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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玉丽

在我的印象中，四义号村的前缀
仍然停留在“木希嘎乡”这四个字上，

“木希嘎”这个特殊的文化符号，让我
记住了“木希嘎乡四义号村”。不，应
该是我高中所有同学都记住了这个名
字。或许我们都认为此“嘎”是彼

“尬”，直到我认真地百度到“木希嘎”
是“弯弯曲曲的河”才明白，读高中时
田儿吸引我们的不是她“大眼睛、双眼
皮儿，两个酒窝爱死个人”，而是她在
宿舍熄灯后说不完的家乡故事，讲不
完的历史传说……

田儿住在四义号村毛胡沁组。小
学时，她背着书包，屁后撵着哥哥姐
姐，踩着点儿似的，在茅草房顶的炊烟
即将散尽时，跑进院子，肚子“咕咕”的
抗议让她来不及脱下妈妈做的千层底
儿鞋，就抄起了炕桌上的筷子。

田儿边扒拉着碗里的面条儿就生
白菜咸菜，边想着刚才在学校和同桌
因为嘀咕：“老师老师快放学，我家擀
的白面条儿，一人一碗零一勺，回家晚
了捞不着”而挨了老师一顿剋。尽管
哥哥姐姐比平时多吃了一箸子面条，
田儿也没敢用老疙瘩的特权撒泼耍
赖，因为她怕哥哥姐姐在父母面前告

“黑状”。
毛胡沁在黄岗梁山脚下，距离黄

岗梁主峰十公里，这里山水相依，蜿蜒
缠绵十多公里，形成了一条物产丰富
的峡谷。峡谷与河流“相濡以沫”，养
育了四义号村一代又一代人。峡谷最
初叫十三道河大峡谷，也被田儿的妈
妈叫做十三道河子。这里的山野菜鲜
嫩，是上个世纪农家人一年四季的“菜
篮子”，后来除了自家食用，一部分卖
了，还能换些零花钱儿，给家里买斤红
糖，给闺女扯块花布，都是卖山野菜的
收入。那时，毛胡沁人就依靠几亩薄
田和峡谷中的山野菜过日子，生活的
目标是填饱肚子，至于查慎行随康熙
帝巡游塞外，站在“崇岗”上大发感慨：

“万里乾坤千里目，欣从奇险得奇观。”
来赞美十三道湾物产丰饶，景色别致，
是没有闲心理会和探究的。我倒是对
田儿高中时常和我们叨叨的“蕨菜洼”

“山韭菜坡”特别上心，只是我的脑洞
在她讲述时常常断片儿、溜号而无法
开启即时模式。于是疑惑：山韭菜再
多还能和一畦一畦的家韭菜比拼？

田儿说她和家人采蕨菜的时候，
采着采着就扛不动了，回家时越背越
沉，每每经过只有几墩水草可供落脚
的涝塔子时，就会滑下去，她大叫着挣
扎，越是挣扎陷得越深，弄得满裤脚、
满鞋子里都是泥巴，她三姐就得放下
自己扛的蕨菜，把她拉上来，然后默默
地把田儿的蕨菜匀到自己的口袋里。

七八月份，是韭花和野生蘑菇的
采摘季节，采不尽的韭花，抬不完的蘑

菇。今天刚揪净的韭花，明天就又开
了白花花的一坡。蘑菇多得小筐装不
下，每家的大花篓子就派上了用场，抬
蘑菇的人如同“搞大会战”，铁锨成了
翻晒蘑菇的工具。山野菜采摘为近水
临山的农户增加了“外快”，到了金莲
花采摘季，“外快”翻番儿更是小菜一
碟儿。

采摘野菜时，田儿偶尔偷会儿懒，
寻找托盘儿解馋，那稀罕的玩意儿，老
远儿就能闻到香味儿，入口即化。我
就想象：那味道是不是像老家地里熟
透的山药豆子，未等走近就已经芳香
四溢。直到1997年，我去了一趟四义
号村，吃到了心心念念的托盘儿，真的
是人间至味。那次去还在同学宇的家
受到了贵宾级别的招待，吃到了香喷
喷的炼猪肉爆成的肉干。毕竟，那时
没有冰箱、冰柜，杀猪时把猪肉切成大
片儿炼七八分熟，放在缸腿子里，就是
一家人一年的油水。

