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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久良

横亘连绵三百里的白岔川，一路气
势磅礴地走到万德成村就画上了圆满的
句号。那条滋养着三百里生灵的白岔
河，来到这里，也拥进了西拉沐沦河的怀
抱，它们一路欢歌汇集万河支流奔向渤
海，让波涛汹涌的大海变为永恒。

万德成村地处白岔川末端，由于受
周边环境、气候的影响，早在上个世纪八
十年代就渐渐地失去了白岔米粮川可人
的一面，气候条件变得野蛮粗暴，白岔河
两岸的大平地，已经是遍地白沙。每当
冬春季节，北风呼啸席卷大地，飞沙弥
漫，昏暗残淡的天空凝聚着万里阴云，道
路被黄沙埋没，行人步履唯艰，走几步就
要脱下鞋来倒沙子。播土扬沙无孔不
入，头发上、耳朵里、鼻子窝、眼角、衣领
里甚至口腔里，都是黄沙休息的场所。
女人们赶路讲究些，就用纱巾将自己的
脑袋包裹起来。

沙滩、沙梁成为一条条滚动的沙龙，
犹如大海波涛前浪推后浪。沙龙凭借大
风的力量，随处搬家，早晨是沙龙，午后
可能就是沙坑、沙沟，甚至沙梁。庄户人
家的土坯房、土院墙，被风沙埋住半截，
沙子从纸糊窗户的所有缝隙钻进来，肆
无忌惮地滚进人门温暖的被窝。

这些并非虚构，下面讲一段我切身
经历的感受：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初春
时候，我出差去万德成，正值大风天气，
黄沙飞天，天空黄橙橙灰蒙蒙。一路被
风沙吹打的步履蹒跚、东倒西歪，好不容
易来到老师家，老师家的房子盖在离路
边不远的地方。走进老师的家，首先洗
去灰头土面的狼狈相之后，受到老师一
家的热情招待。那晚，老师留我在他家
住宿，大风和扬沙被老师插在门外。我
躺在老师家温暖的大炕上，外边的风沙
紧一阵慢一阵，鬼哭狼嚎地拍窗打门，飞
沙走石地折腾了一夜。天亮了，起床下
地开门，推不开，原来房门被黄沙堵住

了。老师说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家家户
户都在屋里放一把铁锹。老师打开窗
子，从窗子迈出去，因为飞沙把窗外的墙
埋平了。用铁锹把堵门的沙子扔向一
边，才可以打开门。师母端着猪食盆出
来喂猪，找不见猪圈了，猪圈被黄沙埋没
了影。于是用铁锹把猪解救出来，这头
大肥猪很费力气地爬出来，大张了嘴，一
副没睡醒的样子，像是嗔怪人们打扰了
它的美梦。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是庄户人家周
而复始的日课。万德成村的庄户人春播
后，如遇大风天气，大风裹着扬沙，一夜
之间，庄稼地被飞沙盖得严严实实，四野
茫茫一片白沙。小苗就是有九牛二虎之
力也难破土而出，没办法又得翻种晚田
作物。有的年景春季大风不断，一个春
天翻种两三遍。有的人家没准备那么多
种子，就只好放弃播种而撂荒了。撂荒
的土地被风沙拔走一层又一层，第二年
也无法耕种了，成了连草也不长的乱沙
滩。这还不算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小
苗刚出土不久，就被大风沙尘无情地吞
噬。庄户人家喜的是见苗三分收，小苗
全没了，收成何来。再翻种，为时已晚，
节气不等人，“过了芒种不可强种”“夏至
不拿鞭”，这一年的光景，庄户人家就只
有白白苦挨风吹日晒了。

万德成人着实饱尝了风沙的侵害，
着实体味到风刀沙箭的无情，他们已经
嗅到绝望的气息。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在
渴望春光明媚，渴望长夏开在枝头上的
日月。

饱受风沙之苦的万德成人，自上世
纪八十年代，便开始牲畜禁牧、舍饲圈
养。村干部们号召村民自觉承包荒山种
草植树，封山育林。村民们无不响应，有
能力治理的人家，承包了大面积的沙滩、
沙梁、沙沟，他们在沙地围封、种草、植
树。沙地干旱，成活率不高，下一年再继
续补种，直到草木覆盖了整个沙地。这

