂
逅，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友谊……

公路随河流峡谷蜿蜒而下，左岸是
稀疏的树木缀连起的草地，右岸山坡是
浓密的树林和丛生的灌木。然而，这绝
好的天然牧场，沿途竟看不到一只散放
的牛羊，却经常看到横穿公路去河里饮
水的野猪和狍子。

公路沿线建有几处固定的烧烤点
和垃圾点，旅游旺季，烧烤点容纳不下，
游客们就在路边河边野餐，太阳快要落
山时，游客散尽，公路上便出现了三五
辆走走停停的电动三轮车，下车的人沿
路边河边捡拾游客遗弃的垃圾，第二
天，峡谷的环境清洁如初。这是布墩山
嘎查为保护峡谷的生态环境采取的必
要措施。

从响水到布墩山嘎查所在的康营
子组约 14 公里，这是辽水上游的第一
个村落，也是西拉沐沦大峡谷的黄金地
段。这个村处在三河交汇处，算是布礅
山嘎查的“三角洲”了。村后是奔流不
息的西拉沐沦河，村前沙里漠河、萨岭
河作为西拉沐沦河的源头支流斜逸而
出、奔流入海。沙里漠河有其独特的地
理属性，长十余里的河水在一条小山谷
里四季流淌如夏，从不结冰，而到了冬
季汇入主河道时，便立即结冰封冻。这
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已近耄耋之
年的嘎查老支书赵松廷介绍，这河水不
冻、峡谷里没毒蛇是康熙皇帝封的，这
传说是真是假已无足轻重，而这种奇特
的自然现象的确存在。

赵松廷还说，今天的布墩山嘎查，
就是原好鲁库种羊场旗下的步登山分

场演变而成。那年代，好鲁库种羊场培
育改良出大批优质种羊提供给全国各
地，为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生活做出过重
要贡献，步登山分场也功不可没。改革
开放后，好鲁库种羊场完成了它的历史
使命，撤场设乡后，好鲁库种羊场就变
成了今天的浩来呼热苏木，步登山分场
也划为该苏木的一个嘎查，原有的职工
和家属转制后成为这里的牧民。

上世纪九十年代，牧民们过度无序
的养牧，使这里极为脆弱的生态环境遭
到严重破坏，曾经风景如画的峡谷破败
不堪，风天黄沙弥漫，雨天泥沙俱下，大
河两岸到处是被牛羊啃死的枯树……
好在嘎查和牧民们认识到了破坏环境
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些年来，他们采取
了峡谷内禁牧、草场轮牧、固定时段舍
饲圈养等一系列措施，尽管牺牲了眼前
的经济利益，但峡谷终于得到了休养生
息的机会。

赵松廷作为嘎查发展的亲历者、见
证者，用他的话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已渗透到嘎查牧民的血脉
里。”

如今的布墩山已不能跟过去同日
而语，28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充满
活力。嘎查成立了养牛合作社，两条高
速公路贯穿境内，西拉沐沦特大桥横跨
峡谷两岸，四通八达的交通，优越的地
理位置，见山见水的一个个村落，想一
想都是让人艳羡流口水的地方。散落
在大河两岸的牧民不忘初心，坚持走

“以草定蓄”“稳羊增牛”的生态养牧之
路，制定了保护环境，科学养牧的远景
规划，因为他们明白，青山永驻，绿水长
流，才是子孙后代永久的福祉。

布墩山嘎查基本概况：布墩山嘎查隶
属浩来呼热苏木，下辖7个独贵龙，西南和
红山子乡毗邻，东南和经棚镇接壤，总面积
280平方公里，户籍人口520户915人，常
住人口146户358人。西拉沐沦河大峡谷
纵贯境内，响水电站、大石门电站、二级电站
建在其中，景色优美；京乌高速和省际通道
呈人字型贯穿境内，西拉沐沦特大桥横跨峡
谷，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这是一个以牧
为主，以其它产业为辅，多业并举的嘎查，牛
羊存栏数在两万头只以上，2021年人均纯
收近2万元，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00多万
元。