“对客每言齐物论，绿水青山作画
传。”田儿常以家乡为傲。

有人说，生活不仅是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

四义号的诗意生活蕴藏在历史积
淀的文化中。

四义号最初是清初旅蒙商人兴建
的商号名称，随着年代更迭，四义号作
为商号的商用价值已经淹没在历史长
河中，成为永远的过去时，但是“四义
号”这个名字和“信义、道义、诚义、情
义”为文化精髓的“四义”精神，却成了
延续的现在时。

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青山有情，
流水有意，山水之中多传奇。相传，清
光绪二十三年，漠北章嘉活佛带宝马、
金鞍、玉蹬、金银珠宝等皇纲，觐见光
绪皇帝，半路被木石匣的土匪四大天
王：王芳、王殿阁、王风池、王风鸣和栾
八爷等人劫了皇纲。章嘉活佛心惊胆
寒之余，谎奏四义号村有“曹四皇
上”。光绪帝震怒，派黄镇台为钦差，
欲血洗木石匣。黄镇台到此发现当地
民风淳朴，百姓安居乐业，世代尊崇

“四义”精神，而“曹四皇上”本为“曹四
慌慌”，当即写下：“山外青山林外林，
绿树荫荫掩柴门。官宦到此豪华尽，
鸟语花香酒对樽。”并以此据实禀奏，
木石匣因此免遭浩劫。

探索美，发现美是四义号人共同
追寻的远方。我见过十三道湾花园式
的美，所以能体会东坡先生的“光阴须
得酒消磨，且来花里听笙歌”的心境。
人们常把黄岗梁称为“千花百药山”，
而十三道湾是黄岗梁的“同版小型
张”，有“塞北小三峡”的美誉。

这美誉是名副其实的。四义号人
深有体会。坐在炕头上，一抬头就能
看到满山的粉杜鹃，走在路上，雪白的

山丁子花和乳白色的榛子花的花瓣就
会飘落到头上，河滩里的蒲公英花、田
埂间的野罂粟花、山坡上的稠李子花
总能缓解人们的劳碌和忧烦。一山一
水一风景，笑看花雨落平田。

峡谷内气候湿润、空气清新，无论
是哪一个季节来，这里的气场总是神
清气爽的。我想，一定是繁茂的植被，
充沛的水源，湿润的地气，让负氧离子
在这里凝聚的缘故吧。身在峡谷中，
陶醉地做个深呼吸，就会感觉到空气
中既有水的湿润，又有树的清新，既有
花草的芬芳，又有山果的清香。倏忽
间觉得清代帝王定是没有来过这里，
否则，避暑山庄就不会是承德了。

木石匣河是十三道湾的根脉，它
涵养的山水林田成就了四义号村的旅
游业和农牧业。茂盛的植被为木石匣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源，充足的地表
水替代了机电井，灌溉了四义号村
2000 多亩土地。最初，土地是农民的
口粮来源，现在土地已经是牲畜饲料
和青储的基地。畜牧业已经代替原始
农耕业，把握了经济主动权。在四义
号的南沟和东沟组，年收入二三十万
的养畜大户至少有20户。

靠山吃山，近水用水。垂钓台，水
上漂流，是近水楼台的又一致富门道
儿。非但如此，守着大好河山搞旅游，
农家院为四义号村的旅游业增添了后
劲。木石峡山庄、蘑菇钦之恋、老宋农
家院，为同兴镇荣升全国第四批美丽
宜居小镇领跑助力。

乡村行的当天下午，村支书田旭
东拉着我去了四义号村在建的旅游基
地。一路上，村路平坦，宽敞明亮的砖
瓦房飘出了袅袅炊烟，走近“木石峡”
农家院还有煮肉的香味儿。

到了十三道湾旅游基地，眼前峡
谷内青山如黛，天蓝得近乎透明，白雪
掩映下，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
应如是。

