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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树果

由乌兰布统苏木所在地西去十多公里，
逶迤彼伏的原野间赫然耸兀起一座山，状
似元宝，峻极且美，名为元宝山。而倚栖岗
岭的北缘，盈盈一泓晶莹，倘若盛夏远远眺
望，仿佛丽日下崛茵而生的硕大鲜蕈，亦称
蘑菇湖。湖水清澈碧透，宛如少女明净的
眼眸，与海拔1800米高的宝山深情凝视。

元宝山，寓意富贵而又有诗意的地名，
它既承蒙了大自然的恩赐，也寄托着先辈
们美好的心愿，曾让多少代生于斯长于斯
的人们引以自豪和憧憬。

“牛车断套隐草丛，灌木成墙人难行。
清晨骑马湿膝盖，飞禽走兽随处寻。”这一
首晓畅朦胧的歌谣，定格在时空的阡陌，守
望这里千年的过往。追溯到二十世纪五六
十年代，元宝山声名鹊起，用大名鼎鼎妇孺
皆知来形容并不夸张。1957 年，国家商业
部在全国选址建起18个商业牧场，元宝山
依凭生态禀赋入列其中。从此，这里年年
草浪翻卷，岁岁牛羊肥壮，成为塞北一抹碧
绿的商品肉食生产基地。

我已是两次走进宝山。第一次是1995
年，为了写一篇反映元宝山牧场锐意改革
求发展的报告文学而来。那次重点采访了
企业改革者和创业者李宝珍先生。如今二
十六年过去了，我又一次来到宝山，为“黄
岗杯·绿水青山乡村行”征文而来。这次一
行来访的几位文友，每人各去一个嘎查实
地采风，于是我自报家门去了宝山。今天
的宝山，已经划为乌兰布统苏木的一个行
政村——元宝山嘎查。

初冬时节，落脚这片上苍眷顾的大美方
圆，眼前呈现的是一幅迷人的冬景特写：岚
霭茏日，素裹银白，琼枝飞花，泠清欲雪；天
光晖映下的疏林、草地、灌木丛，粲然生色，
交织成画；再远眺便是由低到高，由近及远
的原始次生林，连缀成鲜明的生物景观，都
氤氲在冬的童话里。此时，草木沉醉，鸟雀
怡然，让人感悟到久违的爽悦。

元宝山最令人称道的是自然生态恢复
的速度。2000年，这里还困于沙化、半沙化
状态。而今已拥有40万亩天然草场，5万亩
原始次生林，5万亩人工林草，植被覆盖率
已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就是现在的元
宝山嘎查。

走进嘎查委员会，会议室和廊道的墙壁
上，一幅幅照片和文字记录着元宝山发展
的足迹，向我们诉说这片热土的沧桑之
变。1998 年，改制后的元宝山牧场退出了
历史舞台，划为乌兰布统乡元宝山村，2013
年又更名为现在的名称。纵观元宝山半个
多世纪的变迁，其实就是一部鲜活的生态
发展史，因生态而腾达，因生态而折戟。牧
场始建初，这里林密草深，鸟兽䴢集，尤其
旁临的一条水脉——西大河奔流而过。境
内湖河交错，空气温润。曾采写《谁是最可
爱的人》而名的作家魏巍，五十年代末随商
业部官员到元宝山采风，当时他在随访录
里这样描述：一片混沌的天地，裹挟着自然
界最蛮荒的原质——所到之处，有坑就有
水，有水就有鱼。……六十年代牧场大发
展，指标冒进，牲畜头数连年递增，高峰期
达到五十万头只。因超载过牧，草牧场不
堪重负，随之，生态恶化，满目疮痍。

元宝山是现实的，也是梦幻的。面对严
酷的现实，宝山人幡然醒悟，率先意识到，
不尽早恢复生态，我们就没有生路！在牧
场改制后的初始，第一个响亮地提出：“一
手恢复生态，一手促民增收。”如今，这条坚
实的口号，依然书写在嘎查委员会院墙上，
成了几届“两委”班子坚定笃行的座右铭。

