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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树临风

“鸿雁展翅向南方，芳草底头多秋
凉,含泪告别阿爸阿妈，孩儿出嫁到远
方。云雾缭绕在草原上，秋风吹来花
凄凉,含泪告别众乡亲，今日出嫁到他
乡。当年牧羊在西山岗，冬暖草场花
最香,家中的奶茶茶醉人……终身陪伴
在父老身边。”这首《送亲歌》是古老的
蒙古族民歌，每当女儿远嫁，亲人们都
会吟唱，表达着女儿对家乡草原的依
恋，对阿爸阿妈和亲人的不舍。

七月的克什克腾草原，天高云谈，
满眼碧绿，小花如繁星般散落在铺向
天边的原野，河水潺潺，鸟鸣啾啾，牛
羊闲庭信步，坐在飞驰的车上我无暇
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想到老朋友锡
林的女儿要从内蒙远嫁到四川，就仿
佛看到两行不舍的泪水挂在锡林夫妇
略带高原红的脸上，这首《送亲歌》忧
伤的旋律也不自觉萦绕脑际。

巴彦查干苏木哈登宝力格嘎查，
距克旗人民政府100公里，毗邻最美达
达线。接到好朋友锡林的邀请，我驱
车前往，刚到独贵龙，就远远看到身着
鲜艳蒙古族服饰的迎亲队伍，在蓝天
草原的映衬下格外抢眼。悠扬的马头
琴声，甘醇的马奶酒，洁白的哈达，随
着节奏翩翩起舞的人群构成了草原最
美的图画。

人群中的锡林夫妇身着蒙古族盛
装，完全没有我想像中的忧伤情绪，脸
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锡林紧紧地抱
住我高兴地说：“有了网络再远也不是
距离，年轻人讲究的就是时尚浪漫。”
看到她们幸福的样子，忽然觉到自己
的担心略显多余。今天的两位主角则
更是吸足了眼球，蒙古族姑娘和四川
的藏族小伙在蓝天之下、碧水河畔、绿
草之上，在古老的云杉林和长生天的
见证下，演绎了一场返璞归真的人间
真爱，没有哗众取宠的煽情环节，取而
代之的是在网上对婚礼进行着全程直
播，与更多的人来分享属于自己的喜
悦。

其实，一对年轻人的结识就缘于
网络直播。

大学毕业不久的蒙古族姑娘阿密
尔熟悉家乡的一草一木。

哈登宝力格是蒙古语，汉语意为
岩石中的山泉。这里有一眼从地下岩

石中渗出的山泉，冬天也不结冰，一年
四季在独贵龙旁弹奏这叮当舒缓的节
奏，嘎查因此而得名。这里是锡林河
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国家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金界壕在草原上连绵起
伏，宛如巨龙诉说着历史的烽烟。草
原、沙地、疏林、湖泊、湿地、山峦错落
有致，珠玑点点。哈登宝力格的四季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童话世界。

春天来了，各种说不出名字的鸟
儿纷至沓来,在树上、在草丛中、在河滩
上筑起爱巢，哺育着下一代。

初夏的清晨，薄雾从河边升起，越
来越浓，慢慢的漫过村庄，伸手去抓却
空无一物，静立其中，薄雾又与你撞个
满怀。当太阳冉冉升起，雾也随之散
去，心中留下无尽的意境之美与禅意，
让人颇感释怀。

秋风习习，雏鸟开始练习飞行，洁
白的韭菜花星星点点，婀娜多姿的金
莲花招蜂引蝶，草原蘑散发着特有的
香味……各种草木日淅成熟，缤纷色
彩喧闹着整个秋天。

刚刚进入十一月份，草原已被白
雪覆盖，成群的马鹿、狍子在林间、草
地觅食，西沉的落日洒下一道金辉，照
着牧人们领回放牧了一天的牛羊……

这一切都是阿密尔从小到大的生
活日常。

脱贫后的哈登宝力格嘎查更是变
了新模样，户户通了水泥硬化路面，全
部建起了崭新的房屋，乡村振兴的热
潮早已在牧人心中涌动，聪慧的阿密
尔大学毕业后选择自主创业，她要把
自己的家乡推介到全世界，网络与电
商给了她绝好的平台。借助这一平
台，厌倦了都市喧嚣的人们纷至沓来，
哈登宝力格的四季也多了许多陌生
人。草原上、河岸边、沙地里多了拍婚
纱照的情侣、多了来写生的大中院校
学生、多了扛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师、
多了喜欢探险和草原深度游的“驴
友”，也多了为看星星而搭起如星星般
散落草原的帐篷。

