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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鹤

晴空万里，雪域苍茫，天地衔接处
蓝白相衬，状如哈达，像是在欢迎我远
道而来。

走进浩来呼热苏木伊和诺日嘎
查，“两委”大院里工作人员正忙得不
可开交。一位老伯坐在风挡里，便上
前与他攀谈。老伯叫赵松臣，原好鲁
库种羊场益和诺尔分场职工。

时间的洪流滔滔滚滚，而老伯记
忆的长堤依然固若金汤……

好鲁库种羊场成立之初，自然环
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为了自行解
决职工粮食与牲畜用料，以张进同志
为首的场部领导班子几经商榷，决定
在大水淖前塔拉建立水利队，后续建
立种植业分场。理由是大泡子有四千
多亩水面，便于引水灌溉，发展农业。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群热血青年
紧紧跟从时代的号角，毅然投身于水
利队轰轰烈烈的建设大潮。

初夏的牧场还有些萧条，草儿拉
起小手儿，依然遮不住遍地黄沙，蒲公
英金灿灿的小花儿零星开着，跑青的
羊自顾追逐远处的绿色。姑娘小伙儿
追着羊群，羊群追着白云，几下鞭响，
几声吆喝，都成了四野天籁的伴奏曲。

“宁扛三斗粮，不放跑青羊”羊一
跑青，羊倌儿就惨了。两条腿的人追
着四条腿的羊，时而东西，忽而南北。
傍晌，羊才打住心慌收了野性。

练兵场上，一女子肩挎步枪，腰佩
马刀，哨声一响便翻身上马，接着轻提
缰绳，两腿一夹，胯下骏马便四蹄腾空
疾驰而去，两条辫子如长鞭舞动生
风。女子摘下步枪，子弹上膛，瞄准，
射击，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啪……啪
……”子弹呼啸而出颗颗命中，赢得众
人喝彩。女子将步枪归位“大背式”，
随即抽出马刀挥臂削砍，只见寒光一
闪，草人应声倒下。接着，女子摘下手
榴弹，稍一欠身迅即投出。这个英姿
飒爽的妙龄女子叫徐艳英，是一名女
民兵，也是“铁姑娘队”成员。随后，又
一女子飞身上马操练起来。此情此
景，真个“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
爱武装。”

不久，辽宁军区举办军事技能友
谊赛，女子民兵排应邀参加，最终以绝
对优势夺冠，捷报飞传，群情振奋。“铁
姑娘”果真名不虚传！殊不知，一个

“铁”字蕴含着多少磨砺的艰辛、锻造
的疼痛？

寒风卷起雪粒摔摔打打，天真

冷！“哒哒……呜呜……”循声望去，一
台拖拉机满载粪肥归来。司机身穿白
茬儿皮袄，头戴狗皮帽子，帽耳挂满冰
琉儿，像乱蓬蓬的白胡子。拖拉机刚
一停稳，工人们就挥起铁锹，卸车的卸
车，攒粪的攒粪，三下五除二车厢就空
了。拖拉机一个掉头，又冒着黑烟冲
进白毛风，不一会儿就变成一只小甲
虫。

卸完车，浑身热汗经风一吹，顿时
寒衣如铁。工人们就在粪垛底部掏个
洞，用以容身取暖，说笑间，粪垛塌方，
一时间，哭声喊声嘈杂……清点人数
时，张华不见了。

张华静静地躺在地上，那双好看
的眼睑像是两扇门，把她十八岁的芳
华彻底隔离在红尘之外。亲人和工友
的嚎啕划破长空，化作凄凉的挽歌。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
烟。”水利队不但彻底解决了好鲁库种
羊场所有人的吃饭问题，而且提供了
精粮畜料，为好鲁库种羊场的长远发
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太冷了，我去点锅炉。”老伯起身
说道。原来，他是嘎查的锅炉工。

我踱进小会议室躲避风寒。墙上
有伊和诺日嘎查简介。

“伊和诺日”也称“伊和诺尔”，又
名“大水淖尔”，蒙语音译，意为“大泡
子”，地貌以沙地丘陵为主。最初是好
鲁库种羊场碌碡湾分场大水淖生产队
草牧场，后划归总场农牧科成立水利
队，再成立益和诺尔分场。场乡合一
后，改称浩来呼热苏木伊和诺日嘎查。

