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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路

永丰村不太知名，但是说起广兴

煤矿却妇孺皆知。在上世纪七十至九

十年代，广兴煤矿出产的柴煤（褐煤）

温暖了克什克腾旗一代人的记忆。

广兴煤矿坐落于芝瑞镇永丰村德

胜槽生产组的东梁底。从坑口上去的

山梁就是漫甸。漫甸一直是光秃秃

的，没有一棵树。但是漫甸下面，却埋

藏着树的海洋——柴煤。据勘探，围

绕着广兴煤矿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地

下都储藏着丰富的褐煤资源。

广兴煤矿出产的柴煤由远古时代

的裸子植物形成，剖面上可以清楚地

看出原来木质的痕迹，甚至还有完整

的松塔。刚刚出产的柴煤有一股淡淡

的香味，由于它富含挥发份，所以易于

燃烧并冒烟。燃点低、灰分大、空气污

染严重。但是在过去燃料紧缺的年

代，广兴煤矿出产的柴煤无可替代的

成了克什克腾旗广大机关、企事业单

位、居民们取暖做饭的主要燃料。

煤炭是千百万年来植物的枝叶和

根茎，在地面上堆积而成，是一层极厚

的黑色的腐植质。通过地壳的变动，

不断被埋入地下，长期隔绝空气，在高

温高压下，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物理化

学变化，形成的黑色可燃沉积岩。据

科学家研究确定，煤生成在三亿年前

的石炭纪——第三纪的地层中，当时

陆地上生长着茂密的热带雨林，为煤

炭的生成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来源。再

加上中国大陆很多盆地都处于沉降阶

段，又为植物的深埋和成煤提供了构

造条件，因此华夏大地的煤炭资源得

天独厚。

由此可见，在我的家乡，当时长着

成千上万顷参天大树，以及丰富的地

表植物。可以想像，在某一天，突然天

摇地动，这些绿色的植物瞬间在地球

上消失了，被深深埋在了黑暗的地底

下。是熔岩迸涌，是陨石碰撞，是地心

颤动，是宇宙洪荒之力的宣泄！让每

一棵树木、每一片叶子，都在地下不期

而遇、亲密无间，静静等待着、等待着

浴火重生……每一块煤的上面，都有

着树叶的形状，有着树木的年轮，有着

蜴蜥的踪迹，有潮汛的激荡，更有龙的

脉动。经过亿万年，时光赐予了煤致

密的骨骼、乌黑的毛发和伟岸浑厚的

雄性体魄。更主要的，给了它热量和

光明。它成了古生物的延续，可燃烧

的化石。经过亿万年的等待，终于有

一天，煤等来了一个如火如荼的时代，

等来了生命之花绽放的时刻。

因此，面对曾经被深埋在地底下

的煤，我们人类是否更应该仰视星空

的浩瀚，更应该敬畏万物生灵的尊严。

从此，每年夏秋时节，当年克旗各

大机关仅有的十几台卡车就会忙碌在

拉煤的路上。卡车声音隆隆，卷起砂

石路上的烟尘，形成了一道特殊的风

景线。煤矿的工人们采取最原始的方

法，镐刨锹杵、驴骡上阵，三班倒繁忙

生产。仍不能满足供应。

广兴煤矿辉煌时有工人200多人，

除正式职工外，安排了大量的临时工，

大都是附近村落的农民。极大地带动

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谁家有煤矿上班

的，家庭收入自然一跃成了上等户。

永丰村的供销社也一度成为全乡最红

火的供销社之一。

九十年代初，随着303线公路铺油

和集通铁路的开通，更加优质的大同、

锡盟煤涌入克旗市场，劣质的广兴煤

矿柴煤被市场淘汰。曾经的辉煌不

再，留下的只有繁荣的记忆。

永丰村北部有四个自然村，森林

茂密，林草资源比较丰富，主要以养殖

牛羊为主。种植业主要是小麦、莜麦、

豌豆。永丰村南北虽然距离不大，但

是气候却有一定的差距，所谓十里不

同天。由于受森林小气候的影响，每

年北部都比南部偏雨，农作物长势也

比南部几个自然村要好。北部的自然

村普遍都比南部的自然村富裕。在包