阿密尔的直播引来了大量的游
客，也给嘎查的每一户人家带来了商
机。牧民敖其尔夫妇则搞起了牧家乐
旅游，住蒙古包，喝奶茶，吃手把肉，听
传统的蒙古族民歌，参与奶食品制作，

体验蒙古族婚礼，当一回蒙古族“女
婿”，挥动长鞭当一天牧羊人……家家
户户也利用闲置的房屋、蒙古包开起
了民宿，牧歌悠扬，马奶酒醇香，游客
对马背民族充满了无限的激情与向
往，牧人的生活日常成了城里人眼中
的诗与远方。

爱好越野的贺西格则当起了向
导，把草原深处的美景推介给游客，把
牧人冬夏轮牧让草原得以休养生息的
传统传播出去。一年下来，20多名牧
民实现季节性就业，或多或少的收入
充盈了牧民的钱袋子，而更重要的是
牧民的眼界宽了、路子广了、朋友多
了，生活也变得有滋有味。

牧民们的生活一路向好，阿密尔
的名声也大了起来，不但被牧民们选
进了嘎查班子，而且还引起了远在四
川搞旅游的藏族小伙的青睐。两个人
通过网络平台相互交流，向自己的游
客群体推介自己家乡的旅游资源。随
着事业的交流发展两个年轻人的心也
逐渐靠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两颗
年轻的心约定在美丽的草原上举办浪
漫且崇尚自然的婚礼。

傍晚，篝火点亮了草原、歌声嘹亮
了草原、奶酒沉醉了草原。

“总想看看你的笑脸，总想听听你
的声音,总想住住你的毡房，总想举起
你的酒樽……”听着遂心如愿的《我和
草原有个约定》，伴着深情、欢快的节
奏，我也加入到载歌载舞的人流中。

“青山不墨千秋画，草原无弦万古
琴。”看着一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看
着欢快起舞的牧民们，令人感慨万
千。脱贫攻坚让牧民富了起来，乡村
振兴为牧区又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
人才作为最活跃的因素，在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有许多像阿密尔
一样有活力、有知识、有想法的牧区青
年放弃在大城市生活的机会，纷纷回
到家乡创业，她们积极探索符合牧区
实际、遵循牧区规律、展示牧区文化特
点的前行之路，留住了绿水青山，记住
了乡音乡愁，光大了草原文化。

哈登宝力格嘎查简介：哈登宝力格嘎
查位于克什克腾旗北部，距巴彦查干苏木
所在地63.5公里处，距旗人民政府100公
里，毗邻最美达达线。如果说克什克腾是
内蒙古的缩影，那么哈登宝力格就是浓缩
版的克什克腾，嘎查一年四季盛景美不胜
收，锡林河源水清澈见底，金长城绵延起
伏，被赤峰市电视台等10多家媒体评为
“优美乡村”，嘎查面积29万亩，共有5个独
贵龙，户籍人口154户 504人，常住人口
142户462人，2021年人均纯收入3万元，
嘎查集体经济收入累计50万元。