对面墙上是政务栏，既有成效及
发展思路一目了然。近年来，伊和诺
日嘎查着力改变养殖方式，实行舍饲
半舍饲，加快了植被恢复。同时提倡
品种改良，引进优质肉牛肉羊品种，
兼顾生态效益，确保牧民增收。尝试
产业链接，加大乡土景观的宣传力
度，积极发展旅游业。贯彻落实惠民
政策，为辖区牧民全额代缴合作医
疗，实现全员覆盖。一旁是伊和诺日
景观照，小河头儿的清秀、灌溉渠的
沧桑、马神庙的凝重、大榆树的伟岸
……伊和诺日的四季风貌尽在其中。

正看得入神，两位年轻人走进
来，说嘎查达工作繁忙难以抽身，特
意委托他们带我出去转转。“去看大
榆树吧，至少三百年树龄。”说话人满
脸敦厚，笑容像一抹清晨的阳光。

车窗外，一道黄沙一道雪，给大

地穿上迷彩装。正沉醉于“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的北国风光，身子猛地一
耸，越野车突然停下。任凭发动机声
如怒吼，车子仍旧一动不动，像一头困
在雪中的猛兽。同行的两位年轻人跪
在地上，赤手握锹一下一下清理积雪，
见此，我不禁心生愧疚。可是，大榆树
近在咫尺，我不想与它擦肩而过！

我决定徒步。独自钻过网围栏，
踩着没膝的积雪，一步一步向大榆树
走去。

大榆树藏青色的树皮满是裂痕，
像微启的双唇，像深邃的眼睛，像坚硬
的铠甲。脚下，碗口粗的主根裸于地
表，像父亲的赤膊青筋暴露，彰显出蓬
勃的力量。几脉须根匍匐在地，走势
分明，像爷爷手背上交错的血管，紧紧
贴附着大地的筋骨。抬头，枝条团簇，
密如发丝，交织成擎天巨伞。地上落
着细碎的阳光，像地窨子里微弱的灯
火，闪烁着朴素的光辉。大榆树——
这苍凉而又壮美的生命！此刻，愿作
一株芨芨草，低眉俯首为你，举目瞻观
为你！我相信，你一定喜欢我这般平
庸模样，一如你喜欢天上的云，脚下的
沙，遍地撒欢儿的牛羊。

前人开路，后人坦途，这片土地从
荒凉到富庶，大榆树是最好的见证
者。伊和诺日，我本行色匆匆，你却令
我动容！不是吗？小河头儿，大水淖
尔，百年苍榆见昏晓；灌溉渠，宝石山，
马神庙子看炊烟。当年的姑娘小伙儿
垂垂老矣，而你们的继承者已握紧接
力棒奋力奔跑！皓月冰心，繁星异彩，
那是生命之光熠熠生辉！愿铅华长
在，精神永存！

大榆树，你是历史的丰碑，你是光
阴的质感，你是伊和诺日建设者挺拔
的脊梁，顶天立地，百折不挠！

伊和诺日嘎查简介：伊和诺日嘎查地
处浑善达克沙地东南麓、浩来呼热苏木政
府驻地正南22公里处，距潢源17公里。
总面积353.51平方公里，草场面积38万
亩。下辖八个独贵龙。户籍人口515户
970人，常住人口175户418人。主导产业
是肉牛肉羊养殖。2021年人均纯收入1.8
万元，嘎查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25万元。

散文

百 年 苍 榆 似 脊 梁

“浩来”“耗来”是蒙
古语汉语音译的同义词，
形容某种物体像嗓子眼
一样又窄又细。达里湖
的耗来河，窄处能用一本
书搭桥，就是因为又窄又
长跻身世界之最，如此推
理，“耗来”已经够窄了，
那么我即将去的“小浩来
图”村究竟怎样呢？

忽宽忽窄极其不规
则的冰雪路面把越野车颠的上蹿
下跳，当然也苦了车里的我。开车
的小胖子是小浩来图村支部书记，
叫王晓凡。他年纪不大，车技娴
熟，对村子熟的就像上自家炕头一
样。