散文

大 河 之 上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经棚镇
联丰人。十几里的大山连绵起伏
宛如母亲伸开的两臂将散落的村
庄拥在怀里。古老的西拉沐沦河
川流不息哺育着勤劳善良的联丰
人。他们耕作于微末却心怀国
家，寂寥无声却用实际行动谱写
着真爱。

记得多年前一个春天的傍
晚，我赶着羊群刚走到村口，就看
到一群人聚在原小学的院子里吵
吵着。怎么了？我好奇地走进院
子，随着众人的目光望向其中一
间教室。

只见讲台的中央摆放着一只
透明大玻璃缸子，老队长杨大叔
正提起讲棍用力在黑板上敲了几
下，大声喊道：“肃静，肃静！”接着
讲起话来，大致意思是大家都在
电视新闻上看到了吧，四川汶川
发生大地震，现在情况十分危急，
需要救援。希望大家捐款为灾区
人民出一份力！

会场寂静下来，人们不作多
想，都在盘算着自己该捐多少，也
有拿不定主意的悄悄看别人捐多
少。

“我捐二十六元！”一个苍老
的声音响起来，一位须发皆白有
些蓬乱的老人拄着拐杖一步一挨
地走上讲台，慢慢地将略显皱巴
的一张十元，又一张十元，一张五
元，还有一张一元的人民币投入
透亮的玻璃缸，它们缓缓飘落缸
底。

辛大爷！我惊讶地张大嘴
巴！他是我的邻居，也是村里最
困难的老人。他和老伴都有重
病，而且常年腿痛，没什么经济来
源，只靠几只羊过日子。

一轮皓月悄悄的从东方升
起，照亮了学校的院子，照进了教
室，照到那个透明的玻璃缸上。
瞬间，一片寂静，我仿佛听到山杏
花花瓣落地的声音。旋即，人群
又骚动了起来，在那一丝丝温暖
扑面的夜风中，围观的人们竞相
走上讲台，争先恐后的将随身的
钱币投入到玻璃缸中，有些没带
钱的一路小跑回家从房梁上、米
缸中、炕头席底下、破袜子里翻找
出钱来，再一路小跑着奔向学校。

养羊大户杨老五捐了刚刚卖
羊的钱，那一叠叠红彤彤的百元
大钞鲜艳夺目！

张家小伙子捐了订婚钱，王
家媳妇捐了嫁妆钱，小朋友们捐
了压岁钱。人们源源不断地走上
讲台奉献着自己的爱心，那个透
明大玻璃缸子充实起来。

时光如水，十几年过去了。
国家精准扶贫项目普惠联丰村，
大山里的五个组的村民全部集中
搬迁到西拉沐沦河北岸的燕窝铺
新村，住进了宽敞明亮的红砖瓦
房。我的娘家井子沟是联丰村把
沟脑的一个组，为了伺候患病的
家人，曾有四年的时间居住在娘
家，这次也一同搬出，回到了西拉
沐沦河南岸——芝瑞镇富盛永
村，与他们隔河相望，面对面住
着。虽近在咫尺，由于农事繁忙，
却许久未回去过，但心中始终惦
念“搬出大山的父老乡亲，你们的
日子过的还好吧？！”

去年正月疫情刚过，我终于
决定去河北岸的燕窝铺小区去看
一看。那天天气好，瓦蓝瓦蓝的
天空上浮着朵朵白云，温暖的春
风拂动着西拉沐沦河两岸那柔柔
的柳条梢儿，清清的堰凌水倒映
出它们婀娜的身姿。白云深处偶
尔传来几声大雁的长鸣。我迈着
小姑娘一样天真又欢快的步子，
嘴里哼着“鸿雁~北归还，草原上
春意暖……”。