产到户之前，北部的村工分日值通常

在一元左右，南部的村只有几毛钱。

包产到户后，南部的自然村为了

扩大耕地面积，大量开垦漫甸，形成了

万亩良田。为了防风固沙，林业部门

栽种了大量林网。如今的漫甸上，林

网环绕着农田，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

景线。

2011年，雪川公司入驻永丰村，从

农民手里租赁漫甸土地，以种植马铃

薯为主，轮作小麦。农民们不用耕作

就有收益，农忙时节再去雪川公司打

工，又有一部分收入。公司和农户双

赢。

春天，机声隆隆，播种希望；夏天，

马铃薯的花开了，白花花一片，蔚为壮

观；秋天，金黄的麦浪铺展开来，分明

就是一条条通往收获的黄金大道。

退耕还林后，如今的永丰村沟沟

岔岔都长满了树木。野鸡遍地、狍鹿

纵横、鲜花满坡。分明就是一处世外

桃源！埋藏在地下的宝藏继续沉淀，

积蓄力量。我相信总会有一天它们还

会跳出地面，继续温暖这个美好的世

界！

耕种在原野上的人们，乐此不

疲。我相信，他们一定有着更高层次

的追求；温暖的记忆也会更加丰满，有

希望、有激情、有骨感！
永丰村简介：永丰村位于克什克腾旗

南部，距离旗政府60公里，东接合胜村，南

与华兴村和大兴永村接壤，西与广兴源村

毗邻，北邻联合村。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

德胜槽组建有广兴煤矿，出产褐煤，年产量

几万吨。1946年解放前夕，我旗著名的革

命烈士唐桂芝就生活和牺牲在永丰村。全

村共有15个村民组，户籍人口为807户

2146人，常住户为277户715人，共有土地

面积16万亩，其中耕地面积为1.65万亩，

草牧场面积为10.9万亩，公益林面积为0.6

万亩。2021年人均纯收入12000元，村集
体经济收入累计36万元。

散文

温 暖 的 记 忆

再次走近乌兰布统苏木小红山

子嘎查，已是五年后了。时值隆冬

时节，车子伴着白毛风，沿着覆着厚

厚冰雪的水泥路，驶进了小红山子

嘎查。远远望去，嘎查的四周完全

被茫茫的积雪包围着，几年前还很

少见的楼房，由于近几年旅游业的

发展，度假村、农家乐也是多了起

来。那悬挂在半空中的五颜六色夺

人眼球的牌匾犹如一幅幅灵动的画

板，点缀着茫茫雪域中的嘎查，勾勒

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让人只想走

近点、再近点。

也许是因了这寒冷的冬季，大

多数的居民便如候鸟般回到经棚镇

内过冬了。与夏季的门庭若市相

比，虽冷清却愈发显得安宁祥和,雪

域草原深处竟散发出一种温馨、宁

静之美。

几年前来时，这里的路还很难

走，尤其是到了夏季的雨天和冬季

的雪天，满路的泥泞和冰雪，想从草

原走出去真的需要点开车的勇气和

技术。而现在，宽阔平坦的水泥路

直接铺到了家门口。 虽然人们饲养

的牛羊众多，街道上却是干净的，整

洁的。各个街道的路口，那一组组

忽闪忽闪的摄像头，犹如一双双明

察秋毫的眼睛，体察着民情。总会

给人一份被关注的温暖和感动。

今天的街道上，不同于往常，不

时有村民牵着几匹、几十匹马从我

跟前快速走过。想来应是去参加跑

马摄影节吧。而这次的小红山子嘎

查之行，便是随摄影爱好者慕名而

来。于是，为了赶着去摄影基地占

据有利地形，急忙随着马队来到了

将军泡子脚下。

刚一驻足，便听得嘶鸣声声，马

蹄阵阵，夹杂着急促而兴奋的按动

快门的咔嚓声。只见来自各地的几

百号人架着“长枪短炮”，对着从草

原深处疾驰而来的马队抢抓精彩瞬

间。雪花飞溅迷人眼，伴随着雾气

腾空而起，霎那间，仿若时空转换。

曾几何时，这里战火纷飞，金戈铁

马，将士的呐喊声，战马的嘶鸣声，

响彻云霄。被誉为“马上皇帝”的康

熙帝，率十万清兵打葛尔丹。将军

泡子也一战成名。从而为这片草原

留下了历史的足迹。随着沙漠变绿

洲，荒芜变青山，喜爱旅游，摄影的

人们循着历史的长廊古道，从全国

各地蜂拥而来。

于是，小红山子嘎查，犹如一匹