进村正赶上买牛在装车，眼瞅
着一个二岁子小牛不情愿地被牵
扯推拥到车上，主人接过钱转身关
上大门。再看小牛，正用一双哀怨
的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院落。
我一脸惋惜，王晓凡告诉我，主人
是不舍得，可这会儿牛价高，二岁
子牛是最值钱的牙口。

村 庄 是 清 一 色 的 灰 瓦 红 砖
房。走进一家宽敞的院落，但见有
人推着一小车羊草，从房后走来，
身后簇拥着一群撒欢尥蹶“咩咩”
乱叫的小羊羔，一幅畅然欢快的画
面，让久居城镇的我疑似回到家
乡，疑似身处画卷。

推车的人是小浩来图的原支
部书记，刘守和。彼此打过招呼，
我与老支书聊起村子二十多年前
后的变化。

村子的另一个名字叫“小蝌
蚪。”何为蝌蚪？漫步在村落里，但
见房舍整齐街道敞亮，越往里走住
户间的距离越拉越长，路也越来越
狭窄,当你站到山顶就能明显看出
蝌蚪的形状了。这是个村子四面
环山的村庄，路没修时，哪有出去
的路啊，没有任何通讯，到处是坑
坑洼洼，真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
身泥。

夏天，赶上连阴天，房屋进水，
院子全是淤泥，米面粮食、家禽、家
具被水冲走或土埋，损失惨重。冬
天，这里更是大雪封山，只好守着
昏暗的煤油灯闲唠。

仅靠走路或骑马出去，需要绕

过一座山。村里的农畜产品没法
运出去，外面的生产资料运不进
来，民房得不到及时修整，村民被

“困”在山沟里一呆就是一年。每
次有政策下来，刘守和就拿上通知
背上干粮、水壶下户直到掌灯时才
回来。他老伴说，遇到这时候他就
得神窜好几天。

自打 2016 年国家实施村组通
路工程，打通了组与组之间的最后
一公里。路通了，村民的思想就活
络了，路宽了，村民的心胸也敞亮
了。村民把原来的棚圈改建成菜
园，不仅美化了庭院又能吃到用农
家肥种植的蔬菜。荒山植被得以
修复，山上的各种野菜金莲花、蕨
菜、蘑菇等成了城里人的抢手货，
村民有了养牧之外的零花钱。

村里坡地多，平地少，只能靠
养牧为生。那会儿牛羊是散养，牲
畜不是啃草就啃树，长期的靠天养
畜导致林地沙化。从 2013 年退耕
还林开始，虽然每亩退耕地和宜林
荒山都有补助，但养牧的空间却越
来越小了，村里推行以农养牧，剩
余的耕地就都种上了青储、玉米、
苜蓿。舍饲圈养必须有一定的规
模才能挣钱，这修通的路就把外边
足够的草料运了进来。老支书家
养了 200 多只羊，这样的养殖规模
在全村八个村民小组算是一种标
配。

山脚下的村部，院落整洁。虽
然是寒冷的冬季，依然有一种庭院
深深几许的感觉，随意与村主任董
瑞说起小浩来图村，他随手拿起一
个小本本，上面记着，小浩来图村
到 2015 年退耕还林面积达到 4600
亩，到 2016 年林间种草面积达到
7800 亩。村民人均纯收入从原来
的两三千元达到一万元已上。

如今，八个村民组农牧生产全

是机械化了，再不用担心
漏雨、修房。家家都安上
了自来水，买上了冰柜、
彩电，网络通讯健全了，
随时去赶集能吃到新鲜
的果蔬，看病有合作医
疗，这样的日子在过去做
梦都不敢想。村民仅靠
养牧一项收入就足够生
活了，这正是村民再也不
愿意走出去的原因。

小浩来图夏季最美，林木茂
密，碧草如茵，花香四溢,溪水潺潺，
让你有身陷世外桃源之感。喜爱
摄影，酷爱文字的王晓凡，说起自
己的村子，总给人一份美美的诗情
画意。他任职两年以来，深深喜爱
这片土地和这里的村民。他说，村
民们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可他们淳
朴善良。为这样的乡亲们做事，再
苦再累心里也是舒畅的。