不知不觉来到入道口，突然
一个苍老而然悉的声音响起。“姑
娘，登记一下吧！”前面蒙古包里
走出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

辛大爷！我惊讶地瞪大眼
晴，仔细地打量着他。老人家衣
着整洁，鹤发童颜，手里拿着登记
薄，步履轻捷地来到我面前，居然
没有拄拐杖！他刚刚认出了我，
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笑着对我
说“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好，乡亲们
都集中迁到这里种蘑菇大棚，收
获不错！”他得意的轻轻顿了一嗓
子接着又说“医疗条件也好啦，我
的病也治好喽！”他故意用力的拍
了拍右腿，笑了笑又说“丫头，想
家了吧？回来看看吧，大伙儿光
景都好了，日子红火着呢！”然后
拿起手机拨着电话对我说：“回家
吃饭吧！让你大娘包你爱吃的三
鲜馅饺子。”我忙说：“不用不用，
太麻烦了！”他装作严肃却难掩慈
爱地说“孩子，咱如今生活好啦，
吃什么都有！这里不但种蘑菇，
还有好多疏菜大棚，油桃大棚，葡
萄大棚，吃什么有什么！”

登记唠嗑这会儿，老队长杨
大叔匆匆走来，他是来接替辛大
爷换班的。看到我笑呵呵地说：

“回来啦，油桃棚里的桃花开的正
好，你去看看吧！”他顺手一指

“喏，路边就是，油桃大户张大军
家的。”张大军？当年捐了订婚钱
的小伙子，还有他美丽善良的媳
妇霞儿，两口子过得好吗？我心
里念着，脚步如飞，顺着杨大叔手
指的方向走去！

我掀开油桃大棚那厚厚的门
帘，一陈香风扑面而来。哇塞！

好 一 个 世 外 桃
源！一树树怒放
的桃花把整个大
棚映成粉红色，宛
如 天 宫 瑶 池 一
般！桃花树下一
畦畦碧绿的蔬菜
鲜嫩水灵，走进大
棚，如同走进一幅
美丽的田园画卷。

“姐，你回来
啦！”仙境中走出
了霞儿，热情地向
我打着招呼，当真
是人面桃花相映
红！我和霞儿拉
着手儿坐下来亲
亲 热 热 地 聊 起
来。她和大军种
着九个蘑菇大棚，
六个油桃大棚，一
年她家的纯收入
三 十 多 万 元 。
哇！实足的小土
豪耶！

“待我富贵荣华，许你十里桃
花。”谁说是最美的谎言？！

刚出油桃大棚，就碰上割完
韭菜往家走的辛大爷。老爷子边
展示手提的一捆水灵灵的韭菜边
喊我去他家包饺子。我们走在干
净的水泥路上，边走边聊，不时有
人过来热情地打着招呼。他们正
忙着拆下蘑菇棚里的旧蘑菇棒换
上新的，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春儿，你回来啦！”路遇周大
哥，他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一
脸惊喜地定定看着他，他可是十
几年前患重病啊！怎么现在从头
到脚没有一点病容？！待他走远
后，我悄地问辛大爷“周大哥的病
好啦！”辛大爷叹了口气说:“没根
除，但控制住了！这病很是折磨
他一回！他自己也意志消沉过，
还变成酒鬼。幸亏赶上国家好政
策，精准扶贫，把咱们从山沟沟里
迁出来，修好了路，又带咱们致
富，医疗待遇和条件也好了，村里
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让他带领
着全村那些残疾人和有病不能干
重话的人来管理这道路两边的花
草树木，还有卫生。每年政府会
给他们发补贴，他现在也是领导
呢！”辛大爷感慨万千，眼里放出
光芒。