杀出重围的骏马，马不停蹄的奔跑

在建设最美乡村的道路上。而马于

小红山子嘎查，如一道令人惦念心

底的草原特色招牌菜，无论冬夏，总

会有人想品尝它独有的韵味。它不

但承载着这里的历史文化与现代经

济，而且在嘎查发展的长河里参与

并见证着这片草原上的人们生活一

路向好。

因而，小红山子嘎查一马当先，

一路过关斩将，于 2018 年被评为最

美乡村。

在跑马摄影节上，恰好遇到了

小红山子嘎查最早以驯养旅游马、

当向导、摄影起家的亢文明 。也是

源于对摄影的共同爱好，望着在雪

域中奔跑的马队我们便自然地攀谈

起来。当然了，话题就是今天的“模

特”了。

说到这些马，亢文明的眼里便

透出几分怜爱，几分自豪。似有太

多的不解之缘。于是随着他的娓娓

到来，仿如看到了他最初的过往。

一人，一车，一马，所谓的车就是当

时的交通工具，一架马拉的车。夏

天还好点儿，至少不会挨冻。到了

冬天大雪封山，却也总会有摄影爱

好者，乐此不疲。为了能拍出好的

片子，只能靠着这架马车，拉着摄影

人从厚厚的积雪中杀出一条没膝的

“雪”路，等到回来大家早已是冻的

脱不下鞋子了。于是，坐在热乎乎

的土炕头上便成了他们最幸福的时

光。

当越来越多的人们来到这里，

寻找曾驰骋疆场的战马，曾狼烟四

起的古战场时，当大漠披上绿装，草

肥水美时，无限的商机便来到了草

原深处。2016 年盛夏小红山仔嘎

查，第一次大型跑马摄影节在四方

人士的期待中如愿举行，一百多户

人家驯养的五百多匹骏马，以它雄

健，壮美的姿态迎来了远方的客

人。草原沸腾了！更多的爱马人士

领略到了蒙古马的风采神韵。从

此，草原文化、马文化与旅游融为一

体。与其说是展示蒙古马的风采，

不如说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小红山子

嘎查的巨变，看到生活在草原上的

人们依着青山绿水，弘扬蒙古马坚

韧、奔放、不屈不挠的精神，努力建

设着自己的家园。

对于这片草原，马是热爱的。

犹如热爱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而对

于马，人们是敬重的，敬重马的精

神，忠诚，奔放，优雅而灵动。敬重

于马的神韵，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并肩作战，同生死，共荣辱。犹如生

活在这片草原上的人们之于家乡，

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演绎着生活的

巨变，在家乡变美的道路上一路马

不停蹄，策马扬鞭，终于马到成功！

小红山子嘎查简介：小红山子嘎查

位于乌兰布统苏木东北部，距苏木所在

地4公里，距经棚镇110公里。总面积

12万亩，草木场9万亩，耕地7千亩（已

全部闭耕）户籍人口333户764人，常住

户119户319人。旅游业为嘎查主导产

业。现有农家乐79家，能同时接纳4000

人。2021年人均纯收入19000元，村集
体经济收入累计300万元。

散文

草原深处马蹄疾

■史淑玲

“广华”这个村名来历很不寻常，
建国前原名叫“鞑子村”，新中国成立
前土改期间，农会主席、共产党员薛
广华在这里带领老百姓打土豪分田
地。中秋节前一天下午，组织上让他
通知群众转移粮食躲避匪患，不幸被
悍匪抓捕，次日惨遭杀害，英勇就
义。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烈士慰藉
后人，将“鞑子村”更名为“广华村”。

广华是个大川村，也是新开地乡
的北大门，与土城子镇铁营子村是房
不连脊地连边的界吡邻居。从地图
上浏览广华村，一条黑色通乡柏油路
恰似一条长长的藤蔓，将广华、岳营
子、永隆泉、大营子、兴隆庄、钟营子、
达来营子十一个村民组从南到北相
连在一起。居住在这里的百姓，大多
是明清时期从山东、河北、山西等地
移民逃荒而来，在这块富饶的热土上
建房垦荒，生息繁衍，久而久之，村落
逐渐壮大起来，现在达 1086 户 2846
口人。