四义号村简介：四号既清初旅蒙商人
建商铺，取名四义号，并以“信义、道义、诚
义、情义”为经商理念，“四义”精神得以传
承，沿袭为村名。烈士马志强牺牲于此，遂
建烈士陵园以祭缅。四义号村位于同兴镇
西部，以农牧业为主导产业，总面积58.2万
亩，其中，公益林面积40630.2亩，草牧场面
积36.1万亩，耕地面积1.15万亩。全村有
14个村民组，965户，2147人，其中常住户
402户，1100人，202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13540元。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63.5万元。

散文

白云深处炊烟凫

大兴永村是芝瑞镇十
七个村中的一个，村子不
大不小，人口不多不少。
下辖10个村民组，村组名
多有渊源，小地方见证了
地区的大发展。

在国道 233 公路大兴
永村造福沟段路旁的一处
崖壁上，有一处刻文依稀
可见，虽早已被发现，但无
人识得，直到近几年才被专家多方论证
证实为契丹文字。遥想当年的此地，刀
光剑影，号角悲鸣，为了争夺牛羊、女
人，契丹人以征服者的姿态在崖壁上刻
文留念以表胜利的喜悦之情。今天的
大兴永村，各民族亲如一家，和平相处，
共同为地区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契丹武士的金戈铁马刚刚遁去，蒙
古弯刀又露寒光，成吉思汗的子孙来到
这“山里红开遍山岗的地方“，无名的荒
野于是有了“刀楞吐”这美丽名称并且
沿用至今，它头枕莲花山，脚探塔其沟
河，山花依旧美，牛羊遍山冈，美丽富饶
的刀楞吐有着别样的风采。彪悍的蒙
古人从来不拒绝美丽，并且有着十足的
民族优越感，边墙也是大兴永村的一个
村组，据说元朝时期，元朝大军曾到达
此地，并留下少量蒙古军人在此驻守，
并筑起了一道高高的土墙，以此为界，
与当地汉人隔离开来，如有汉人过界，
蒙古军人便肆意屠杀，这高高的土墙成
了民族割裂的见征，当地人把这土墙和
土墙所在的地方称作“边墙”，这里蕴藏
着多少无奈和艰辛。如今，土墙早已不
复存在，残留的身影是对历史的悲情回
忆。蒙汉一家亲，你离不开我，我离不
开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深入
人心。

历史的长河从来就没停下奔腾的
脚步。清康熙年间，据传，康熙帝一次
带领少数随从外出巡游，消息被仇家所
获，仇家带领大批人马尾随追杀而来，
康熙等人处于被动不安的境地，来到一
荒蛮的山沟里暂避，康熙帝命令随从速
挖灶台，多多益善，随从不解，与其挖灶
台浪费时间，不如抓紧时间转移更安
全。康熙淡定笑答：“兵不厌诈尔。”上
百灶台挖好，康熙命随从每个锅灶都点

下火，并遗留下一些灶具，然后从容而
去。仇家追至此处，看到好多灶台并有
灶具，大惊，康熙身边有这么多人保护，
贸然拼斗，岂不是以卵击石。康熙等人
平安脱险后，有人问起挖灶台的山沟名
称，竟无人知晓，康熙帝再开金口：“就
叫‘灶火沟’吧。”小山沟从此有了响亮
的名字，而这个美丽的传说也流转至
今。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勤劳智慧，充分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生
活日益富足，幸福美满，人们把“灶火
沟”改称“造福沟”，融入了更多的家乡
情愫。

战争的硝烟渐去渐远，人们更渴望
和平安宁，种田养牧，商品交流，渐渐
地，这里经济日益繁荣，商贾云集，为满
足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兴永”商号
应运产生，这就是大兴永村名称的由
来。

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宗教文化的发
展，一时间这里建庙修寺，祈祷祭祀，活
动不断，固化的习俗对今天仍有一定的
影响。就拿这两个村民组来说吧，敖包
底组位于敖包山脚下，敖包山高耸矗
立，它虽没有像赛罕敖包等那么大的名
气，但当地人对它的敬畏之心依然如
故，每逢农历六月十三，当地人都有来
此祭拜的习俗，焚香挂彩，杀羊血祭，祈
盼这方山水风调雨顺，人民幸福安康。
另一个是庙台，庙台组是大兴永村目前
人口最多的一个村民组，这个村组建在
庙前的一个平台上而得名，现在已看不
到庙的踪迹，在文革时期被毁，散落在
农户房前屋后凿刻有形的石条多来自
于此，闲卧静思，欲说又止。