散文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说实话，准备去新开地村的时

候我确实是一头雾水，我不知道怎

么写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只是想

听听这个村子里老人家们的故事，

试图以此走进他们的过去，感受独

属于这地方的韵味。

从乡里出发，越过一座座高高

低低的小山，到村里已经接近中午

了，村委会的忙碌让我更是平添了

几分无措。直到中午时分，整个村

子上空飘起袅袅炊烟，我仿佛被这

许久未曾见过的烟火气带回了许多

年前，那时候我还是个扎着羊角辫

的小姑娘，每天想的不是掏树上的

鸟窝就是掀仓房的瓦片，仿佛能找

到鸟蛋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那时候我家前后院住的都是亲

戚，想去谁家只是翻个墙头的距

离。去前院摘刚刚红透的西红柿、

去后院捡掉下树的李子、去后梁“寻

宝”，钻钻很多年前不知道哪位英雄

挖出来的山洞、摘摘漫山遍野到处

都是的沙棘、找个树荫几个人打打

沙包……总之老是带着一身土回家

后被妈妈骂上一顿。

换过衣服也到傍晚，因为怕被

妈妈做饭的烟燎成小黑娃娃的孩子

就拿着小板凳坐在院门口的大石头

上，一边吃着爷爷刚给买的冰棍一

边思考家家户户烟囱飘出来的烟到

底有没有升上天空然后被云吃掉，

顺便抢走太爷爷的拐棍杵到下巴上

装作真的很认真思考的样子。长大

后我住惯了城市，出了校门进单位

门，习惯了出门坐车，下车进家的生

活，似乎也忘了自己有多久没好好

看过天空，只依稀记得小时候的黄

昏是有味道的，而现在只剩下惹人

心烦的汽笛声。

看到新开地村的景象我好像回

到了我的小时候，想起来那些被我

尘封许久的快乐，原来这世间烟火

都相似，不同的也不过是我不再是

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罢了。

走过一段弯弯曲曲的小路，走

到村民王永贵家，一排崭新的牛棚

出现在眼前，71岁的王永贵精神矍

铄，感觉老人家的精力比整日坐在

办公室的年轻人还要充沛几分。他

告诉我年轻时他去买牛要趟着大雪

走一整天去达日罕乌拉苏木，买上

牛再赶着走回家，卖牛的话要赶着

走到乌丹去卖，现在交通好了，去哪

都方便了，不用像他年轻时为了挣

钱再受那份罪。王永贵一边说着自

己年轻的故事一边感叹道：“现在党

的政策真好啊，买牛政府还帮忙办

贷款，盖牛棚政府也有项目能帮忙，

不像我们年轻时，想干点儿啥都自

己一点一点弄，那时候政府也穷，整

个乡里只有一辆解放车，吃水得去

挑，吃不饱的时候玉米、糠都能当饭

吃，就不像你们这代的孩子不说苦

不苦，总之是没有人挨过饿。”听着

老爷子的叙述，我仿佛看到了雪地

里有一个孤独的身影赶着牛深一脚

浅一脚的往前走，天那么冷，人那么

少，可为了填饱肚子这段路再难走、

受再多的苦都要坚持住，我甚至感

受到那个年代的人为了生存什么都

可以付出、什么苦都能吃的决心。

是啊，现在生活好了，没人为了温饱

而去挨饿受冻，时代能发展到今天

说白了也是一辈一辈人用自己的血

汗换来的。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文

字能写出我的感受，只是感慨自己

真的很幸福，有人前赴后继的为我

趟平了未来的路，哪怕在不争气都

不用饿着肚子负重前行。

从王永贵家里出来，走过几户

人家穿过小树林，来到一个很深的

山沟沟里，那个我说不清的地方有

着老党员李子珍的家，那块短短的

山路让我想起我姥姥的老家，一段

很长的盘山路左边是山体右边是悬

崖，每次路过我都觉得自己快要掉

下去了。八十多岁的李子珍虽然听

力不是很好但身体很硬朗，他女儿

告诉我天气好的时候老人家还会种

种菜、浇浇树，这么多年从来不给儿

女添麻烦。老人家性格开朗，坐下