一进腊月，乡村的年味儿就浓
郁了，在外的游子拎着大包小包，
风尘仆仆，抖落一身风雪回到家，
等候多时的亲人早已笑盈盈地站
在村口，迎接他们的归来。养了一
年的肥猪，是时候享用了，这可是
村民欢聚的时刻，谈笑间，三下五
除二已经将杀猪菜摆上了桌，推杯
换盏、谈心说笑，慰藉一年的辛劳
和期待来年的美好。

小浩来图村这个曾经封闭的
小村，守住了绿水青山资源，拥有
了金山银山财富，牧业的发展迅
速，让村民富裕了，生态的恢复，成
就了小村庄的大风景，沟岔里隐藏
着许多让人心怡的美景。回乡的
路上见到几辆疾驰而过的越野
车。王晓凡介绍，开越野车的游客
一年四季都喜欢光顾这里。

冰天雪地的小浩来图已是让
人荡气回肠，想那山花烂漫之时，
一定是乐不思返。

小浩来图村简介：小浩来图村位
于红山子乡西北部8公里，东临大浩来
图村，西临双合旺村，南临大局子林场，
北临浩来呼热。全村总面积14.4万亩，
耕地7545亩，草牧场9.2万亩，林地面
积3144.2亩。辖8个村民组，户籍人口
317 户 887 人，常住人口 159 户 369
人。2021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3485 元，集体经济收入累计达到
398.54万元。

散文

小浩来的大风景
■李景华

没有去碌碡湾之前，我甚至都没
有听说有这么一个地方。现在，因为
频繁地使用这三个字，我手机的输入
法有了记忆。看来我和碌碡湾的缘
分还真不浅。碌碡，百度汉语对这个
词的释义是：“农具，用石头做成，圆
柱形，用来轧谷物，平场地。也作磟
碡。也叫石磙。”小的时候也听大人
们说过碌碡，脑海里也有一点点印
象。只是渐渐听不到这个词语了。
有人说，它曾充斥着你的童年，你却
至今叫不出他的名字。我想，这就如
同很多人慢慢地忘记曾祖父母的名
字一样吧。其实，我们不该忘记。

我如何去描绘碌碡湾？总体说
是民风淳朴吧。如同碌碡给人的感
觉敦厚朴实，到了碌碡湾更有一种回
家的感觉。因为采访的时候是冬季，
没有绿水青山。沿途都是雪，漫山遍
野，一望无垠的白。偶尔看到远处的
一些树，一幅水墨画就在眼前铺展开
来。夏天的碌碡湾是什么样？我没
有亲眼见过，但我想，它一定是另一
种美，美得不负所望。我打算和它相
约在那个季节。我知道碌碡湾的大
好河山，单凭一次采访怎么会面面俱
到，我只凭我的感受来描写一下，暂
且算作以小见大，以微知著吧。

从浩来呼热苏木出发约一小时
车程到达碌碡湾嘎查。“两委”班子成
员忙进忙出，支部书记打过招呼也忙
去了。后来才知道市工行的人过来
给牧民办卡，是一个惠民政策。据这
次带队领导说，想到之前有过业务的
地方，总不及这里的人那么淳朴热
情。这次活动就奔碌碡湾而来。虽
说这是个偶然，又何尝不是必然呢？
这是一个有独特之处的碌碡湾。

碌碡湾嘎查下辖五个独贵龙，我
到访的是中心独贵龙，牧民周振江家
在村子后排。周振江八十多岁，依然
精神矍铄。他是好鲁库种羊场的老
工人，十九岁就从家乡出来打工，这
一干就是几十年。后来，儿子周文也
成为种羊场的一名工人。再后来，孙
子毕业也回到村里。一家三代都在
这片土地上奋斗耕耘。周振江老人
的老伴又是倒茶又是拿水果，那热情
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奶奶。周振江说