气候独特的广华，有春来早、落
霜晚之说。多种作物能在这块沃土
上扎根生长，可谓资源丰富，山川锦
绣，人杰地灵，民风淳朴。令人称奇
的是，永隆泉东山有座高耸入云的山
巅，山巅上的峭壁远观近看形似雄鸡
的冠子，当地人称“鸡冠子山”。山下
有一眼泉水井，水质甘甜，恰似矿泉
水，人们饮用此水可以延年益寿。至
于泉水的来历，在当地还有个掌故。
相传，鸡冠山下有一泉眼直通大海，
泉眼被山里一个金马驹子堵住，因
此，只有少量泉水缓缓地从山底下流
出来。传说就是传说，只是人们的美
好想象而已。天气久旱，泉水井的水
不但从未干过，站在井口且能听到水

“哗啦哗啦”的流动之声，当地人称
“龙泉”。

据当地人讲，自有人烟起，永隆
泉这个地段就归大财主刘先照所
有。此人靠种地起家，为人心地比较
善良，雇工不克扣工钱，尤其对待逃
荒要饭而来的穷人，不但管饭还接济
收留，在当地落下了好人缘。家里骡
马成群，粮食满仓，日子越来越殷实
富足。有了粮食，刘先照利用龙泉井
水和当地产的玉米、高粱等作原料，
雇烧酒师傅尝试着烧酒。没成想烧
出的白酒醇香甘甜，好喝不上头，烧
出的白酒十分畅销，供不应求，于是，
刘先照又将小作坊改成大烧锅，号称

“永隆泉”。永隆泉自从有了大烧锅，

当地种植的玉米、高粱又多了一个用
场。生活在这里的人自然就多了一
条经济来源渠道。薛广华烈士就是
被匪徒们杀害在刘先照的烧锅大院
里。新中国成立后，永隆泉酒厂转
制，化“私”为“公”，厂址也从永隆泉
迁到土城子把式营子，厂名由“隆泉”
改成“龙泉”。

资源丰富的广华，辖区胜利沟和
兴隆庄东沟两地，蕴藏有褐煤和铅锌
宝藏。特别是胜利沟的褐煤储量位
居全旗之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乡政
府成立煤矿，组织人力进行过大面积
开采，为周围各地群众取暖做饭提供
了大量燃料。地势宽阔平坦的钟营
子河东岸，新开地乡政府所在地曾建
在这里。后来，乡政府因故搬迁，旗
人民政府又将这里改建成国营林木
种苗苗圃，培育出的落叶松、杨树、油
松、柠条、沙棘等各类针阔叶树苗，为
营造农田防护林，荒山造林、村庄绿
化等提供了优质苗木。

森林资源富集的广华村，春暖花
开时，漫山遍野的山杏树，一夜间犹
如下了一场杏花雨，绽放的杏花把一
坡一岭映衬的妩媚多姿，景色如诗如
画，成熟后的山杏还为百姓减轻了经
济负担。云深不知处的广华东沟，栖
息着新开地乡仅有的一片天然次生
林，里面生长的白桦树、柞树、五角
枫、虎榛子等多种珍稀乔灌树种，以
及黄芩、远志、苍术等几十种野生中
药材，它们像一个团结和睦的大家
庭，融为生命共同体，成为狍子、獾
子、狐狸等野生动物的乐园。广华村
还在此建立了村集体林场，派驻护林
员开展封山育林活动，让这里的动植
物们过上了安心舒适的生活。与此
同时，广华人积极响应党中央“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号召，坡耕地全部
实施退耕还林，种植山杏和落叶松等
树木，全村有林地达到5.6万亩，森林
覆盖率提高到 53.33%，位居全乡之
首。全村人均有林地 22.53 亩，获公
益林补偿人均282元钱，为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维护当地生态平衡，发挥
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后，广华人抢抓机遇大
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打深井，平整
地，旱地全部变成水田，水浇地人均
2.8 亩，粮食单产成倍增加。这里产
出的豆角、辣椒、土豆、食用菌等特色
经济作物，远嫁北京、福建、沈阳等多
个大都市。更可喜的是，勤劳简朴的
广华人紧随国家形势，转变思想更新
观念，调整结构舍饲养畜。家境贫
困，只上过小学的马爱武，种过地，给
畜贩赶过趟子（给收牲畜的商贩赶牛