后就开始给我讲述以前，从分产到

户到改革开放，从他当村委会书记

到退休后种植了我走过的那片树，

说他最骄傲的就是一辈子都是党

员，年轻的时候也为村子服务过，听

着他说的话，我由衷的感到钦佩，这

些老党员都是为人民服务了一辈子

的人，年轻的时候他们凭着一腔热

血，为一方水土奉献了自己的全部

精力，年纪大了之后又为此骄傲，说

实话我觉得老人真的很酷。虽然如

今他们老了，但是也是老有所依，晚

年幸福，他们的孩子也为自己的父

辈感到骄傲，想做和自己爸爸一样

被人尊重一生的人。这大概就是传

承的力量，一辈一辈人的传承使我

们的党和民族越过越好。

很遗憾来的时候不是夏天，没

看到野花在田埂上怒放，清晨的露

水在花叶上滚动，也没能听到灌木

丛中传来的一声声蝉鸣……但是很

满足，听到了故事，有了一点点小感

触，让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更深了

那么一些。

新开地村简介：新开地村辖东营

子，西营子，达尔罕敖包，上四楞沟，下四

楞沟，沟门，总面积6.3万亩，耕地3.1万

亩，主上卜罗沟，下卜罗沟，东窝铺，厂房

子，敖包吐沟十一个村民组，户籍人口

1166户 2671人，常住人口364户 723

人，导产业为小麦，莜麦种植及牛羊养

殖。特色农产品土豆粉条。2021年人

均纯收入约98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累

计7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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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的人间烟火

■李冬绮

沿 303 国道驱车向北，出经棚
镇，下大坝梁，过热水塘温泉，就到了
宇宙地镇新地村。

新地村缩略图
大坝梁是一道分水岭，各支脉水

流从北坡顺势而下汇集乌梁苏台河，
流经新地村时，三道沟岔与它渐次交
汇。沿沟岔汇入点追溯而上，就走进
了新地村的炊烟最深处。二地、五地
沟和八地沿东南走向排列；申营子、
河西和西沟沿西南方向分布；张营
子、下局子、上局子、高营子、西洼子、
沟里和南洼新村一路逶迤至乃林沟；
烧锅地、头地、新地、山湾子和下河套
就在乌梁苏台河两岸。“三道沟岔一
条河”勾勒出新地村的地理轮廓。

乌梁苏台河新地村河段中间宽，
两头窄，像一条酣然嬉戏的锦鲤，头
南尾北，健硕肥美，两岸村庄毗邻，阡
陌交通，鸡犬相闻。去年夏天回村，
只见新桥横跨两岸，人在桥上走，鱼
在水中游，几道瀑布阶梯状倾泻而
下，鸟叫正欢，蛙声正响，眼前青田沃
野，浅水弯弯，心情好不惬意！

“有山皆图画，无水不文章。”乌
梁苏台河为新地村增添山水灵性，为
新地人涤洗岁月风尘，它是上天赏赐
的膏腴福祉，绵长不绝，厚济苍生。
春天，河水浩浩汤汤，奔流不止，老乡
引水入渠。渠中春水喧腾，银蛇般窜
进农田，顿作甘霖，润物无声。此时，
新地村万亩大平地水汽蒸蔚，一派生
机。

以前，浇地费时费力，看水的，寻
渠的，拨水的，堵田埂的……马不停
蹄，昼夜不歇，一旦有人半道截和，就
会纷争四起，发生斗殴。如今，村里
有公正公平的管理制度，加之村民素
质日渐提高，浇地事宜得以有条不紊
地进行。灌溉结束，田畴平整，土地
暄松，墒情刚刚好。

灌溉是一支片首曲，拉开新地村
春播夏作、秋收冬藏的帷幕。些许时
日，青苗破土而出，老乡眉开眼笑，无
限憧憬就在脸上。夏季，玉米吐须，
谷子秀穗，葵花朵朵盛开，满眼碧绿
金黄，一幅锦绣，十里长廊，新地村美
如画卷。时至金秋，牛羊肥壮，马儿
欢腾，新地人在丰收的喜悦中奔忙不
止。
赶上飞速发展的高科技时代，新地人
脑子更活，眼界更宽，路子更广，产出
更接近进市场需求，实物变现更快、
更直接。同时因地制宜，广开财路，
开创了舍饲养牧、大田作物、蔬菜种
植和中药栽培等多种产业并存的喜
人局面。

