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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玉丽

虽没有去过三地村，倒是早有耳闻，
尤其是去年听说吉通铁路副线开工建设
时，造成83户民房受损。三地村两委班
子与宇宙地镇政府、旗政府相关部门的
努力协调下，仅用42天受损的房屋就全
部实现了重建和维修，老百姓给三地村
两委班子送上了一面锦旗，乡村速度可
见一斑。

听着这样的故事吃午饭，纯农村版
的猪肉炒酸菜丝儿，让我吃出了乡音乡
情。是的，三地村农民已经向幸福健康
生活迈进。而这生活，是三地人往昔的
奋斗和今朝拼搏的结果。

宇宙地镇三地村位于热水塘西南
角，与热水塘紧紧挨着，是这墙那院儿的

“邻居”，虽归宇宙地镇管辖，但中间隔着
热水塘，总有隔梁迈寨的感觉。也难怪，
三地村原是热水塘的下属行政村，14个
村民组像包饺子一样把热水塘包裹起
来。1999年合乡并镇，为了单独打造热
水塘的特色康养旅游，三地村便易主，划
归宇宙地镇管辖。

三地村不管归哪管，地还是那块儿
地，组还是那些组，人还是那些人。有过
锄头、镰刀挥舞的原始耕作模式，也曾唱
着“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的歌，进行大
刀阔斧的改革。

土地是老一辈人的命根子，三地村
的14个村民组，就有“头地、三地、八地、
十地、下九地、上九地、六地沟”七个带

“地”字的村民组，可见早些年农民对土
地的珍爱，吃饱、穿暖是那个时代农民永
远的追求。

农民有了集体土地后，让土地多产
粮，是生产队时农民的最大心愿，他们深
谙“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所以一到
冬天农闲了，队长就满营子喊：“积肥了
哎——”于是抬筐、粪挑子、粪箕子都派
上了用场。

冬天积肥，秋天倒粪，春天刨冻粪、
送粪，待到清明开犁种地时捋粪，这种拉
磨盘似的积肥、施肥的过程，轮回了一个
个春夏秋冬。刨冻粪、送粪、捋粪是老少
爷们儿无奈又无法摆脱的重体力劳动。
男人们挥汗如雨，论力气挣工分儿，按工
分儿分粮食，多劳多得。女孩子多的家
庭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吃饱穿暖仍然是

一种奢望。
分田单干后，老少齐上阵，农户比赛

似的把自家田地种好。谁家的庄稼苗油
光黑绿，谁家的庄稼黄毛拉瘦，庄稼好不
好，看出苗情况就能定乾坤，而肥料和墒
情是关键。农民都知道农家肥是催生粮
食增产的最有效办法。这是生产队时总
结的经验。所以每家门前都有一个粪
场，男人有事儿没事儿就挎着粪簊子积
肥，甚至跟在牲畜屁股后捡粪。冬天里
起早贪黑到山野去捡粪，成了庄稼人雷
打不动的习惯。家庭主妇们早起往粪场
倒灰，就看到挑着挑筐的老爷们儿满载
而归，他们头上冒着热气儿，踩着点儿似
的，忽闪忽闪的扁担、沉甸甸的粪挑子和
扁担头上挂着白霜的狗皮帽子一起律动
着，口鼻里呼出的白气儿，增加了胡子茬
儿上的冰霜的厚度……

秋天，庄稼刚虎皮色儿，人们就背着
手满山驾岭地溜达，像检阅士兵一样，谁
家的庄稼长得好，谁家的庄稼长得孬，大
伙儿心明镜似的，而庄稼垛的多少和高
低，见证着一个家庭的勤劳程度。尽管
有三提五统且按要求交公粮，三地村的
农民已解决了温饱问题。可是，依靠土
地致富，仍是梦想而已。

直到习山当了大队书记，三地人的
腰杆儿立刻拔得倍儿直。

习山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名人，旗
委、旗政府的大院里总有他的身影。习
山个子不高，也不怎么讲究穿戴，但人的
思想超前，在他的眼里，只有不敢想没有
不敢干。他带领农民在自己的一亩三分
地上建厂子、上项目，砖厂、酒厂、皮革
厂、磨石块厂、菌厂、基建队，红红火火地
开办起来。于是三地大队的农民有了第
二个身份——“厂子里的工人”。农民的
干劲儿一旦被激发出来，创造力是无穷
的，收入更是翻了几倍。人们欢快地忙
碌着。

“发展生态”是习山的另一个惊人创
举，他带领农民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沟”
建设，引进了北方农民闻所未闻的“文冠
果种植”。文冠果耐干旱、贫瘠、抗风沙，
在石质山地、丘陵或半固定的沙区均能
成长，是食用油料树种。