羊），颇有心计的他不仅学会了贩运
牛羊的本事，挣到了第一桶金，还成
为舍饲肉牛养殖户，年收入七十余万
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马爱武
的带动，人们依样学样，全村舍饲养
畜事业风生水起，仅养畜户就有110
户，存栏肉牛2000头，成为全乡养牛
第一村，人均收入由不足6000元，上
升到1.38万元。2020年，乡政府争取
国家扶贫资金两千多万元，在广华建
起一座占地近二百亩的大型食用菌
生产基地，在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
为村民增收奔小康注入了新活力，也
为广华村增添了一道靓丽风景。

现如今，广华村少了乡愁，除了
贫困，生产发展了，生活宽裕了，呈现
出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景
象。

广华村简介：广华村总面积10.5万
亩，辖 11 个村民组，常住人口 1086 户
2486人，其中耕地1.25万亩、有林地5.6
万亩，主导产业以种植玉米、谷子、杂粮杂
豆为主，畜牧业以舍饲肉牛肉羊为主，全
村有养畜户 110户，存栏牛羊 0.7 万头
只。特色产业以食用菌和蔬菜种植为主，
2021年年人均收入1.38万元。村集体经
济收入累计10.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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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把家乡的这点事，几易其稿，形
成文字之时，新春的祝福也已刷屏。联
欢晚会、年夜饭、看烟花、拜年、过新年
的每一个步骤都按程序进行着，但“年”
似乎少了些什么。随着近几年人口下
降的影响，小村里的街面上平时见不到
几个人，在春节的这几天，村里开始异
常的热闹起来。外出打工的、在外地读
书的、搬迁外地生活的不远千里回到小
村过年。亲朋好友围在桌前，谈论更多
的是日渐消失的“年味”，在这个精神与
物质充斥的时代，是无法找回儿时对

“年”的欲望的。而在外的游子们谈论
更多的是家乡的蓝天碧水绿草地，这是
他们在外魂牵梦绕、引以自豪的地方。
常约上三五个好友，自驾车跨越千山万
水回到家乡这片沃土，向生活在钢筋水
泥丛林的都市人展示着世外桃源的那
份宁静。

而每一个外乡人进入家乡同兴村
的第一感观是满目的连绵山峰，跌宕起
伏，高耸入云，若隐若现如绿色的波浪
此起彼伏，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屏障。
小桥流水、泉水叮咚这些在文章里描写
的场景，在这里都能身临其境。如果说
大山是同兴村的特色景观，那水就是同
兴村的灵魂。每一道沟沟岔岔都有山
泉渗出，清澈见底，甘甜的泉水含有多
种矿物质，胜似天然矿泉水。最终，所
有的溪水都流入同兴镇境内第一大河
流——木石匣河。

做为同兴村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从
未长时间远离过家乡这片热土，偶尔的
去外地开拓一下眼界，见识一下山水以
外的大千世界，内心与情感上只是感觉

新奇、新颖，外面世界的五彩缤纷与繁
华，与家乡的这份宁静、纯洁是截然不
同的两个世界。多年来司空见惯的这
副山水画卷，在四季轮回的色彩斑斓交
替中，伴我一路成长，在我渐进中年的
这份情怀中酝酿的愈发厚重纯香。如
果说母亲和母乳是生育我的第一母体，
那伴随我成长的这方沃土就是养育我
成长起来的摇篮，是我生命旅程中的第
二母亲。虽说没有踏遍辖区内的每一
道逶迤的山岭，但也在闲暇时节爬山涉
水，采摘蕨菜、黄花等本地区丰富的山
野菜。每当这时，总会爬上最高峰，感
受那种一览众山小的居高临下的感
觉。而这时满目的峰峦叠嶂、绿树翠滴
收获一场视觉上的盛宴。微风拂面，静
听松涛林海那种绿波荡漾的婆娑声，恰
恰是这时，在青山对峙的这条悠长的峡
谷中就传来了木石匣河奔腾的水流声，
回音声声不息……