幸福院的慢时光
新地村有座幸福院，坐落在头地

组东山角下，由村部出资翻新，统一
装修，专门收容全村孤寡或留守老
人，这里曾是新地小学。走进院子，
几株老树身姿挺拔，生气不减。当
年，在这里背过《草原》《再见吧亲
人》，至今烂熟于心。睹物思人，时光
倒流，又听闻书声朗朗。

见我进院，五姨奶出来接迎。姨
奶的家一进门口是客厅，几位老者围
桌而坐，扑克牌摔得带响儿。参战的
运筹帷幄，观战的屏气凝神，赢了一
脸自豪，输了叫悔不迭，免不了一通
埋怨急头白脸，转而若无其事，继续
投入“战斗”，那神态憨直可爱，稚如
顽童。

厨房正对储物间，淡蓝的吊顶、
雪白的瓷砖干干净净。厨房装有自
来水、净水器和节能锅炉。橱柜上，
电饭锅、电水壶、电磁炉、煤气灶一应
俱全。储物间靠墙放着橱子，搁板上
米面粮油、茶糖果蔬齐备。

跟姨奶走进卧室，房间窗明几
净，阳光充足，屋角儿吊兰绿得耀眼，
细蔓儿流苏一样垂在半空。大火炕
上，格子炕单朴素大方，行李叠放整
齐，刚一靠近，顿觉暖意扑面。喝一
口老砖茶，吃一颗大红枣，和姨奶闲
聊起来。姨奶告诉我，老人们免费入
住幸福院，水电费由村里统一支付。
除此之外，村里还定期为老人免费体
检。

走出幸福院，心中感慨万千，大
院换了主角儿，可幸福的味道有增无
减。老有所养、安享晚年是老人们风
雨人生的最大慰藉和圆满。

长寿村庄长寿人
新地组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新地

村部所在地。顺路去村部办事，一下
车遇见六奶奶，她背着酒红色斜挎
包，头戴驼色针织帽子，一条围巾松
松散散绕在脖子上，像一双手护住她
的下巴颏儿。老人步子不快，却稳稳
当当。疾步走过去，问她认得我不，
老人稍一端详，随即喊出我的小名
儿。六奶奶攥住我的手抚摸着，搓揉
着，这来自长辈的抚慰令我倍感亲
切。问及老人高寿，她大声说：“九十
六了！”此时的六奶奶像个天真的孩
子。

六奶奶至今独居，儿女软磨硬
泡，老人就是不进城，不住楼，一门心
思守着她新地的老宅，天黑就睡觉，
天亮就起床，做饭洗衣，收拾屋子，一
刻也不闲着。这会儿，老人在等孙子
开车来接她去热水赶大集。

回到经棚，和父亲聊起六奶奶。
父亲说，在新地，六奶奶年纪最大，此
外，七八十岁的老人也不少。接着，
父亲一一说出姓名，我负责记录，统
计结果令我大吃一惊。在新地这个
小村庄，九十岁以下、八十岁以上的
老人有二十一位，目前生活自理，还

力所能及做家务。八十七岁的李凤
荣大娘更是耳聪目明，村里红白喜事
她都要随份子，高兴了，还喝上几两
白酒。八十岁以下、七十岁以上的老
人有二十九位，这其中包括我七十三
岁的老父亲。父亲六十五岁那年徒
手夺刀，配合特警救下两条人命，被
评为赤峰市“见义勇为道德模范”，堪
称我辈楷模。村里六十多岁的人干
劲十足，正忙着发家致富呢。父亲接
着说，现在，农村和城里没啥两样，吃
穿不愁，看病由国家报药费，多干活
儿，少生气，且活呢！看神情，父亲仿
佛又回到他年富力强的盛年时光。