“红日升在东方，其大道满霞
光。我何其幸，生你怀，承一脉血
流淌……”谁家院子里播放着歌
曲，那优美的旋律久久回荡。

此时此刻，我只想说：我是联
丰人，这里是我最温暖的家，有我
最亲的人，充满着最最纯真的爱！

联丰村基本概况：联丰村位于经
棚镇南部，总面积为22万亩，其中耕
地面积 3229.77 亩，草牧场面积
175600亩，林地面积4874.4亩。主
要产业：蘑菇棚、油桃棚、蔬菜棚。户
籍人口412户987人，常住户212户
428 人。 2021 年人均收入 14618
元。2021年村集体经济收入15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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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风雪路，何处是天涯？是海
角沙滩上的那两块石头？是彩云之
南的秘谷？还是大漠飞沙的楼兰？
也许答案就在路的尽头。

去双合旺村的路崎岖难行，只有
马力最强的越野车才能翻过那座叫
牦牛坝的山梁，茫茫雪岭会让人觉得
这可能是半个世纪前留下的雪，需要
半个世纪才能融化。走过弯弯曲曲
的山路，雪域之中隐着一个寂静的小
村庄。当脚踩着雪，发出咯吱咯吱的
响声时，当看到落着雪的农家院时，
人的时间与空间感便发生了不可思
议的位移，你会觉得自己穿越时空，
回到年轻的时候，走进了自己的老
家。

蓝宝石一样的天空，被大雪盖住
的山梁，漫山遍野被寒风冻成红褐色
的白桦枝条，还有山脚下那个寂静的
小村庄，村庄前悠闲吃草的牛羊，它
几乎符合我们对老家所有的想像。

远离城市的喧嚣，抛却忙碌的自
己，闻着清冷寒雪的味道，所有的一
切都变得那么闲适。进村后我们去
了“二大爷”家，双合旺村的副主任是
一个二十初头的姑娘，一进门就把

“二大爷”三个字喊的山响。她说，二
大爷七十多岁了，在双合旺村住了一
辈子，住的久了，他的名字就只有户
口本知道，除了他自己家人，村里人
差不多都叫他二大爷，当然再小一点
的会叫他二爷爷。

网络上有一句对老人记忆力的
形容是，现在的事记不住，过去的事
忘不了，于是这位“二大爷”便讲起了
双合旺的过去。双合旺村由来已久，
究竟有多久已无从考证，他只知道在
新中国成立以前这里有条老官道，是
经棚通往多伦的必经之路，官府办
差，押送犯人都要走这条路。不知道
那些披枷戴锁，衣衫单薄的犯人能不
能走完这条风雪之路？又能不能再
从这条路回到家乡？总之，我们在感
叹曾经那黑暗岁月的时候，更应该为
现在生活感到幸福。

“二大爷”没有经历过那个黑暗
的时代，但是他说，双合旺以前的雪
比现在还大，如果晚上天空飘起雪
花，那么就要准备一把铁锹放到屋

里，因为第二天早晨雪会把门封起
来，你要在雪里挖开一条路；高高的
柴垛被埋成一个大雪包，年轻的“二
大爷”会爬到雪包上用力跳，然后把
雪颠到木柴的下面。年轻时的日子
很苦，他们想换点白面，吃一顿过年
的饺子，就要赶起沉重的大铁车跑到
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去换麦子。年轻
时的日子也很快乐，他们凭着两条腿
和想吃肉的心，到山上去撵兔子，而
现在即使在寒冬腊月，新鲜的蔬菜和
水果也能送到家门口。

出了“二大爷”家，路过一个小超
市，超市老板热情的招呼我们进去坐
一会，没有任何目的，只是因为村里
许久不见外人，就想着攀谈几句，了
解山外边的事儿。

老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一
直生活在双合旺村。她是个健谈又
勤快的人，两个孩子都在外地读书，
她早早就准备好了年货，等孩子们回
家过年。她感叹现在孩子幸福，又回
忆起曾经贫穷，她说她小时候一年到
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穿上新衣
服，那是她最盼望的事。在她六岁那
年，数星星，盼月亮，扳着手指着数日
子，终于盼到了年三十，她早早爬起
来，穿上准备好的新衣服，可就在这
时她爸爸说，这么早就穿上新衣服，
一会吃饭时该弄脏了，不如脱下来，
等大年初一拜年的时候再穿。她怎
么肯脱下来？为了不弄脏新服，她整
整一天都站着吃饭。