历史如水如烟，今天的大兴永人，
牢记初心，不忘使命，继往开来，深入推
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农牧
业转换方式，加大调整结构步伐，转变

传统思维模式，相继成立
了一些新型经济组织，奋
进在乡村振兴的新天地
中。

大兴永村有股份经
济合作社1个，专业合作
社 3 个，家庭牧场 13 家。
走“农牧结合、为养而种、
种养结合、以种促养”的
发展路子，扩大优质牧草

种植面积，做好饲草保障，积极发展肉
牛、肉羊这两个主导产业，探索差异化
发展，不断提升农牧业标准化种养、规
模化生产、品牌化经营水平。突出优品
种、提品质、创品牌的发展方向，为当地
农牧户开了个好头，起到了示范引领作
用。大家带动小家，盘活了大兴永村的
经济。

大兴永村着力做好中草药种植、庭
院经济和旅游三大产业。调动起每一
个家庭的内生动力，创造条件增收致
富，根据每家的实际情况，综合考量家
庭环境、经济状况、身体条件等因素，发
展土鸡、黑猪等养殖业，投入少，见效
快，很好地贴补了家用；老人、妇女可从
事蔬菜种植，有机绿色的菜蔬深受城里
人的青睐，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完成
蔬菜的增值，农户的增收；大兴永村各
村民组位于经乌旅游干线的两侧，有发
展路缘经济的便利条件，村民在旅游旺
季采摘蒲公英、野山蘑等山野菜卖给游
客，各获所需，各得其所，把地缘经济和
路缘经济有机融合在一起。

“问君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大兴永村的新型经济组织就是大
兴永村发展的源头活水，整体成合力，
个体齐用力，新竹正好，花期已到，大兴
永的辉煌在人们的期盼中悄悄绽放。

大兴永村简介：大兴永村位于莲花山
下，有契丹刻文等古迹，历史悠久。牧业发
达，旅游业发展潜力巨大，下辖羊场沟、小东
沟、柳条沟、庙台、敖包底、瓦窑沟、刀楞吐、
边墙、大兴永、造福沟10个村民组，户籍人
口 735户1568人，常住人口 374户785人，
总面积22万亩，其中耕地面积 1.4万亩，林
地面积5.5万亩，草牧场面积11.3万亩，肉
羊、肉牛是当地特色产品，2021年人均纯收
入10500元，集体经济收入30多万元。

散文

莲花山下花正浓

■于国栋

腊月里，我回到久违的万合永镇
二地村。还没到村口，先听见咚咚锵
锵的锣鼓声，还有节奏明快的电声音
响。整洁的街道，宽阔的文化广场，
路边停着小汽车。务工的年轻人回
来了，老人准备好了绿色天然的粮食
蔬菜，杀猪宰羊，熬鸡炖鸭，村里又热
闹起来。男的西装革履，帅气十足；
女人们妖娆妩媚，衣着入时。电声音
响，是年轻的妇女，在跳时髦的广场
舞，舞姿优美，活力四射。老年人也
不甘示弱，酒足饭饱，几个老头儿起
劲地敲锣打鼓，老太太们穿着花花绿
绿的衣服，踩着鼓点儿，热热闹闹扭
大秧歌，其间有划旱船的、推小车子
的，滑稽搞笑，其乐融融。小孩子们
有的跟着扭，有的在旁边玩平衡车。
传统文化与现代气息融合碰撞，小康
之后向大同，真个是：甘其食，美其
服，安其居，乐其俗！我想起了人们
对大同社会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
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
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
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
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
归。”