在元宝山嘎查采访时，我听到最多的两
个字是“变化”，这变化如梦幻般新奇，他的
背后是一串串发展的数字和故事。当然，
让我感兴趣的是宝山人痛定思痛后的觉醒
和而今迈步从头越的魄力。

魄力一，率先将境内耕种的 5000 亩土
地全部闭耕，包括原有的饲料地——退化
沙化的草场实施封育、免耕种草，让生态休
养生息，逐年复原。魄力二，率先实施全域
舍饲化。境内的大小牲畜，不分季节，不分
地域，不分时间，一律舍饲禁牧——现在家
家有永久性棚圈，户户有过冬暖棚，村村有
高标准贮草站。星罗棋布的舍饲配套设施
煞是醒目，成了冬日暖阳下一道靓丽的风
景。魄力三，作为主导产生的肉牛肉羊养
殖重质提效。肉牛主推乳肉兼用的西门塔
尔，肉羊主打蒙古肥羊、昭乌达肉羊，并与
时推进规模化养殖。现在，达到200头只以
上规模的养殖户\已超过100户。

那天，冒着凛冽的寒流，我和嘎查党支
部副书记盖俊喜，驱车来到梁东独贵龙养
牛大户宋开龙的家里。和主人攀谈得知，
今年50岁的宋开龙，从事专业养殖十几个
寒暑，初步形成规模化养殖，现在，基础母
牛已达到60余头。近年来，宋开龙瞄准旅
游市场，又开拓出一条新的致富门路，通过
自己的辛勤付出，繁育饲养起20匹当地的
纯种蒙古马。每年旅游季节到来，他和妻
子便分头去附近的景区，出租自家的马匹
或给游客提供牵乘服务。仅这一项全家年
可创收20万元。现如今在宝山，草原游乐
在延伸，马文化魅力在光大。绿野畅游，纵
马穿越等富有刺激的项目越来越受青睐，
正发展成为宝山的一个招牌产业。

西方一位哲人说过，谁拥有了生态，谁
就接近了财富。历尽沧桑成此景，到宝山
来，可以真真切切领悟“天人合一”的生态
伦理，感受这高纬度旷野间的秀美和竣
逸。宝山人借助天时、地利的自然优势，为
做强畜牧养殖和旅游这两大主导产业，正
蓄势发力。盖俊喜在展望发展前景时语调
激昂：“元宝山嘎查目前正处在营造之初，
百业待兴，我们紧紧抓住国家政策和项目
支持，抓住国家生态保护经济转型机遇，后
发有势，将迎来黄金发展期。”眼下，京乌高
速公路互通枢纽——G20一级公路从这里
出发，国道304线在此贯通，连接了乡村和
城区，让宝山人致富奔小康的激情有了顺
畅的通道，而秀美的山川与厚重的人文底
蕴，又为宝山助力乡村振兴增添了强劲动
力。放眼环顾，元宝山嘎查规划先行，建设
紧跟。村舍实施互联网覆盖，村貌亮化美
化，旅游产业提档升级——建设高规格跑
马场、房车营地、民俗文化草原风情一条
街，打造集休闲、观光、演绎、文化、美食、购
物、娱乐于一体的多元化业态。

醉人的绿，七色的景，构成元宝山山水
林田湖草沙独特的生态文化元素；营造了
天人合一的梦幻之旅，牧养心灵的圆梦之
地。终于明白宝山人最大的寄托：不仅拾
起了历史失落而又复苏的生态梦，也正在
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致富
梦。