期间涌现出很多封山治沙的模范分子。
万德成村有一地方叫做西胡同，一

万多亩沙地寸草不生，遍地都是滚动的
沙丘。另一个地方叫做后水泉子，也是
一万多亩沙梁，这两个地方是万德成村
的两大风口，大部分风沙由这两处进
村。村干部组织全体村民集体治理，大
干十几年，风口锁住了，茫茫白沙滩长出
了草木，草丰林茂，人工栽种的山杏树，
早已开花结果，杨树参天，榆树连枝，柠
条尽情舒展着枝条，根大根深，牢牢地锁
定沙地，一如既往地守候着这一方圆。

万德成村有一位老军人、老党员名
叫江崇库，承包了吐木沟两千六百亩沙
地，他带领全家不怕苦，不怕累，脸上写
满了难以解除的疲惫，流了多少汗水，大
干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连他自己也说不
清楚了。如今的吐木沟，花草遍地，绿树
浓荫蔽日。

万德成村民邱国章、郭清海二人合
伙治理沙地两万亩，大干十几年，成效显
著，沙滩上生长着希望，昔日被风沙埋没
的山泉又流出了小河。小河为山里的村
民们提供了可靠的水源。

村民戴玉国封山治沙、看山护林二
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守护着五百亩林
荒。

村民赵景山，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
村里号召舍饲以来，他一直自觉坚持舍
饲圈养，不但收到很好的效益，还在防沙
治沙过程中，起到积极的模范带头作用。
万德成村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几十
年如一日，无论老一辈村干部，还是现任
年轻村干部，都丝毫没有放松封山育林、
风沙治理。风沙治住了，万德成人过上
了小康生活，办起了农家书屋，村民们的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现在的万德成村，
是绿树包裹了村庄，路旁花正开，果子待
人摘。治沙取得胜利的万德成人，以胜
利者的姿态，洗去数载尘埃，嗅着季节的
味道，带着历史的温度一步一步走向更
加光明的未来。从这一刻起，全世界都
温暖了。盎然春意正慢慢衬托着绿水青
山，绽放着大地的颜色。

万德成村简介：万德成村总面积9.7万
亩，其中荒山7.83万亩，林地2700亩，耕地
10900亩。辖贾营子、二地、义成号、万德成、
阁老营子、随营子、上陈营子、下陈营子8个
村民组。户籍人口624户1696人，常住人口
326户880人。2021年人均收入11000元，
村集体经济年收入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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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漠 无 语 岁 月 有 痕