表姑家的院子堆满玉米，正在用
机器脱粒。院里有高大的敞棚，欢蹦
乱跳的牛犊，堆积如山的牧草。水泥
硬化的院子宽敞平坦，新建的彩钢瓦
房格外漂亮。客厅里干净的地板，几
盆洒满阳光的花开得正艳。透过宽
大的玻璃窗，外面覆盖着白雪的山和
树，就像一幅水墨画。窗台下热乎乎
的暖气片，墙上大屏幕的液晶电视。
特别是电视墙上面，贴着习主席和夫
人彭丽媛的画像，看着格外亲切。表
姑领我参观厨房，卧室，还有浴室卫
生间！告诉我这房子一百多平，都是
按着楼房的格局设计，国家给补贴了
一万三千多元。看她那一脸的幸福
感，我也跟着高兴。

这美好的日子，正如那幅画像上
写的：科技强国，走进新时代。

我心底渐渐模糊的记忆，又格外
清晰起来。

头地和二地，原是老双合人民公
社的两个生产大队，分布在万合永镇
的古鲁班图鲁川。2002年两村合并，
统称为二地村。“头地”这个村名，仅
仅因为它居于一条河川的上游而
已。以下二地三地，依次命名。类似
于“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当年
欧阳修很欣赏苏轼，对朋友说：“老夫

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出人头
地，与地名无关。

古鲁班图鲁，意思是三个山包
儿。这个地名正好点明这里多山的
地貌特征。它是支岔众多的白岔河
其中的一岔，西拉沐沦河的二级支
流。以蒙语命名，可见这里曾经是塞
外的游牧民族繁衍生息之地。河川
中的水浇地达到三千六百亩，种植谷
物，玉米，葵花，黍子，豆类，牧草；也
可以种小麦、莜麦、荞麦等杂粮。

这条河川还有一个朴素的名字，
叫做黑石滩。过去，河道经常发生改
变，一川碎石中间，到处长着老榆
树。黑石头，老榆树，茅草屋是这里
古老的文化符号，是记忆中永远的乡
愁。从上游的徐营子组，到下游的沟
门组，蜿蜒三十公里的河川，分布着
十八个自然村。

二地出过举人。刘营子下边不
远处，一道残存的大墙，见证着这里
曾经的辉煌。此地叫做郑营子，过去
有一户姓郑的大户人家住在这里。
晚清时，这郑家出过一位举人。现在
还可以看到那道残存的宽大厚实的
土墙，虽经几十年的风雨侵蚀，还倔
强地立在那里。院子以及房屋早已
不复存在，成了庄稼地。那时候的郑
家人，良田百顷，牛马成群，有很多家
丁看家护院，大院的四角上都有炮
楼。断壁残垣今犹在，不见当年举人
家。

二地出过匠人。木匠，石匠，皮
匠，簸箕匠，瓦盆匠，子承父业，代代
相传。炭窑沟，帐房沟，窑沟，石匠
沟，这些地名正是他们艰苦创业的见
证。

家家户户用的坛坛罐罐，大盆小
盆，都出自这里的工匠之手。这里有
个沟岔儿叫窑沟，有优质的陶土，丰
沛的泉水。一户籍姓人家住在那里，
以制作陶器为生。他烧制的器物，炉
火纯青，坚固耐用，敲击一下有金属
回声。陶土遇上泉水，一双巧手揉
捏，打磨。大大小小的瓦盆瓦罐，就
从泥土里站立起来，担当起一份使
命。盛盐盛酱装鸡蛋，盛水盛米盛稀
饭。经常可以看到有人牵着毛驴，到
那里去驮着盆盆罐罐回来。瓦盆越
用越光滑，几年过去，那青灰色瓦器
就变得油黑发亮，成了古董级的家具
了。后来合作社成立，他们也从沟里
搬出来，成了社员。随着经济发展，
物美价廉的工业品得到广泛使用。
瓦盆瓦罐早已退出了人们的生活，那
制作泥胎，装窑烧制的老艺人，年近
耄耋，常常蹲在墙根儿晒太阳，这手
艺基本上已经失传。偶尔看到角落
里有一个歪倒在地上的破瓦罐，旧迹
班班，恍如隔世，顿生今昔之感。