我们有理由说，未来宝山的一切美好愿
景，都会在这里实现。

元宝山嘎查简介：乌兰布统苏木元宝山嘎
查，距苏木政府所在地西21公里，所辖6个独贵
龙，户籍人口769户 1769人，常住人口235户
591人。总面积52万亩，其中草牧场40万亩，林
地10万亩；畜牧养殖和旅游业为嘎查主导产
业。2021年末，人均纯收入2.5万元，嘎查集体
经济收入累计86.5万元。

散文

宝 山 逐 梦

有人说如果芝瑞镇是一个大户人
家的话，那么富盛永村则是一扇贴着
富字的北门。不错，过黑水桥，打开这
扇门抬头眺望古老的西拉沐沦河北岸
联丰村、河南店村峰峦叠翠。沿着著
名的西拉沐沦大峡谷而上可以去红山
子乡，顺流而下飘过九曲十八弯是天
盛号，万合永。

潢水南岸富盛永村最美的地方是
大漠里的公益林。每逢春季那里被人
们誉为“大漠花海”。

公益林连着我家的玉米地。去年
“五一”，我领着两个上大学的女儿看
玉米苗的长势。一场春雨过后，暖暖
的春风轻抚着绿油油的小苗儿向我们
招手。几只美丽的蝴蝶从我们身边翩
翩而过，迎着明媚的阳光亮闪闪地飞
往公益林。我们的目光追随着漂亮的
蝴蝶放眼望去，正值公益林柠条花盛
开的季节，浓密的黄花汇成一望无际
的金色海洋。两只珍贵的灰鹤在花海
上面碧蓝的天空里盘旋着，一唱一和
地唱着优美的“二重唱”。两个孩子像
两只蝴蝶在花丛中嬉戏着，手机不停
地变换着镜头。

“妈妈，它们的家是不是在这花丛
里？”小女儿指着空中的灰鹤问我。“一
定是的，黄花树下枕安然嘛。”颇有文
学素养的大女儿抢着说。

叽叽叽……一群可爱的小绒球从
我们脚边滚过，小女儿弯下腰伸手想
捧一只看看。沙鸡妈妈扑打着翅膀疯
狂地向她脚边啄去。“妈妈！”小女儿吓
得飞快地躲到我的身后。

“它怕我们伤害它的孩子，这是它
们的家园。”我对她们说。

“姨，钟姨！”一个帅气的小伙子从
柠条丛的花海中向我招手。谁家孩
子？我快速地搜索着记忆。

“姨，你不认识我啦？”帅气的男孩
俏皮地对我说“羊倌，你的同行，当初
在这里迷路被老队长救的那个小羊
倌！”

哦！我恍然大悟，惊喜地看着
他。小帅哥告诉我他己研究生毕业，
在市农科院工作。他是来玉米地里取
一些沙土的样本回去，培养一种能适
应这里土质气候的种子。

我们高兴地聊着，“呼”的一声老
队长骑着摩托车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
奔向大漠深处，那里又栽了一大片树，
护林员是这位三十多年的老队长，老
党员。

男孩望着老队长远去的背影，深情的
目光久久不愿挪开……我也随着男孩
的目光思绪悠悠回到从前。

二十年前，我从潢水北岸嫁到了
南岸的富盛永村马架子组。那时候，
马架子组东西两面只要翻过山岗全是
一望无际的沙漠。每到春天，两面的
茫茫大漠像两条狂龙咆哮着相互撕咬
着，搅得天翻地覆，黄沙满天。我刚刚
嫁到这里的时候心里甭提有多后悔！

马架子，顾名思义低矮的小土房
子。住在村子里的人们清晨起来第一
件事就是清扫院门口的沙子。如果谁
敢偷懒几天不清理，他就别想推开院
门走出去。那时候我常常想：如果那
天一场巨大的沙尘暴过后，整个村子
会不会成为沙底楼兰。富盛永村四个
组的土地大部分在沙漠里，却无法耕
种。因为无法修路。马架子组老队长
曾带领着村民修过几次路，都没有成
功，因为一场大风过后，修好的路就会
变成若垄若链的沙丘。