如果没有这次的乡村之行，在

林区工作了一辈子的我，是无法体

验乡村的生活变化的，例如沙胡同。

该用怎样的笔墨去描述那流沙

的岁月呢？“大漠沙如雪，日暮近黄

昏。一年八个月，难见日月明”“小

村昨夜又东风，黄沙遍野路难行”。

这应是沙胡同过去的真实写照吧，

不然也留不下这样的地名。具史料

记载，清嘉庆年间，齐家在此始居。

因村附近有一条沙沟而得名。土城

子镇五台山村便坐落于此。说起五

台山，人们自然而然联想到佛家圣

地，但此山非彼山，只因路口的山

上，因常年风沙侵蚀形成了五个台

子而得名。走进沙胡同，思绪辗转，

曾经，前人该是以怎样的心境和毅

力固守着这片黄沙弥漫的家园。

只不过是一夜之间，厚厚的黄

沙便如积雪般堵住了家门。灶台

上，锅盖上，水缸里，饭桌上，铺满了

厚厚的黄沙。好不容易走出家门

了，鞋子如铅重，耳朵里，头发上，脸

上，整个一“沙”人。鲁迅曾说过；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

了路。”可在这里，我想说，即便走再

多的人，也许明天依然没路可走。

所以来这里讨媳妇儿的人总是胆怯

的。只因要想把媳妇儿娶走，即使

是当时这里最先进的毛驴车也是需

要多人跟着挖路的。于是，这里便

成了无人问津的“穷乡僻壤”。年轻

人只要是走出了大山，便再无留

恋。

直到2011年，这里迎来了属于

它的春天。2700 多亩的果树园在

这里安营扎寨，三百多人45天的昼

夜奋战，到了第三年秋天终于有了

成效。当漫山的沙果，123 果红遍

山野，风中飘来果香的时候，黄沙已

远去，遍野披新装。

上苍总是爱捉弄人，受大自然

的格外“眷顾”，正当这七十多户人

家生活一路向好的时候，2017 年，

一场龙卷风肆虐了这个历经风沙的

村庄。房屋被严重损坏。人们几乎

面临着无家可归的境地，正当人们

愁眉不展的时候，四面八方伸出的

援助之手，令灾后重建起的家园更

美了些。青山环绕，绿树掩映着的

村庄，红墙瓦砾环抱着“两室一厅”，

房顶上太阳能板折射着温暖的光

芒。房前屋后水泥板铺就而成的小

路上，早已没有了黄沙满地的踪

影。一个干净崭新的村庄在沙胡同

里落户。

一场龙卷风，如大浪淘沙卷走

了旧日家园，却卷起了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于是，在村委会几位

干部的组织带领下，建起了图书室

和能容纳一百多人的活动室，到了

夏天，乡亲们忙里偷闲，到这里下下

棋，打打扑克，看看书，跳跳广场舞，

生活由此丰富起来。沉寂多年的山

村终于有了生机。

土城子镇，自古以来便是舞龙

之乡。秧歌队更是层出不穷。每个

大队都有几个自发而成的秧歌队。

记得小时候，每当春节过后，便会期

盼着正月十五的到来。期盼着土城

子镇最有名望的龙灯盛会。每每这

个时候，总会雀跃着循着锣鼓喧声，

去找那踩高桥的、舞龙的、划旱船的

……那当是春节最美的盛会了。现

在呢？上一代的舞龙人已近暮年，

而村里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早已被

“沙化”的寥寥无几，已是有几年没

看到过曾红极一时的大型龙灯盛会

了。还好，幸亏各村组还有几个自

发的老年秧歌队，还能让人们感受

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每到年节或谁

家有喜事，大家总会来热闹一下，于

喜庆间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评

剧，当是近两年在这个村兴起的。

冬天的村庄，人们是闲暇的。尤其

是晚上的村庄，本是寂静的，却因了

五六个人那二胡声声，竹板声声，合

着那韵味十足的唱腔，与那雪落下

的声音交织成一曲醉人的旋律，春

天的乐章。先人们大概也不会想到

这黄沙蔽日的沙胡同，也会有春天。

家乡的兴衰，牵绊着游子的心。

走时应少年，归来鬓染霜。几十年

后的今天，两位在外打拼多年的中

年人，怀揣着对家乡的一片赤诚，一

份爱恋，毅然走回大山里。

沿着一条如青龙般蜿蜒于沙胡

同里的柏油路，一直向北，距大队不

足一公里处，一个五百多亩的农牧

业一体的生态园基地正在建设中。

放眼望去，前面，六十多亩，土城子

镇唯一的改良站、专业养殖培育基

地已初具规模。计划养殖500多头

改良牛。基地后面靠左侧的山坡

上，向阳而建的 15 个大棚里，白色

的番茄花开的正盛。而剩下的三十

个正在待建中。旁边，挖掘机的轰

鸣声响彻山谷。远处，漫甸上万亩

青稞的种植令人只想沉醉于青稞酒

的醇香里。一个烧酒坊基地由此而

起。农牧经一体的生态园不久的将

来便会展现在人们面前。 听村党

支部书记吴文昊介绍，两位拓荒者

从小便是“吃”这里的黄沙长大的，

是被风沙‘吹’走的一代。这一吹

走，便是多年。几经打拼，终于有能

力来改变家乡的容貌了。满载着乡

愁的游子终于归来，于是，便有了眼

前的一切，也迎来了沙胡同的春天。

吴文昊听说我喜欢摄影，便热

情的邀请我七八月份一定要去村委

会前面那五千亩的苜蓿基地看看，

看那苜蓿花开正盛，看那漫山遍野

被紫色晕染，看那蜜蜂浅唱，蝴蝶飞

舞。而那淡淡的花香随着清凉的微

风飘向远方时，是否还会有人记起

那流沙岁月？

“沙掩前人足迹，勇趟新路无

疲。纵使焚身埋骨，坚持方向休

移。莫道前程遥远，践行终不逾

期。”带着满满的乡愁，站在五台山

上，看五台山下青龙舞，看沙胡同里

展新颜。如佛所愿，流沙已逝，碧水

蓝天。

五台山村简介：五台山村总面积
24.54平方公里，其中耕地8600亩，公
益林8491亩。草场19379亩。辖8个
村民组，分别是：五台山、沙胡同、义合
园、巴彦浩舒、新营子、老官地、小苇塘、
王虎营子。。户籍人口816户1928人，
常住人口384户821人.以种植业为主，
2021年人均纯收入3万元，村集体经济
收入累计3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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潢水滔滔下，源流日夜欢，万民承