二地历经贫穷。昔日的二地村
是出名的穷山沟儿，秃山光岭，土地
贫瘠，靠天吃饭。大姑娘、小伙子，一
个个土里土气。冬天里，大家成群结
队地上山打柴。牛羊整天在山上踩
踏，啃食草木。弄得山上到处都是羊
肠小道，纵横交织，草根裸露，树木干
枯。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母亲，养育
了众多的子女后，已经变得发秃齿

落，满目疮痍。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二地人为

生态环境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家乡的
生态日益向好。退耕还林八万多亩，
大面积栽种落叶松、山杏树，如今已
经初见成效，再现了昔日的绿水青
山。黄土坡，黑土坡，山山岭岭松树
多。一簇簇娇嫩的松叶绽放开来，就
像新生娃娃攥着的小手儿。榛柴和
骆驼蒿也密密实实地覆盖了山坡。
一座座山，一道道岭，都披上了绿
装。幽芳满地，秀色娟然。仰而观
山，俯而听泉，四时之景，无不可爱。
休养生息，涵煦数十载后的故乡，重
新焕发了青春。

村里的孩子上学和放假，都有校
车公司的专车接送。教育均衡发展，
乡村学校的软硬件设施，与城里不相
上下。教学楼，运动场，都是国家标
准化建设。过去，很多年轻人都选择
走出大山，进城务工。近年来，党的
富民政策，吸引了一些人返乡创业。
如果你看到一排排灰色砖墙，蓝色彩
钢瓦顶的房子，那是他们兴建的养殖
场，发展肉牛肉羊生猪养殖产业。接
下来，村里打算继续发展杂粮杂豆玉
米生产，启动粗粮加工项目，努力打
造乡村品牌，带领全村人走乡村振兴
之路。

二地村简介：二地村位于万合永镇南
部的古鲁班图鲁川，属于丘陵山区，全村
810户，在籍人数1762人。常住227户，
457人。共有18个自然村，依次为徐营
子、东沟门、蒙古营子、乌兰苏、河南营子、
柳条子沟、德兴永、头地、刘营子、唐坊营
子、二地、三地、韩营子、永隆号、韭菜坡、
敖汉池、大西沟、沟门。总面积18.6万亩，
耕地面积7500亩，其中水浇地面积3600
亩，旱地面积 3900 亩，退耕还林面积
84234亩草牧场面积92486亩，主要经济
来源为种植业，养殖业，务工。粮食作物
以杂粮杂豆玉米为主，畜牧业以养牛养羊
为主。人均收入9000元，集体经济收入
累计1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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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在溪头荠
菜花”是南宋词人
辛弃疾的词鹧鸪
天·代人赋里的一
句，这首词主要表
现的是词人向往
的田园生活，我把
她作为标题有如
下理念：克什克腾
旗宇宙地镇的东
升村，是解放后新
生的村级政权，她
不但是米粮川，还
是蔬菜种植基地，
加之木石匣河纵
贯镇之南北，好一
派田园风光。游
人从此经过，春透
着一片绿意，夏尽
显生机盎然，秋则
是果实即将归仓，
冬当能显现北国
风雪风光。

克 什 克 腾 旗
在民国初年始设
县，县辖区，区统

牌，区置清乡区长，民国三年改清乡
为警察，隶于警察所，以后又随着政
权的变迁而改变。东升村由第五区
警察分所管辖，原名台子，属奶木呆
牌。解放后归热水人民公社，1983年
3月，随着改革开放，增加了一些乡，
宇宙地就是其中之一，原同兴公社的
永隆大队，热水公社的东升、大营子、
刘家营子、奶木呆大队划归宇宙地乡
管辖。2001 年宇宙地乡改为宇宙地
镇，辖区不变。

东升村乃至整个宇宙地镇，地势
平坦，土地肥沃，主要种植作物为小
麦，后来又种植甜菜，这些年又成了
种植蔬菜的基地。东升村山水环绕，
山外有山，林外有山，每个季节，都是
一幅天然的画卷。《热河经棚县志》收
录的民国经棚县师范教员王俊升的
诗，就是对经棚农村的真实写照：“山
外深林林外村，绿荫苒苒掩柴门。宦