当地党委政府政府为了治理沙漠
规划了七千多亩的草籽地，种上柠条
和山竹子等防沙植物。并且实行了春
冬休牧、舍饲圈养等政策。

一场春雨过后，弱小的幼苗在风
中颤抖着，不断有偷牧者来放牛羊，需
要有人来管理看护！

可有谁肯干这得罪人的活，而且
十分辛苦，每天要在沙漠里跋涉几十
里路。

村党支部选中了马架子组的老队
长汤玉臣，他为人正直，爱较真，做起
事来一丝不苟。

做一个护林员谈何容易。记得那
是老队长刚当护林员的一个傍晚，春
天的黄沙敲打的窗户啪啪声响，人们
都忙着收拾放在院里的东西。突然我
听见老队长家门前有女人的哭叫声。
我怕淑英嫂子有什么事，加快脚步向
他家奔去。

只见一个女人坐在地上，一头乱
蓬蓬的头发像个鸟窝，上面沾满油腻
灰尘。身上的衣服已经看不出原来的
颜色，袖口和膝盖露出黑乎乎的棉
絮，灰土满面地哭叫着。

“嗷、嗷、不活了！汤玉臣你出
来！你们家的草籽地吗？凭什么不让
去放羊！”她嚎叫着露出一口大黄牙。

老队长不在家去草籽地巡察去
了，他的妻子淑英嫂子吓得躲在屋里
不敢出来。

门前叫骂的女人越来越嚣张，她
双手插着腰，伸着脖子公鸭似的叫骂
着。光脚穿着一双破旧的胶鞋，两个
黑黑的大脚指露在外面，每跳一下，黑
脚指就蠕动一下，像两条硕大的黑蛆。

周围一圈子人围着看热闹，活像
走江湖耍猴的猴儿。

正当她耍得入戏时，老队长满头

大汗地背着一个小男孩走回来。那孩
子约有十一、二岁。浑身是土，看不清
眉眼，小脸，小手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
血口子。

孩子瘦弱的的小肩膀上背着一个
小书包，他看见正在叫骂的女人“哇”
得一声大哭起来，“妈妈！你别闹了！
风太大了！羊都跑丢了，我追赶羊群
被风刮倒在沙坑子里，站不起来了，是
汤叔给我找到羊群，又把我背回来。”
男孩舔了一下干裂的嘴继续说：“我要
读书！汤叔说，只有好好学习，将来才
会有出息！”话音未落，一本四年级的
小学数学课本从破旧的小书包里掉了
出来。孩子的眼泪划过脸颊上的血痕
一滴一滴地滴落在那本课本上，周围
的人们都叹息着。

老队长和淑英嫂拿出他们给自已
儿子积攒的学费默默地塞进男孩满是
伤痕的手里。淑英嫂慈爱地抚着他的
头，温柔地擦去他脸上的血渍和泪
痕。慈母般地叮咛着：“明天就去学
校，好好地学习哈！将来考大学！”

女人惊讶地望着老队长，紧紧地
把孩子抱在怀里，泪水冲刷着脏兮兮
的脸。

时光如西拉沐沦河的流水，匆匆
流过。转眼十几年的时间，精准扶贫
项目普惠富盛永这个门户之村。在政
府的帮扶下，西拉沐沦河边的三个组
百余户的村民结束了住低矮的小土房
子的历史，全部盖起了欧式别墅小
院。每逢春夏小院里盛开的牧丹花宛
如一片一片的五彩祥云，把整个村庄
衬托得如诗如画。

七千多亩的草籽地在老队长的呵
护下长成了公益林。老队长又组织马
架子组村民修了一条通往沙漠的沙石
路，人们把那些荒芜已久的土地重新
翻播，种上了玉米，牧草等作物。只要
雨水调和村民们都有一笔可观的收
入。