勤劳是医病的良药，敦厚是长寿
的秘籍。我的故园，我的村庄，竟然
寿星云集！我不敢贸然称它“长寿
村”，唯真诚祝愿前辈们健康平安！

辞旧迎新、革故鼎新、焕然一新、
万象更新……一个“新”字，凝聚了多
少世间美好！感谢先人用“新地”这
样一个词汇命名我的村庄！“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新地人具有牛的韧
劲儿、虎的精气神儿，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从未止步。新年伊始，新地人必
将一如既往，阔步向前，作为新地儿
女在此虔诚祈愿：福址沐朝阳，大道
满霞光，好人好事好年景，新地新村
新征程！

新地村简介：新地村位于宇宙地镇
中部，沿303国道分布，总面积25万亩。
耕地面积3.95万亩(其中水浇地面积1.1
万亩)，退耕还林面积0.86万亩，草牧场面
积12.02万亩，有林面积7.71万亩。下辖
23 个村民组，户籍人口 1464 户，3659
人。全村家畜存栏 9119 头只，其中牛
977头、马133匹，羊7791只。以蔬菜、
中草药、玉米种植为主导产业，粮食产量
905万斤，2021年人均收入11500元，村
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2万元。

散
文

虎
年
新
地
说

■
李
云
鹤

如果提及乌兰布统苏木，首先要说
的自然是孤山嘎查。

因为孤山嘎查是乌兰布统苏木的
圆心。

孤山不孤，在不算太长的历史记忆
中，它频频易主易名。

孤山是乌兰布统苏木界内的一座
独立的山，因村民委员会驻地位于孤山
二组，故得名。孤山嘎查位于乌兰布统
苏木驻地，东邻芝瑞镇，南接河北省围
场县，西连元宝山嘎查，北与小红山子
嘎查为界。1945年12月隶属经棚县七
区（萨岭河区）；1948年3月隶属克什克
腾旗萨岭河区（合盛源区、七区）；1958
年 10 月人民公社化，隶属红山子人民
公社；1959在此建农场，隶属昭乌达盟
红山农场，行政区划隶属红山子人民公
社；1962年更名为孤山大队，隶属吐力
根河人民公社；1964年场社合并，组建
红山军马场，孤山大队更名为孤山连
队，隶属红山军马场；1984年1月建乌
兰布统乡，孤山连队更名为红山军马场
村，隶属乌兰布统乡；2001年8月经赤
峰市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乌兰布统旅
游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克旗人民政府
派出机构，红山军马场村，隶属乌兰布
统旅游开发区管理委员会；2003 年红
山军马场村更名为孤山居民委员会，隶
属乌兰布统旅游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2年1月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批准设置乌兰布统苏木，孤山居委会更
名为乌兰布统苏木孤山嘎查委员会，隶
属乌兰布统苏木。下辖一组、二组、烟
子窑，连营4个独贵龙。 ，

孤山不孤，因为乌兰布统的大美，

尽在孤山的俯仰中。
孤山之美，在山之奇——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乌兰布统
草原上的山都不高，不管是在历史的记
载中，还是在人们的传说中，似乎都没
有神仙，但孤立的几座小山却备受人们
青睐，又遐迩闻名。

站在孤山之巅远眺，西南面也有一
座孤立的山峰——如梦如画的五彩
山。如果是风霜高洁的晚秋，因其植物
群落的多样性，把这座金字塔般的小山
幻化得五色斑斓，叠翠的峰峦，不逊于
甲天之下桂林的独秀峰，此峰独秀，秀
美了这片天堂草原。

站在孤山之巅远眺，西北面大约五
公里处，还有一座褐红色的山峰，这座
山峰兀立于沙地和草原之间，远远看
去，就像一只倒立的红色坛子。这就是
闻名遐迩的乌兰布统峰，蒙古语意为

“红色的瓮”乌兰布统苏木因此得名。
站在孤山远眺，依稀可见元宝山，

元宝山状如元宝，这里才是乌兰布统的
龙兴之地。

站在孤山之巅东望，是巍峨起伏的
喇嘛山。喇嘛山，是默罕恩都尔山西部
的延伸，它的躯体涵养了众多河流——
吐力根河、白岔河、乌兰公河，还有许多
不知名的小河均发源于此。