游到此豪华尽，鸟语花香酒盈樽。”
东升村一年四季都有耀眼的光

环，因为她是全镇冷凉型蔬菜的主产
区，种植面积稳定在0.8万亩。

北方的春天虽然还是寒意十足，
但毕竟是孕育生机的时节，东升的春
事即将开始，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野
外的农田有的已被耕翻，远远望去，
条垄成行，翻耕的土地，泛着黑油油
的光，如果不是远山的白雪，真还让
人以为春色满园关不住了。但克什
克腾毕竟是塞外边疆，一切都是在萌
芽之中，离柳绿花红的日子还要有一
段时光。但春季是生物萌发最旺盛
的季节，春草一旦发芽，离遍地绿色
还能远嘛。东升的无公害蔬菜当会
源源不断地摆上区内外人们的餐
桌。当然，春天也有雪花飘撒的时
候，但她覆盖在大地上的那一刻，就
成为了催春的战鼓、迎春的礼花。东
升村的春天是独特的，也是耐人寻味
的，就像古人在一首诗里说的那样，

“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
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
花。”不是吗！

古人云：日月之行，则有冬有
夏。东升村的夏天掩映在绿色之
中。四周的山是绿的，树是绿的，庄
稼是绿的，蔬菜是绿的，一派水绕山
环的田园景色。虽然是在夏初季节，
但东升的蔬菜已走进旗内外、区内外
的市场。在这方面，他们和全镇一
起，通过实地调研和外出考察，提出

“内外双提升”战略，即对内不断加大
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深化存储加工领
域和层次，扩大冷棚建设规模，发展
暖棚种植，完善蔬菜脱水、保鲜项目，
扩大内部加工能力建设等，目前已建
冷棚235栋，蔬菜脱水加工项目日处
理能力可达60万斤，蔬菜就地转化率
达到百分之二十。对外开拓销售渠
道，与北京蔬菜市场签订销售协议，
同时拓宽天津、山东等地区蔬菜销售
渠道，使蔬菜产业链条更加完整，品
质提档升级。其实，不看以上这些资
料，我早就听说过东升村的豆角在山

东很受欢迎。这一切，都是因为旗委
政府的领导，镇党委政府压实责任，
打造过硬的党员干部队伍的结果。
这不是官话套话，从东升村党支部的
所作所为就能证明这一点。2020 年
东升村党支部均被镇党委评为标准
化党支部。2021 年东升村被确定为
旗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可见党中央
和习主席所倡导的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是多么的正确。我觉
得，绿水青山促发展，亦能增收增产，
这是中外一致的道理。我从古人的
诗句中感受到了，比如唐代诗人高骈
写道：“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
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
院香。”这不就是东升村的现状嘛。

万家相庆喜秋成，处处楼台歌板
声。这是天下人秋收后的共同心情，
除了那万恶的旧社会。细想想，东升
村或者说宇宙地镇，区区一个镇一个
村，竟把蔬菜销到了天南海北，产业
办的这么震天响，实在太不容易了。
这不能不赞美宇宙地人和东升人的
敢做敢闯。其实，大可不必到东升村
去感受他们蔬菜的美香，在许多地
方，提起东升的蔬菜，大家都不会陌
生。在小区、街巷、农贸市场，尤其在
冬季，东升村仍在劳作中，他们一年
四季生产蔬菜。古人把冬季说成是
冬日如睡，但东升人在冬季却蓄势待
发，一旦春暖花开，东升村又会是绿
满天涯。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东升村都
是美丽的，东升人都是值得称赞的。
在赞美之余，我倒希望东升村能建成
集吃住游一体的田园村庄，如果那
样，有多少“五柳先生”能“复得返自
然”啊！

东升村简介：东升村位于宇宙地北
部，距镇政府所在地4公里，距旗人民政
府所在地经棚镇49公里。全村总面积
10.5万亩，其中耕地1.28万亩，林地3.5
万亩，草牧场4.55万亩。全村共辖13个
村民组，户籍人口1129户2432人，常住
人口589户1157人。2021年末人均收入
为1.77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2.6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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