忆苦思甜之后，她又与我们讲了
对孩子的教育，对生活的感悟等等，
一番聊天之后我惊讶的发现，她并没
有因为生活这个隐秘的小村庄而闭
塞，无论从衣着到观念，她丝毫不输
于我们这些所谓的城里人。

“现在有电视，有手机，什么不知
道啊？我还想着等明年我开个直播
间，就卖我们村的葵花籽啥的，都是
纯天然无污染的，没准还能火呢？”

好主意！
临走时老板约我们明年夏天来

玩，说村里凉爽，空气新鲜，山上还能
捡到蘑菇，用新鲜的蘑菇炸蘑菇酱，
那绝对比肉还香。虽然初次相逢，但
是她却像极了老家的大姐、二妹子，

走之前恋恋不舍的告
诉你，明年天暖和了带
着孩子回来啊。

望着白茫茫寂静
的小村庄，我想等到过
年的时候就该热闹了，
家家户户都贴上春联，
门口挂起各种各样的
红灯笼，在白雪的映衬
下，春联和灯笼都比别
处的更红更烈。红火
热烈的年温暖了冰冷
的雪，无数的游子会循
着那抹红，闻着年味回
到这里来。忽然我想
到一副很应景的春联

“积福纳福全家福，人
旺财旺双合旺”

夕阳的余晖洒下
一片绯红，路的尽头是
一个与家乡神似的小
村庄。其实所谓天涯，
不过四海漂泊之后，一
处可以安放那颗倦怠之心的地方，是
金大侠笔下那些神仙眷侣的归隐之
所。若大侠们找到心中的佳偶，厌倦
了浪迹江湖，就来这个大雪纷纷的小
村庄，开上一间小酒馆，当庭沽酒，笑
迎八方来客，听一听邻居的欢声笑
语，闲暇时与爱侣拥裘围炉，弹一曲

《笑傲江湖》，那日子当真是滋润。
“闲时立黄昏，笑问粥可温，琴声

浮或沉，听懂只一人。闲时立黄昏，
笑问粥可温，昨夜炉生暖，雪落了无
痕……”

听着闲闲的歌，踩着白白的雪，
莫道天涯无寻处，翻过一座叫牦牛坝
的山梁，就在一个叫双合旺的小村子
里……

双合旺村基本概况：双合旺村位于
红山子乡西北部，下辖七个村民组，全村
户籍人口504户1130人，常住人口283
户637人。总面积43.6万亩，现有耕地
1.47万亩，林地5.06万亩，草牧场30.53
万亩，主要以种植养殖业为主，2021年末
牛羊存栏总数为9414头只，人均纯收入
2.3万元。村集体经济累计收入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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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呼啸，白毛风抽打着单薄的蒙古
包，老旧的门窗吱吱咯咯地响着，豆儿大的
煤油灯光像一根无依无靠的小草，左右摇
摆，土炕上的大人、孩子裹紧了棉被，女人
则借助昏黄的灯光，缝补被羊圈门子上生
锈的洋钉子刮破的旧皮袄……

“咩……”半夜里一只羊羔稚嫩的叫
声，引得羊圈里的一只大羊连声“咩咩”，半
睡半醒的主人赶紧起身，一老一少的“和
鸣”是羊羔诞生的信号。

高原的皑皑白雪冰封了大地，严寒冲
进了蒙古包、围困着羊圈，洗脸盆里的水冻
起了冰包，羊圈里石头子儿一样的冻羊粪
蛋踩在毡疙瘩下直打滑儿。出生的羊羔浑
身冒着热气，但耳朵、尾巴尖却挂着冰棍
儿，四蹄有些僵硬。主人赶紧把它抱进蒙
古包，远远地放在炉火旁……冬日里诞生
的羔羊，每每都面临死亡的考验。小家伙
很幸运，如果晚去十分钟，它冻得邦硬的尸
体就会被丢进雪地里喂野鹰。羊妈妈因为
保住了羔子，受到了主人的格外关照，喂草
喂料，还幸运地喝上了主人放在炉火上解
冻的雪水。