泽润，岁岁浴清甜。

一
2021年“五一劳动节”刚过，我就

兴致勃勃地接受了浩来呼热苏木的老
朋友——内蒙古草原金峰畜牧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瑞、总经理李学杰——布
置给我“寻花问柳”的任务：采集并制
作潢源 50 公里范围内的野生植物标
本。

作为一名摄影兼植物爱好者，我
到了可以称“老”的年龄却并没觉得自
己有多么“老”，尽管已经匆匆迈过“古
稀”门槛，但翻山越岭的脚步未觉蹒
跚，而且“沾花惹草”的“豪情”也不输
于刚出校门痴迷于野生植物调查的小
年轻们！我又有在好鲁库种羊场工作
了30年的生活经历，检查工作与放牧
羊群的脚印儿在总场、分场、各生产队
都踩的遍遍的！采集植物标本对我来
说，犹如探囊取物手到撷来。现在授
我以随心所欲地重游故乡好鲁库工作
的理由，分明是给予我这个“潢源迷”
的特殊犒赏。

潢源是西拉沐沦河的源头，同时
也是西辽河的主源。西拉沐沦是蒙古
语，汉语意为黄色的河。为了区分黄
河，故称潢河，潢河的源头顺理成章称
之为潢源。

潢源 50 公里范围内的野生植物
不下 500 种，有些甚至是浑善达克沙
地上的珍稀植物，比如荇菜、盘龙参、
大花杓兰、芍药、桔梗、甘草……

到过潢源的探奇者、摄影家、旅游
团，无一例外都对潢源首发处那“一亩
三分地儿”的奇观表现出惊人一致的
盛赞：郁郁葱葱缀满峡谷两岸的杜松、
山杏、沙榆、白桦、青榛、黄柳、柠条、沙
棘、蒙古栎、茶藨子，犹如守职尽责的
忠诚卫士，昼夜拱卫在喷珠泻玉的幽
谷中；起首处轻微涌动的沙滹里，条条
玉线如溢乳扬津般直喷斜射，落地前
分散成黄豆大小的颗颗雨珠，融入涓
细的清流内，化作一条弯曲如水晶雕
塑般的圣洁如意，舒舒缓缓地向东飘
移，三五十丈外，便形成潺潺馨溪，可
以清晰听到她那醉人心脾的欢歌笑
语，那晶莹剔透庄严而曼妙的身姿，弥
漫着滋润万物的五彩霞光，令人顿生
跪俯拜饮的渴念。

采集潢源地区植物标本，对于研
究本地区野生植物生长状况，规划保
护西拉沐沦流域生态环境，合理安排

畜牧业生产布局，自是意义重大。
过了端午节，我拽上老朋友冯建

国做我的兼职司机，按时段去浩来呼
热进行野外作业。

从经棚镇到浩来呼热苏木，有三
条路可以走：一条是东起呼伦贝尔市
阿荣旗，西至鄂尔多斯市苏家河畔的
省际大通道，全长 2512 公里，运行于
浩来呼热苏木境内80公里；一条是西
起集宁东接通辽的集通铁路，浩来呼
热苏木境内有 5 个站点；最令人心旷
神怡的另一条路，则是由经山线过黑
水桥西行，一路沿着西拉沐沦河逆流
而上，60公里柳绿花红莺歌燕舞的游
路到达好鲁库。我们走的正是这后一
条游路。

一处绿树环绕、炊烟袅袅的优美
小村庄，隐约出现在眼前，路边东西南
北连接成片的榆荫下，上百头通体乌
黑油亮的良种牛群，悠闲地向村庄相
反方向运动，冯建国告诉我，这是布敦
山嘎查今年新购进的良种牛，按照苏
木整体规划，这些良种牛是嘎查今后
发展畜牧业的核心畜群。说话间来到
村头，村口蓝底白字路牌上标的是“北
井子”。6米宽的柏油路从小村子中间
蜿蜒通过，两只懒洋洋的牧羊犬站在
路边，冯建国故意摁了一声喇叭，它们
却叫都不屑于叫一声，只是司空见惯
般朝缓缓驶过的轿车扫了两眼，就掉
头朝着几十棵大榆树下面的“晾羊盘”
旁边去了，“晾羊盘”里大约两百余只
母子杂栖的昭乌达肉羊，悠闲地卧在
树荫下倒嚼儿。

过了上湾子电站继续向西北转西
南前行，越野车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
的车速，在西拉沐沦河边的柳丛中滑
行，柏油路时而贴近峡谷边的山脚，时
而拐向长满蒲草的河边，惊得河水中
三三两两戏水的鸿雁、水鸭和鸳鸯扑
棱棱飞起来，躲入茂密的柳丛深处。
一阵微风吹过，略带柳香与水腥味的
湿气被送进车里，使人情不自禁地吸
吮这醉人的馨香。