同兴村就是处于木石匣河畔这样
一个环境优美的一个大村，是由原来的
大牛其村、小牛其村、原同兴村三个村
整合在一起，包括同兴镇镇区，河水在
经过素有“旱十三峡”美称的黄岗梁景
区那曲折悠长的峡谷景区，流入同兴镇
镇区，地势逐渐开阔，河水流速变的舒
缓起来，河面也开阔了许多，在镇综合
办公楼前形成约 500 多亩的湿地。静
静的河水穿过同兴村一路南下。逝去
的流水如光阴，带走诸多属于同兴村人
的往事。而这美好的背后也曾有过伤
痕累累的往日。

记忆中，木石匣河畔的同兴人经历
过那么几年，进入冬春两季，昏天暗地
的沙尘暴天气总要在这片大地上肆虐
多日，能见度几米，十几米，环境恶化严
重。那个天蓝蓝，草绿绿的风吹草低见
牛羊的祥和景象一去不复返。当地村
民牛羊数量的增长，超载放牧严重，草
牧场被牛羊蹬的露出了黑黑的地皮，雨
水存不住，水土流失严重。村民们意识
到生态环境恶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眼
前的经济利益背后所带来的后果是逐
渐断送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青山绿水。

离开家乡几十年的表哥，也是众多
游子中的一员。对于家乡是颇有感情
的，固定的地点和固定的季节总会携家
人回到村里小住几日，在他的言谈和眼
神中，满满的是对家乡的一草一木的
爱。每次回来都要到处转转，作为陪同
者的我，这些每日司空见惯的景物，在
一个游子的带动下似乎又有一番别样
的情怀涌上心头。而位于敖包吐沟里
的敖包山是同兴村境内的一座高山，是
我们必去的地方。因海拔的原因，远远
望去，山峰总会云雾缭绕，若隐若现的，
仙境一般。这里也是我与表哥儿时魂
牵梦萦的地方，当年父辈们将此地描述
的颇具神秘感，说是有神仙居住在山
顶。而每年农历6月13的“祭敖包”的
那份虔诚，更增加了如我们一般大小的
一代人对于“敖包山”这座当年可望不
可及的那份向往。

随着岁月的递增，在一个阳光明媚

的上午，终于爬上这座梦寐以求的大山
之时，真正被这座高山的雄伟所征服，
感受到一览众山小，山高人为峰的俯视
感觉。而表哥手里的相机记录下这里
的山山水水，而这里的神秘之处就是有
原始森林，未被牛羊践踏过的郁郁葱葱
的植被和随处可见的野生动物。空气
纯净清新。那座见证蒙汉两族人民团
结一心的“敖包”是由山那边居住的蒙
族牧民和山这边的汉族农民多年来用
石块堆砌而成，周围彩带飘飘，颇具神
秘感。随着时光的变迁，牛羊数量的急
剧上升，“敖包山”也没躲过牛羊的啃
食、践踏，昔日的天堂，已经不再神采奕
奕。表哥的文字里充满了忧伤……

多年来政府持续加大力度整治生
态环境，恢复生态平衡。山坡上再也不
见了散养的牛羊，放了多年牧的“羊倌”
二叔也放下了“鞭子”搞起了育肥。他
说：“还是得相信科学，相信政策，原来
一只母羊一年下一只羔从春天放到冬
天才卖几百元钱，现在育肥，母羊高产，
羊羔 3 个月就能出栏，效益翻了几翻
儿。”封山禁牧后生态恢复的很快，多年
未见的马鹿、袍子常常在村子附近出
没，沙尘暴也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
野。表哥依然是一如既往的关注着家
乡的生态恢复和发展，并盘算着在靠近
木石匣河边买块地皮建一处院子，退休
后，回归田园生活。

村民的思想在发生着悄悄的变化，
有意识的加入生态的恢复治理。切身
体会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同兴村的秀美山川只是北疆
风景线的一个缩小版，村民们固守着这
一份纯洁的天空，一抹斜阳，一个村落、
几间大瓦房，间或袅袅升起的炊烟，与
天空飘渺的白云交织成一幅完美的田
园诗画。而静静流淌的母亲河——木
石匣河生机盎然、清波碧浪、婉转萦回，
初春的迹象跃然纸上。那份独属于木
石匣河畔的春天已经不再遥远。

同兴村简介：同兴镇同兴村。全村总
面积27.4万亩，其中耕地面积2万亩，草牧
场24.8万亩、林地6839亩。下辖25个村民
组。户籍人口1183户3726人。常住人口
784户1879人。全村以种植业、养殖业为
主。2021年末全村人均纯收入13500元，
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9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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