这是葫芦诺日嘎查的“土著居民”——
元宝山牧场分场的牧民，上个世纪七八十
年代原始放牧生活的缩影。

那时，20多名牧民散落在38万亩的沙
地草原上，显得荒凉而寂寥。每到冬季，白
毛风是这里的常客，牛羊冻得流鼻血，点煤
油灯、喝过滤出羊粪蛋儿的雪水、出行步撵
或者骑马，咫尺邻居也是大雪天涯，谁愿意
在“撒尿拿着把棍儿敲”的天气挨冷受冻？

1995年，葫芦诺日嘎查开始招募外来
户，方圆百里的烟火味儿日渐浓郁。

白岩松说：“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彻底被
电改变了。”电成为现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一个元素。2013年以前，葫芦诺日嘎查的
牧点儿，显然缺少了这个元素。每到牛羊
撒场的时候，牧民就要倒退回80年代初那
段黑灯瞎火的日子！牧点儿日常照明用的
蜡烛，比以前的煤油灯还是强了些。毕竟，
早起时鼻孔里不再是漆黑的灯灰。

对于当时的葫芦诺日嘎查人来说，喝
上自来水、享受“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
活，就是共产主义。

打井、办电，可不是动动嘴皮子那么容
易。然而，智慧是命运的征服者。

2013年，当西干沟子独贵龙的牧民喝
上了第一股地下放心水时，草原沸腾了。3
年后，4个独贵龙各有了一眼机电井，人畜

饮水从此告别了融雪、刨冰的日子！
水是甘甜液，电是幸福光。从紧邻的

浩来呼热苏木，把电线拉到葫芦诺日嘎查
牧点儿省钱而便捷。几经周折，牧点儿告
别了挑灯燃烛的日子。电灯在草原深处的
山洼里亮起来，电话在寻常百姓家响起来。

解锁致富密码，思路和富路是平行前
进的。葫芦诺日嘎查人均407亩的集体草
牧场，是牧民致富路上永不枯竭的钱袋
子。影视拍摄收益、嘎查闲置资金入股文
旅公司分红……一个个壮大集体经济项目
也成为不竭财源，为嘎查发展增活力、添动
力。

钱不是万能的，而打井、通电、修路、建
厕、街巷硬化美化，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
的。

如果说绿色是草原的锦绣外衣，那么
位于嘎查深处的公主湖，就是别在外衣上
的精致胸针。有湖泊的草原并不多，公主
湖算是这片草原的宠儿，它是抛却尘世繁
华，寻找心灵净土的最佳去处。

2015年，葫芦诺日嘎查崭新的柏油路
替换了坑坑洼洼的土路，从嘎查延伸到远
方，像绿丝绦的裙装上飘动的黑色锦带，牵
系着小红山子、元宝山、黄芩塔拉三个嘎查
和浩来呼热苏木，和乌菜线公路比肩而
邻。路是享受美、分享美的纽带。路通了，
人们有机会走出去领略外面精彩的世界，
外面的人“等到草原最美的季节”也走进
来，看青青草、蓝蓝天。于是，旅游热潮浸
润了嘎查的每一寸肌肤。