经过布敦山嘎查康营子，路边一
丛高的出奇的天仙子吸引我们停住了
车，下车拍照后，我俩仔细欣赏康营子
村全貌：白墙红瓦错落有致的小村子，
于素净中柔和着温馨与雅致，通透而
精美的铁质栅栏院墙上，攀缘着生意
盎然的西葫芦、看花豆角、牵牛花、蝙
蝠葛，院子中的黄瓜架上已经结了
瓜。偶尔一两声嘹亮的鸡鸣，于静谧

中彰显出牧村的殷殷生气。西拉沐沦
大峡谷谷底的康营子，小气候温和，这
里的居民能比其他地方提前一个月享
受春的抚慰。

“这几年，你又回碌碡湾了吗大
哥？”

“还真有好几年没去碌碡湾了。”
“变化太大了！水利队，碌碡湾的

村庄建设，和康营子大同小异，相同的
是，这些嘎查都搞了高质量的街道硬
化，原来土沫豁豁的街道现在彻底清
爽了，即使下雨天上街也不会再踩两
脚泥。不同的是，康营子是用艺术栅
栏做院墙，而好鲁库和水利队碌碡湾
都换成了清一水儿的红砖院墙。”

冯建国我俩边走边聊，越野车经
过响水电站，开出西拉沐沦大峡谷上
了北梁，连绵起伏的丘陵草原呈现出
五彩缤纷的醉人景观。找一个宽敞地
界儿停下车，取出大号标本夹，我们有
些迫不及待地开始了采撷：白如银雕
玉琢般漂亮的唐松草、红似涂朱的细
叶百合、细细的脖颈儿上挺起一个紫
红色小脑袋的地榆、蓝得耀眼的鸽子
花（翠雀），五瓣朝天的石竹子，令人目
迷五色、手不暇撷。尤其是在一处青
榛丛下采撷到的一株晚开的芍药，不
止是粉白色的花朵娇媚可人，她那沁
入心扉的芳香，更顿时使人浑然欲醉、
体泰心舒！

因为这里是潢源自然保护区，没
有畜群践踏和人为扰动，野生植物基
本恢复了原始状态，一小时左右，就采
满了30个标本夹，为便于明天起早工
作，我们住在了好鲁库。

二
潢源位于浑善达克沙地东南麓。
内蒙古好鲁库种羊场曾经是这里

耀眼的草原明珠。
1958年，全国都在热火朝天地大

跃进，深翻地、炼钢铁，“十五年超英赶
美”的口号喊得激动人心。那时候，好
鲁库还没有人烟，潢源却是马鹿、黄
羊、狍子和猞猁、獾、貉、狐狸的乐园。

国家为了夯实大农业的基础，周
恩来总理批准在潢源地区建设一个种
羊场发展国家育种事业。

一大批以复员退伍军人为核心力
量的志愿者，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从山
南海北奔赴好鲁库种羊场，开始了“铺
地盖天，栉风沐雨，起早贪黑，勤耕细
牧。”的育种作业。从那时候起，“好鲁
库 是 个 好 地 方 ，风 吹 草 低 见 牛 羊
…… ”的歌声，在广袤馥郁的好鲁库
种羊场传唱了30余年。

1988年，国家为赤峰市好鲁库种
羊场颁发了“全国优秀畜禽养殖企业”
奖牌。这金光灿烂的奖牌，饱含着好
鲁库人辛勤的汗水与炽热的心血，映
照出职工家属们奋发图强的时代风
貌。

种羊场的发展史，就是好鲁库人
的奋斗史！

介绍好鲁库人的奋斗经历，放下
主战场扛大梁的职工不说，单说预备
队的家属们：她们全程参加 6 个月的
接羔保育生产，两个月的接羔期，每天
在“羊舍”中忙碌 18 小时左右。曾经
有两位保育员，李邦兰和王玉兰，多次
用自己的乳汁给缺奶的羊羔救急；牧
工张凤良，在零下20多度气温的数九
天放牧，母羊在野外产羔，为防止羊羔
冻僵，他不顾蚀骨的寒冷，不惜弄脏弄
湿自己的棉衣，把羔羊揣在怀里保暖
……