起前几年的艰苦生活，后来的时代变
迁和现今生活的改变。还记得刚刚
到碌碡湾落户那会儿，没有像样的房
子，都是地窨子和窝棚，人住在里面
又潮又湿，种庄稼也收成不好。有一
年，一场大风使已经成熟的莜麦遭受
风灾几近绝收。日子过得艰难可想
而知。慢慢通过发展牧业，生活条件
才得以改善。现在，碌碡湾嘎查以增
加农牧民收入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
快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坚持稳牛优
羊，实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通过改
良牲畜品种，发展优质肉牛肉羊产
业，扩大养殖规模，实现了增收致
富。眼前的碌碡湾街道干净整洁，房
屋宽敞明亮,一排排牛舍沐浴在冬日
的暖阳下。瞧瞧，这是经历风雨后慢
慢发展起来的碌碡湾。

畜牧业发展起来是好事，可也出
现过问题。在过去的一段时期，由于
对草原利用缺乏正确的认识，随着牛
羊数量无节制的增长，致使草场超
载，植被破坏日趋严重。为了让草场
休养生息。达到草牧平衡，嘎查实施
了一系列举措，适地适树造林、沙障
治理等，仅围封工程就达到了 1 万
亩。过去的“沙进人退”变成了“人进
沙退”，好风景变成了人们的美好前
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是深
入人心。周家有一处封起来的草场，
里面有一口井，以前放牧饮牛羊用，
后来不在这里放牧就闲置起来，一次
偶然，周文发现两只梅花鹿在这附
近，于是，周文有空就打些水放在石
槽里，好让这两头鹿在干旱季节或者
冬季有水喝。最近几年发现鹿多了
好几头，大概是繁衍后代了吧。周振
江老伴指着院子前的一排树说，你看
我栽的树长得多好。院子还种了果
树，以前村东村西都是沙坨子。听说

“绿化家园 美化环境 多一棵树木多
一片蓝天”是碌碡湾每年植树节、环
境日的主题，我明白了，这是一个有
远见卓识的碌碡湾。

碌碡湾为了改善交通环境，无偿
提供了铺路基的石头。除了油柏路，
碌碡湾通向黑大山、大榆树、东塔拉
等地方的路也进行了整改。碌碡湾
人在前塔拉、黑大山建成了一千多亩
的喷灌，还有三千亩地的节水滴灌工
程。对于碌碡湾的历史《好鲁库种羊
场六十年》也做了很多描写，作者董
凤学在碌碡湾分场工作过四年。在
他的书中对碌碡湾的描写字字饱含
深情。道路畅通经济发展起来，会是
一个蒸蒸日上的碌碡湾吧！

到了碌碡湾，一定要看看碌碡，
碌碡哪里来的？村里的老人也不记
得是哪年哪月就有，在沙窝里就有这
么一个碌碡，人们聚集在这里，就取
名“碌碡湾”。说不定是盘古开天地
女娲的补天石，也无丛考证了。关于
碌碡的诗，也流传下很多，其中比较
有名的是宋代楼璹的诗：“力田巧机
事，利器由心匠。翩翩转圜枢，衮衮

鸣翠浪。三春欲尽头，万顷平如掌。
渐暄牛已喘，长怀丙丞相。”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
录三》：“吾待君墙外车屋中，枣树下
系一牛，旁有碌碡者是也。”

古代留给现代的农耕神器，更有
很多传说，其中一个是，相传小孩多
病，认了碌碡作干娘，身体竟强壮起
来。传说毕竟是传说，虽不足为信，
却留给人很多遐想，而且碌碡本身那
种敦厚着实给人无限依赖。咋样？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碌碡湾吧。

采访完，天色黑了下来，嘎查安
排人开车送我回苏木。梁实秋《送
行》中写到:：“你走，我不送你。你
来，我当然喜欢，无论多大风雨，我都
会去接你，风雨不改。”碌碡湾人说，
你走，我送你，你来，我接你，你在外
面打拼累了，就到这里小憩。来碌碡
湾听古老传说，尝上等羊肉，看农耕
神器，感受亲人的淳朴热情。这样的
碌碡湾怎不叫人魂牵梦绕？

随着社会的进步，碌碡退出了历
史的舞台。有很多被用碎了的碌碡，
用来铺路盖房奠基。真可谓：千雕万
刻使身成，打谷场中自纵横；形碎依
然得重用，怎能碌碌度平生。那些被
保留下来的碌碡静静矗立在文化广
场，仿佛向后人诉说过去，仿佛告诫
子孙后代不忘历史，珍惜当下。这种
朴实厚重的精神在新时代的碌碡湾
熠熠生辉。碌碡湾人也秉承着碌碡
这种精神在未来的路上阔步前行。