嘀—嘀—摩托车的呜笛声把我从
浓浓的回忆中惊醒。巡山的老队长回
来了，他拍了拍正在玉米地里忙碌的
男孩的肩膀笑着说：“好小子，有出息，
这几千亩的沙田就看你的了。”

男孩抓住老队长的手，两人相视
而笑。我忽然想说：少年有为，志改沙
漠良田。

希望这片土地像它的名字一样：
富盛永。

富盛永村简介：富盛永村位于克什克
腾旗南部，距离旗政府30公里，全村共有
14个村民组，户籍人口826户 1726人。
常住人口356户760人，总面积20万亩，
其中耕地1.193万亩，草牧场9.09万亩，退
耕还林4361亩，种植业以玉米、马铃薯、西
瓜、小南瓜种植为主。2021年人均纯收入
108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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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的呼唤

■钟玉春

芝瑞镇，是一片红色的土
地，兴华村，就位于芝瑞的核心
位置。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为歌
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段，芝
瑞人唱出了：“羊角山振臂欢呼，
百岔河扬波起舞”的唯美劲歌。

山川是文化的滥觞，河流是
文明的摇篮。兴华村，位于白岔
川上游，在2.2万亩的土地上，三
沟（头道沟、二道沟、三道沟）、一
川（白岔川）、两漫甸（莲花山和
小井漫甸）构成了地貌的复杂性
和多样性。境内高山耸峙，漫甸
高拔；山川宽阔，土肥水甘。白
岔川河水奔流，莲花山绿海葱
茏；大河两岸，沃野花香。羊角
山挺起扶摇羊角，直刺青天；三
道沟峡谷群峰排闼送青，岩壁美
人图脉脉含情；关岳庙披霞映
彩，透过潇洒禅意……碧草、绿
树、繁花、群峰烘托起的连绵锦
绣，充满生机与活力；五谷飘香
六畜兴旺的灵秀天地，负载着万
载追求。兴华村，从历史走到现
在，草灰蛇线，伏脉千里；天地形
胜，溢彩流光。

新中国建立前后，兴华村归
属风树区（五区）管辖，在革命战
争年代，涌现出了革命烈士于凤
宝，吕家沟门是五区政府所在
地，至今仍矗立在后山的碉堡，
无言地诉说着往昔的峥嵘岁月。

在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兴华村坚持农牧为本，多种
经营方针，父老乡亲们积极响应
党的号召，满腔热情地投身到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热潮中，治山
治水、平田整地、农田林网化，大
地园林化，专心致志建设家园河
山。俗称“铁底铜帮”的白岔河，
农田平整如棋盘，五谷飘香保丰
收，每年都向国家交售优质商品
粮。牛羊满山坡，猪鸡满圈跑，
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兴
华村的上下小井组成为赤峰市
旱作农业试点，康家树林水浇地
小麦单产曾突破千斤大关，莲花
山土豆种植基地获自治区农业
丰收奖。

时间雕刻岁月年轮，激情书
写时代华章。在改革开放，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兴华村
发挥独特的自然经济地理优势，
经济发展迈出新步伐，大搞以植
树种草、封山育林为主的生态建
设，对主要沟坡实行“三不动”封
山育林措施，在莲花山，小井漫
甸以“大会战”方式进行大规模
人工植树造林种草工程，广大干
部群众栉风沐雨、披星戴月，一

代接续一代苦干数十年，使昔日
荒草萋萋、生态极度恶化的莲花
山漫甸，变成了林带如棋格、沃
野花烂漫、农田豆麦香的人间胜
地。莲花山生态建设工程获内
蒙古自治区奖励。