五山鼎立，相望相守，脉脉含情，眷
恋着这片天堂草原。

孤山之美，美在水之韵——
走下孤山之巅，沿孤山嘎查驻地

（红山军马场）一路南行约八公里我们
便来到了所谓的滦河“源头”——吐力
根河的发源地。吐力根河，也是内蒙古
与河北两省区的界河。站在界河的桥
上，你会轻松找到一步跨两省的感觉。
我们通常见到的滦河源头，其实是为了
打造旅游品牌，满足游客所需，在内蒙
古与河北交界路口的塔头湿地处所建
造的人工湖，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重要
的旅游集散地。这里有琳琅满目的旅
游纪念品和两省的土特产品，这里，你
可以去感受蹦极、漂流的激情与刺激，
也能体会骑马、射箭的闲情逸致，同时，
面对这湖光山色，又自然地激发起你追
本溯源的情怀。

从滦河源头东行，大约一公里处，
便来到孤山嘎查烟子窑独贵龙，这里地
处墨罕恩都尔山南麓，依山傍水，有一
泓由绿野和白桦簇拥着的碧水深潭(人
工湖），她是那样静，清风徐来，水波不
兴；她是那样清，清的可见湖底的细沙，
水草的摇曳。这一汪碧水，宛如少女的
款款秋波，在顾盼着这片美丽神奇的草
原。

孤山之美，美在历史人文——
在吐力根河北岸，距烟子窑一公里

处，便是孤山嘎查的连营独贵龙，公元
1690 年，康熙统领大军平定漠西蒙古
准葛尔部葛尔丹叛乱，康熙帝在此排兵
布阵，号称十二座连营。“黯淡了刀光
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三百多年过去
了，今天，当我们来到这里驻足流连，
除了欣赏这里如诗如画的风景，又无法
不去凭吊那段凝固在时空里、融化在青

山绿水间的铁血风尘。
烟子窑独贵龙，民国年间，姓郭的

人家在此始居建窑烧桦皮烟子油形成
村，故得名。烟子窑位于乌兰布统苏木
人民政府驻地7公里处，东邻孤山嘎查
草牧场，南接吐力根河，西连孤山嘎查
草牧场，北与孤山嘎查草牧场为界，村
落虽小，但拥有湖光山色之美，加之敦
厚淳朴的民风，置身此地，草原山脉河
流湖泊与你相拥相偎，令人如痴如醉，
流连忘返。

孤山之美，美在观念信念---
三十五年前，我曾经有过在乌兰布

统工作的经历，那时当地的人们有过一
句口头禅“乌兰布统一年刮两次风，一
次刮六个月”，的确，当时由于过度垦
荒，乌兰布统草原严重沙化，每到春末
夏初，黄沙漫天，遍街泥泞，举目天边，
满目萧然。

2010 年，乌兰布统苏木和红山军
马场从生态保护与建设的长远高度出
发，共同决策，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彻底
退耕还牧还草，当时，仅孤山嘎查就退
耕一万余亩。

如今，孤山嘎查已告别了昔日的黄
沙漫天，遍街泥泞，彻底恢复了原生态
的风貌，依托乌兰布统草原的资源优
势，完美实现了从传统农牧业到现代旅
游业的华丽转身，步入了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的康庄大道。

孤山嘎查党支部书记倪明友豪迈
地说：“乌兰布统草原是北京的后花园，
只要我们坚信习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脚踏实地，躬身力行，
就一定能把这里打造成人人向往的天
堂草原”。

天堂草原，走你——大美孤山！
孤山嘎查简介：孤山是嘎查界内的一

座独立的山，因村民委员会驻地位于孤山二
组，故得名。 下辖孤山嘎查一组、孤山嘎查
二组、烟子窑，连营4个独贵龙。总面积
226.6667平方公里，户籍人口659户1658
人，常住人口582户1579人。以畜牧业和
旅游业为主，草牧场面积28000公顷，2021
年6月末牲畜存栏3149只匹。农牧民专业
合作社3家。旅游从业人员712人。2021
年人均纯收入收入1.6 万元，嘎查集体经济
收入累计6.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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