在葫芦诺日嘎查的四季长卷中，草原
是底色，桦叶是衬托，公主湖则是点缀，湖
光山色总相宜，彩叶纷飞又一奇。草原如
瀑，公主湖是瀑中的彩色光晕，饱满而高
贵，耀目而灵动，像一轮明月镶嵌在碧绿的
锦缎中。毕竟，当草原的万顷碧绿产生视
觉疲劳时，突然看到高原上那一泓蓝时，心
灵的震撼远远超越视觉的冲击。倘是晴
日，天高云淡，绿映湖水，树影婆娑，简净幽
逸，纤尘不染，宛若幻境，让人有一种亦凡
亦仙的感觉。公主湖惊世骇俗的美，成为
草原上不可多得的吸睛之笔。矗立在湖岸
的蓝齐格格的塑像，似乎把那段凄美的传
说印证成可信的历史。而那几棵倾俯于湖
面的桦树，无论是哪个季节去欣赏，都是一
种别样的美。桦木沟金黄的桦叶永远是摄
影爱好者的最爱，长枪短炮复制出的一帧
帧美图总能适时应景儿。草原旅游和森林
摄影如同姊妹花，彻底把游客征服了。

“走马胡天扣远津，无垠牧草绿初匀
……风轻蹄疾穹庐小，回首楼兰已绝尘。”
谁都想草原纵马踏浪而来，绝尘而去。于
是当地人因势而谋，草原上就诞生了一项
拉动经济增长、提升家庭收入的旅游项目
——“牵乘服务”。牧民与游客或手执马缰
闲游草原，或并驾齐驱策马扬鞭……分享
与享受，实现了双赢。两处简易跑马场依
林、依湖而建，既依托了资源，又保护了资
源，一人一马一号的安排，美了游客，富了
牧民，护了草原。

网络让人有仰望生活的机会。直到
2021年，葫芦诺日期嘎查人才有了这样的
机会。有人调侃说，没有网络，人就像丢了
魂。没有网，学子们假期宁愿漂泊在外，也
不愿回到家乡，疫情期间，他们上网课成了
奢望。家长们只得在冰天雪地里开车拉着
孩子到山头举着手机找信号，开启了“驾驶
室课堂”模式。没有网络的日子，生活就像
一潭死水没有任何波澜，连袁宏军70多岁
的老父亲都不甘寂寞，提出“严正抗议”：

“再没有网络，别说孩子们过年、过节不回
来，连我这老头子恐怕都‘网’不住啦！”

致知力行，踵事增华。安装无线网的
186.9万元资金中，嘎查集体经济资金占了
四分之一强。这当中牧民没花一个子儿，
就实现了网络全覆盖，连遥远的牧点儿也
有了信号。一听说家乡安装了网络，孩子
们高兴地告诉父母，只要学校放假，他们会
在当晚“开拔”，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在家乡

“着陆”。
习总书记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2012年，袁宏军满票当选为嘎查党支部书
记，这个本不属于“土著居民”的“外来户”，
克服了有形和无形的困难，把“无”变成了

“有”。
如今，随意点开克什克腾的风景线，葫

芦诺日嘎查的每一个精彩瞬间，都迅速走
红网络。我告别嘎查的当天，下午发生的
茫茫雪原的日晕，晚上就在旅游摄影网站
晒了出来，连同公主湖畔的树挂，分外惹
眼。真个是：原上极目尽风景，画里画外自
妖娆。

葫芦诺日嘎查基本概况：葫芦诺日嘎查位
于乌兰布统苏木西北部，“诺日”汉语译为“泡
子”，葫芦形的泡子即是著名的旅游景点——公
主湖。公主湖的传说源于清朝康熙帝为政治联
姻葛尔丹，远嫁爱女蓝齐格格，听闻此讯，公主
蓝齐儿伤心欲绝，难舍故土，途径此地泪落而成
湖。

嘎查辖4个独贵龙，户籍人口353户704
人，常住人口102户310人，总面积为38万亩，
草牧场29.5万亩，林地2.6万亩，主要以牧业养
殖、旅游服务为主导产业。2021年人均纯收入
17000元；嘎查集体经济收入51.4万元，累计达
到680万元。

散文

葫芦诺日福禄长
■张玉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