抢抓机遇，开拓创业。兴华
村发掘出了珍贵的玄武岩石材
资源，开启了赤峰地区石材产业
先河，“敖包黑”名牌石材名满天
下，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石材产
业成为芝瑞镇富民的支柱产业，
兴华村建立了石材加工小区，拥
有大小石材加工企业百余家，群
众从事石材产业工作近万人，群
众年收入近亿元，石材产业成为
本地富民产业。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
石材产业给兴华村带来了财富
和机遇，但石材采掘和加工也严
重破坏生态环境，致使山体支离
破碎，植被严重摧残，水土流失
严重，水体遭到严重污染。事实
表明，石材加工的大规模经营，
与党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方略
不相符合，长此以往，对本地区
的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严重后
果。一边是丰厚的利益，一边是
国家利益和永续发展，不能吃祖
宗饭，砸子孙锅，为眼前利益而
破坏安身立命的生态环境。兴
华村各族群众听党话，按政府政
策办事，宁肯舍弃生财之道，也
要保住绿水青山，关闭了石材矿
山和石材加工小区，痛苦的选
择，是明智的选择，也是转换发
展方式的理性飞跃。

党的政策好，致富路千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兴华村在产业
经营上又大放异彩，充分利用丰
富的风能资源，在莲花山、小井
漫甸建立了风电产业基地，高拔
坦荡的漫甸上，风机耸立如林，
电网纵横交织，丰厚的风能转换
为电能，源源不绝的输入国家电
网。羊角山下，国家重点能源建
设工程芝瑞抽水蓄能电站正如
火如荼，滔滔白岔河水将转换出
绿色清洁电力，调节风电，为国
家现代化建设提供动力。为了
国家发展建设大局，兴华村父老
乡亲们做出了巨大牺牲，两个村
民组搬迁移民，土地、林地、村庄
被征占，故土难离，家山难舍，但
是乡亲们识大体、顾大局，按时
移民搬迁，保证了工程顺利开
工，理性与科学，融合与创新，在
兴 华 村 新 生 代 显 得 鲜 明 而 生
动。神话传说羊角山中有金马
驹踩着海眼，只待盛世而腾飞，

在新时代兴华人的眼里，传说的
金马驹已蓄势待发，为时代添加
最绚丽的华彩。

向好向上，求新求优，是兴
华人的禀赋。兴华村的人民是
勤劳的、能干的，他们在能源经
济建设中发现了商机，现在一方
面积极参加抽蓄电站建设就地
打工挣钱，另一方面，他们从抽
蓄电站未来发展中，看到了生态
旅游的前景。大榆树下神榆酒
家建起了酒楼，莲花山土豆基地
生意做到海外，地要种，但逐渐
向大户集中，已实现了机耕作
业。畜要养，要按规模化生产、
产业化经营。加快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已为生态旅游开发打
好了基础。观念转变天地宽，兴
华村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在国
家的现代化建设中找到了富民
强村新的增长点。

时间铭记梦想的足迹，历史
铸刻奋斗的功勋。翻检兴华村
的历史，不乏繁华的记录，不乏
骄人的成绩，作为兴华人，每每
与人们谈起乡情，自豪之情油然
而生。故乡做为我们接续奋斗
的基石，一代代兴华人弘扬光荣
传统，庚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
使命，踔励强村富民，他们脚踏
实地，勤劳能干，用炽热的情感、
持之以恒的奋斗精神创造着兴
华的未来。

兴华村简介：兴华村位于白岔
河上游，总面积2.2万亩，其中耕地面
积1.4万亩，林业用地面积5.2万亩，
有天然林3.2万亩，人工林面积2万
亩，退耕还林面积2140亩，国家重点
公益林1.72万亩，森林覆盖率30%，
有天然草牧场面积13.06万亩。有
14个自然组，户籍人口965户1996
人，常住人口528户1389人。2021
年人均纯收入13700元，村集体经济
收入累计1431.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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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克什克腾草原的清晨云蒸
霞蔚，百灵鸟在刚刚破晓的晨曦里，倾
情吟唱着育儿的摇篮曲。