碌碡湾简介：浩来呼热苏木碌碡湾
嘎查，距苏木政府45公里，全嘎查下辖中
心、长兴、巴格淖组、沙坑、黑大山5个独
贵龙。户籍人口553户955人，常住人口
153户353人。总面积42万亩，其中林地
10万亩，耕地 1.29万亩，人均草牧场205
亩。畜牧业养殖为嘎查主导产业。2021
年人均收入2万元。集体经济收入主要
以草牧场、土地出租为主，到2021年收入
累计达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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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们常说,“金
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
草窝。”话语间流淌着
满满的家乡情结，这
情节，谁又能割舍得
了呢？我是地地道道
的永兴人，家乡是我
永远的牵挂。

永兴村是芝瑞镇
很有名的一个山村，
她有着厚重的历史文
化底蕴。白岔岩画享
誉国内外，丰富了人
类早期艺术文化的内
容，是祖先遗留下来
的珍贵文化遗产，其
历史自新石器时代，
历经青铜时代，直到
南北朝时期。白岔岩
画中的多幅就在永兴
村，其中板石房子组
的单鹿图、群鹿图，河
落沟门组的射鹿图、
射猎图，白家树林组
的狩猎图，洞子组的
群鹿图、鹿图等都十
分有名，吸引着大批

专家、学者及游客前来研究、观赏，这些
岩画称得上远古艺术的伟岸奇秀，有很
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很强的旅游文化价
值。

说起永兴村历史文化就不得说一说
“协理府”，“协理”是古官职名，“协理府”
是协理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明朝末年，
克什克腾部仍属于一个游牧集团，活动
在今克什克腾境内。顺治九年，克什克
腾从部族名称变为行政区划，称克什克
腾旗，旗长称扎萨克，由理藩院代理。札
萨克是一旗的最高行政、军事首长，有任
免和处分协理以下旗属官员的权利。克
什克腾札萨克府设札萨克一人，下设协
理台吉等属僚。协理的出任由札萨克推
荐，并须呈报理藩院经皇帝批准，任期基
本是终身制，但不得世袭。札萨克因故
出缺、常年驻京或未及 18 岁不能亲政，
由协理台吉执掌印信，代行札萨克职
权。克什克腾设东、西协理府，东协理府
的旧址就在今永兴村的西沟组，东协理
主要是代替札萨克在京站年班和在围场
站围班。民国时期，东协理贡楚克拉西
是该家族最后一任克什克腾旗札萨克协
理。1933 年日本入侵，札萨克被废除。
东“协理府”在文革时期被毁，但它对研

究克什克腾的发展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
义。

“三百里白岔川，九神庙在中间。”九
神庙界于永兴村高家营子组和河落沟门
组之间，是个有灵性的地方。九神庙始
建于清乾隆年间，供奉五王四神，内设九
圣祠间，终日香火不断，保佑一方风调雨
顺，福寿连年。庙宇灵气久在，宗教文化
得以发扬光大，民间信奉者众多，趋之若
鹜，是当地佛家弟子集聚之地，也曾一度
成为克什克腾政治文化中心。历史上有
几十僧众久居此庙，文化大革命时期，庙
宇被毁，僧众被驱离，永兴村民王显、石
堂是此庙的最后两位僧人，他们当时被
迫脱掉僧衣，还俗回家。上世纪九十年
代，从永兴村板石房子组走出的成功人
士董海洋自费将九神庙在原址重建，并
于2012年再次出资扩建。现在的九神庙
富丽堂皇，每年农历六月十三都有村民
来此祭祀，平时来往过客也多逗留祭
拜。