秋季在野外垛羊草垛，500斤大小

的草垛，每人每天垛 20 个，端着一叉
子20多斤重的羊草，要跑够50里地，
才能垛上1万斤羊草。

夏锄耪地，每人一天耪 3 亩地是
不成文的定额标准。等于是顺着庄稼
垄一锄一锄地耪够4000米长乘以2遍
的长度，才能完成一天 3 亩地的耪地
定额。

一颗丹心筹事业，两代精英恋潢
源！忘我般的拼搏奋斗，充分体现了
好鲁库人“爱场如家、爱羊如子”“场兴
我荣、场衰我耻”的主人公情怀！

三
1984 年 3 月，克旗随全国统一部

署，取消人民公社建制，在好鲁库种羊
场政企合一事业单位的基础上，单独
设置了“浩来呼热乡”的行政建制，场
域即是乡域。乡政府负责管理教育、
卫生与计划生育，除人员工资外，所有
支出统由种羊场负担。

乡政府建成前后的时期，自治区
财政厅对种羊场事业经费转“拨”改

“贷”，种羊场人虽殚精竭虑改善经营
措施，但终因教育、卫生、退休养老等
经济负担过重，资金保障不到位，导致
育种事业举步维艰。

1993 年 5 月到 2002 年 9 月，好鲁
库种羊场在改制中被撤销了事业单位
编制，职工家属全数转为牧民身份。

浩来呼热（乡）苏木党委政府担起
了对这些下岗工人关怀体贴的政治责
任。在种羊场体制转型过程中，倾力
维护群众利益：落实政策深入细致；排
忧解难具体扎实；疏导平衡、化解矛
盾；采取了一系列面面俱到的惠民举
措——

逐步协调解决了老职工退休养老
问题；

辅助统筹解决了中青年职工社会
养老缴费问题；

扶贫济困工作方法得当，措施到
位，域内贫困户全部脱贫；

规划实施了“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发展定位，
畜牧业生产经营活动得到了飞跃发
展。

……
转眼间，历史的年轮又向前转动

了20圈儿！2021年的浩来呼热苏木，
比之刚建乡的时候，发生了令人欢欣
鼓舞的巨大变化——

潢源被批准为内蒙古自治区自然
保护区，保护区内山花烂漫，绿植如
茵。山谷中，不时听到傻狍子向同伴
示警“呕！”“呕！”的喊叫，草丛下，偶尔
闪过沙狐捕鼠的身影。沙化面积迅速
缩小，西拉沐沦母亲河正在焕发勃勃
生机。

好鲁库种羊场这只浴火的金凤磐
涅再生——内蒙古草原金峰畜牧有限
公司由“内蒙古自治区重点种畜场”升
格为“国家肉羊核心育种场”，发展了
390户规模的养羊联合体，树立了好鲁
库种羊场“全国优秀畜禽养殖企业”之
后的又一个里程碑，收到了巨大的社
会效益。

所有生活区都通了电，部分小牧
点儿用的是风力发电；所有生活区都
打了井，结束了历史上以“井子”为荣
的缺水时代。绝大部分地区都通 5G
网络信号，牧民们坐上名符其实的“老
总”宝座，千里之外就可以遥控管理牧
场生产。

居住环境得到了“划时代”改善，
“干净整洁牧家院，冬暖夏凉小别墅”
是浩来呼热苏木牧村的现实状况，护
林防火再也不是单纯的禁止割柳条做
烧柴，而是自觉自愿的为保护自然环
境规范个人生产生活行为。

2021年，浩来呼热苏木牧民人均
纯收入超过了 2 万元，内蒙古自治区
出现了两个“年度创收超十亿元乡
镇”，浩来呼热苏木是其中之一！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

浩来呼热苏木党委政府正在以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目标导向，带领好
鲁库人，走在保护与建设西拉沐沦流
域碧水青山绿草原的康庄大道上……

浩来呼热苏木简介：浩来呼热苏木地
处克旗西南部，距离经棚镇75公里,前身
为赤峰市好鲁库种羊场。辖区总土地面积
240万亩，草牧场面积220万亩，现辖4个
嘎查（浩来呼热嘎查、布墩山嘎查、伊和诺
日嘎查、碌碡湾嘎查）和1个直属社区（好
鲁库社区），有 34个独贵龙。辖区户籍
3247户5989人，2021年五月底牲畜存栏
总头数12.7万头只，其中牛4.6万头、羊
8.1万只。2020年，浩来呼热苏木地区生
产总值3.25亿元，年均增长6.1%；农牧民
人均纯收入15780元，年均增长7.2%。

散文

守护潢源
■ 董凤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