今天要去浩来呼热嘎查参加祭祀
潢源活动，比平时早起两个小时。

潢源是西拉沐沦河的源头。
西拉沐沦是蒙古语，西拉是黄色

的意思，沐沦就是河。连起来译成汉
文就是潢河。潢河的源头顺理成章称
之为潢源。

浩来呼热也是蒙古语，译成汉语
是旱城的意思。

最初，浩来呼热的汉语称谓写做
好鲁库，因为这个译法不够准确，1984
年，全国撤销“人民公社”建制，设置

“苏木、乡、镇”的时候，克旗民政局把
这个蒙古语译文更正为浩来呼热。

按理说，潢源这个生水的地方，不
可能同旱城联系起来，可事实就是这
样无可置辩，西拉沐沦偏偏发源于旱
城！

只有一个理由解释的通，旱城这
个地方，其实原来并不旱。是先有的
潢源后有的旱城。

离浩来呼热八里地的北井子，当
年好鲁库种羊场建场之前，曾经是伊
和诺尔牧场（碌碡湾）的羊场点儿，他
们打井的时候，居然挖出过一尺多长
的鱼骨化石。1958年，国务院批准在
浑善达克沙地东南麓筹建种羊场的时
候，才有了旱城（好鲁库）的地域名称。

2021 年 7 月 27 日，浩来呼热嘎查
的嘎查达李国祥打电话约我到祭祀潢
源现场采风。我正有想去潢源看看

“祖母河”每年都有什么变化的打算，
于是欣然赴约。

膜拜敖包祭祀潢源的民俗活动已
经举办了15年。

2007 年春天，浩来呼热地区久旱
无雨，放眼望去，塔拉上只有这一棵那
一棵的榆树是绿的，没树的地方一片
焦黄。都五黄六月了，牛羊还没吃饱
青呢，大伙儿这个急啊！可急有什么
用，老天爷不下雨，汗水能浇出草芽儿

来吗？不知道是谁起的头儿，说怎么
不到（潢）源水头那儿看看？要是那儿
也干了，我们就认命吧，要是那儿没
干，就准有指望，说不定求求我们谁也
没见过的“潢源圣母”，还能下点儿救
急雨呢！一帮人钻进漠河里沟，一看
之下大喜过望：那潢源尽头晨光照耀
下的沙滹里，珠花喷涌，瑞气升腾，香
津潺潺，溪流淙淙，三五十丈以外，便
可赏粼粼碧波、闻呤呤水语。

久旱望云霓的牧民们，口口相传
着探潢勇士亲眼所见的潢源水头那涤
浊荡污的霞光，追忆着潢源水头旱天
不旱涝天不涝的神奇往事，很多人想
在潢源水头这儿鼓捣出点儿事儿来！
经过几个人一撺掇，很快就形成一个

“设敖包祭祀‘潢源圣母’”的动议，几
天内迅速付诸实施。说来或许碰巧
儿，抑或根本是旱到了时候，祭敖包的
第二天阴、第三天雨，济困甘霖普降浑
善达克沙地东南麓，持续百余日的旱
象解除。打那年开始，每年的六月十
九，甭管阴晴，只要不下雨，全乡四嘎
查的善男信女们都备下祭礼，牵羊扛
酒、缀彩奉香，鸣锣打鼓、摇巾舞扇，效
老莱子做彩服娱亲之戏，向“潢源圣
母”这位“老祖婆”大献殷勤。

浩来呼热嘎查管委会对于祭敖包
的态度，不是简单的阻止或支持，而是
因势利导，把一个颇具迷信色彩的祭
祀活动，有意识地引导向积极宣传保
护自然资源、提倡绿色旅游的健康轨
道上来。

祭祀活动对于部分乡民百姓而
言，乃为求福！但求福的果报，并非简
单的“烧高香”与“磕响头”表现的“虔
诚”所能换取。世上万物冥冥中都在
追求阴阳平衡下的循环，人与自然亦
是不能例外：你关爱大自然，大自然就
给你赐福，你祸害大自然，她就变本加
厉地对你进行报复！不敢断言，2007
年的局部旱情，未尝不是对载畜量急
剧增加导致草原沙化的自然示警！