永兴村的自然风光引人入胜，尤以
河洛沟为代表。那原始的风貌朴实的犹
如家乡烧锅里的纯粮酒，闻着闻着就醉
了，醉的浓烈，醉的痛快淋漓。

河洛沟与万合永镇的平顶山冰斗群
一脉相承，目前尚处于半开发状态，植被
保护良好，乔木高耸，灌木丛生，物种丰
富，溪水长流，是天然的氧吧和休养生息
的理想场所。春季生命勃发，夏季鸟语
花香，秋季野果遍地，冬季千峰披素，由
于人迹罕至，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纯真是河洛沟的本色。那里的一草
一木，一山一石都是原汁原味原生态，没
有半点人工的雕凿，深秋的五角枫红的
似火，恣情奔放，那是大山里毫无遮掩的
爱情；山巅上，山脊处，都挺立着郁郁青
青的崖柏，昂首向天，那是大山深处男子
汉的气魄和胸怀，更像警戒的哨兵，俯视
着每一个进口和出口，用责任和担当挺
起脊梁。

险峻是河洛沟的性格。有的山突兀
的好似刀削斧砍，石刃锋芒毕露，韧脊起
伏，酷似鳄鱼背部的鳞甲；有的山乖顺的
犹如讨巧的老人，石质经过风蚀、水蚀没
有了棱角，圆润温顺，有的岩面似神牛舔
舐过一般，舌痕道道，让人展开无限的想
象。有些树木像从石缝里冒出一样，根
部看不到有土存在，但却依然茂盛，不得
不惊叹其生命力的神奇。

梦幻是河洛沟的特色。进入河洛沟
的纵深，衍生出两条沟，一条是北沟，植
被茂盛，獐狍野鹿常有出没；一条称庙

沟，因沟里建有寺庙而得名。庙沟向里，
再生分支，寺庙在侧沟，只存有遗址，石
头墙勾勒有秩，黄土墙土色泛黄，虽经陈
年，不见陈香，更为惊奇的是，河洛沟方
圆10余里没有黄土，在树木狼林的久远
时期，不知道黄土是怎么运进去的，通向
庙宇处，有一条石铺小路，宽 1 米有余，
据说是当年寺庙的和尚所铺。寺庙三面
环山，地域并不开阔，避风，清净，雅致，
是清修的绝佳场所，庙后山上有清流留
下，山上有五大石锅，串联成型，满者自
溢，依次传递，五个石锅都满，清流则顺
石直下，形成小的瀑布，这条山溪水就是
僧侣们的生活水源。一面山岩平展如
墙，是僧人犯错的面壁崖。正沟向里，有
一指山直插云天，很远处就望得见，那手
指看似纤直细长，是否是临凡仙女指天
在声讨天君的专横，那五大石锅是否是
天君自惭的泪珠滴打而成，要不然正沟
里又怎么有了无人能攀的天梯，险峻无
比，直达天庭，那或许就是天女的回天
路。

河洛沟山高路险物种全，深秋季节，
踏着窸窸窣窣的落叶，脚下有着初春土
地拱动的感觉，听着山泉潺潺之音，“石
上苔藓绿，树下落叶黄”，深入其中，你会
感受到一步一世界，几步不同天，这感觉
——刚好！

永兴村有许多引以为傲的人和事值
得书写，被称为“芝瑞三杰”之一的赵芝
文就是永兴村苇莲沟门组人；改革开放
之初，永兴人就大胆地走向了劳务输出
的道路，涌现出杨玉坤、孙福雨等一批外
出创业的佼佼者。永兴村地肥水足，适
合树木生长，曾有两个林场，为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建设输出大量木材。今天的永
兴人依然对树木情有独钟，河滩、荒坡处
处是栽植的树木。永兴村盛产小米，“大
头6号”好评如潮。永兴人立足实际，没
有躺在“玉米制种基地”中酣睡，而是在
乡村振兴的号角中阔步向前，寻找新生
机，创造新辉煌。

永兴村简介：永兴村位于白岔河的中游，
有岩画、九神庙、协理府等古迹，当地的白岔
铁蹄马跻身名马行列。下辖高家营子、河落
沟门、板石房子、杨家营子、白家树林、洞子、
苇莲沟门、天顺成、莫力坝、西沟10个村民组，
户籍人口 687户 1658 人，常住人口 268户
486人，总面积12万亩，其中耕地面积9682
亩，草牧场面积79820亩，种养业为主导产
业，旅游业潜力很大，小米是当地特色农产
品，2021年人均纯收入8210元，集体经济累
计收入15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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