议论之余，兴之所至，抄录一首
《七律·潢源敖包题祭》抒发感慨：

瑞气升腾聚紫烟，痴男信女祭潢源。
佛陀慧眼时常闭，百姓尘心动辄贪。
六尺高香三界赂，七情喜怒一时诠。
天神感动施福报，劲舞风中五彩幡。

五点差一刻，我到了大唐煤制气
与潢源水头相对的交叉路口，此时太
阳刚好“冒红”，灿烂的霞光给右手边
两个喷云吐雾的大烟囱涂染了一抹银
辉。左打方向下了大通道，沿草原便
道直奔潢源。

路上停了几次车下来拍照，赶到
潢源的时候，李国祥已经候在临时帐
篷外张望多时了。

“国祥，对不起，让你这位大忙人
久等了！”我紧走几步，半开玩笑半认
真的向这位晚辈嘎查达伸出手去。

“哪里，哪里！老场长更忙！今天
有幸请您回家乡指导工作，这是对我
们嘎查的极大支持和鼓励，谢谢，谢
谢！欢迎，欢迎！”李国祥先拱手再握
手，对我这个赋闲人的谦和与恭敬，表
现的非常妥帖。

“哎，国祥！我们就都别客气了？
快说说今天的活动咋安排的吧。”

“我想这样，老场长，一会儿我们

先下梁探望潢源，随走路随向您汇报
嘎查下一步开展旅游活动的设想。返
回来再请您回村，帮助指导完善一下
各旅游景点的历史文字资料；还得帮
我们协调一下碌碡湾、伊和诺日和布
敦山嘎查，争取明年同时开通四个嘎
查之间的绿色旅游线路。您在这有威
望，地理熟、人头熟，您出面联络，一定
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好吧，国祥。那我们现在就下梁
拜见‘潢源圣母’！”

“好来，走着！”
……

“今年嘎查经营情况咋样，国祥？”
“不瞒您说老领导，发展势头不

错。您知道，我们是以养殖肉牛肉羊
为主导产业的村级单位，今年6月末，
存栏肉牛15000头，肉羊33 000只。年
末人均年收入有望达到2万元。我觉
得发展后劲很足呢！”

“不简单，不简单！怪不得你这么
起劲的张罗发展旅游呢。”

“其实啊，保护和建设一个引人入
胜的自然环境，是发展旅游事业的硬
件。只有让游客有一种流连忘返的感
受，才能拥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底
气。我们现在需要做到的，就是要酿
造开坛满屋香的美酒来吸引游客。”

“很对！你想用什么配方来酿这
杯旅游的美酒呢？”

“很简单！我们的潢源就是现成
的‘麯子’，再加上‘公主梗’‘旧庙’，伊
和诺日嘎查的小河头、大榆树、石盆、
马神庙，布敦山嘎查的对面笑、响水，
最后押上碌碡湾嘎查的碌碡，这池子
美酒要是酿出来，肯定醉倒山南海北
的一众游客。那时候，克什克腾世界
地质公园怕是要续上第十景区吧？”

说话间下到了梁底，一群人围着
潢源拍照，我也收住话头调好相机捅
了国祥一把：“咱们也去拍两张片子
吧！”

浩来呼热嘎查简介：浩来呼热嘎查是
浩来呼热苏木所在地中部的嘎查。总面积
为320平方公里，耕地8300亩，草牧场48
万亩。共辖10个村民组，嘎查户籍人口
739户 1217人，常住人口302户 747人。
嘎查以养殖肉牛肉羊为主导产业,2021年
6月末存栏肉牛1.5万头，肉羊3.3万只。
2021年人均纯收入2万元,集体经济收入
累计2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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