习山把不能种植庄稼的山地和丘陵

充分利用起来，文冠果的种植取得了可
喜成效。不得不说，习山是那个时代的
先锋人物。可惜好景不长，随着习山患
重病离世，他兴办的企业也一个个倒
闭。文冠果也被农民砍了拿回家里当柴
烧……

三地大队的土地多为山坡地，几乎
全部靠天吃饭，倘若遇到干旱、雹打水
冲，连种子都白搭了，还何谈养家糊口？
再加上后来美国产的“二铵”一车接一车
地拉进村里，这是农民的“劫”，也是土地
的“劫”。土地板结，凭土地摊派永远干
不完的勤务工，让更多人放弃了土地，背
井离乡外出打工。三地大队的不少山坡
地成了兔子不拉屎的撂荒地。

然而，土地永远是无价的。2019年，
三地村迎来了“土地革命”的春天。

康养是当今人民吃好穿暖后的深层
次需求，也是当下小康生活的最终目
标。克旗委组织部因时而谋，在三地村
实施党建引领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投
资100万元，由三地村委会牵头，租赁承
包农户手中零星的土地，集中整合，集约
化种植养身保健型的中草药，当年种植
黄芩 1000 亩，双方约定中草药收益的
20%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

2020 年，三地村班子成员带头说服
亲戚朋友，利用旗农牧业局的500万元扶
贫资金，继续流转土地 5000 亩，种植黄
芩，柴胡、桔梗、小黄芹等中草药。勇敢
迈出了中草药种植的坚毅步伐。

同年，三地村利用上级资金 120 万
元，在村委会西侧17亩建设用地上，建设
了一处中草药仓储基地。后来又继续投
资建设仿野生蒙中药材饮片加工厂一
处。“种植基地 +仓储基地+生产线”，三
地村的土地金子般抢手。

2021 年，已种植两整年的黄芩喜获
丰收，仅起了 700 亩，每亩纯收入 700
元。集体经济资金也相应注入了 9.8 万
元。典型的“坐享其成”，这是三地村的
土地收益史上从来没有的记录。

如今，一到夏天，三地村的山坡地
上，黄紫相间的中药花，成为百里山川的
风景画，经——热线二十分钟的车程，倘
若打开车窗，沁人心脾的草药花香立刻
让人神清气爽。

三地村，药香花香渐浓，未来可期。
三地村简介:三地村位于宇宙地镇西南

部，辖14个村民组，全村总面积为9万亩，其
中：耕地面积1.8万亩，多以山坡地为主，林地
面积2万亩,草牧场面积4.3万亩。户籍人口
为1019户，2082人，常住人口为406户881
人，农民增收的途径主要是种植业、养殖业和
劳务输出。近几年，中草药种植成为特色种
植。2021年人均纯收入12060元，村集体经
济收入累计150万元。

散文

鎏 金 土 地 富 山 村

木石匣河河底卵石经年沉积，两
岸河柳繁密相护，素有铜帮铁底之
称。宇宙地镇辖制的永隆村便坐落于
木石匣河的中下游。

河的东西两岸，群山相对，峰峦相
连，向两条长龙，自北向南守护着木石
匣河川。东岸的那斯太沟与西岸的大
卧牛沟，两沟相对，一河之隔，把永隆
村的十一个村民组呈十字形分布。永
隆村村委会就设立在大卧牛沟沟门前
营子组西边。

木石匣河西岸的大卧牛沟，是一
条东西走向的山谷，西边沟垴一峰相
隔，分为南沟、北沟。

北沟的神奇之处，莫过于黑龙潭
了。它位于沟里尽头的山崖下，长年
结着冰。即使烈日炙烤的三伏天，紧
靠崖底依然存有一平米大小的冰块。
当你在炎炎的夏日站在潭边，阵阵寒
气侵人皮肤，瞬间暑意顿消，倍感清凉
惬意。那深绿的潭水围绕着晶莹剔
透、温润如玉的冰。潭周围绿草萋萋，
野花相伴，方寸之间，两种境地。

站在村委会院内，举目向卧牛沟
西北中部的山峰望去，一面圆圆的镜
子镶嵌在峰顶，又好象一条通往天边
的隧道，似乎穿过去就可以步入瑶
池。当地人称做窟窿山。

欲上窟窿山，必经神兔沟。顺着
神兔沟的山路，就会来到窟窿山的脚
下。这座山虽不是悬崖峭壁，确也是
坡长峰陡。向上望去，灌木丛生，杂枝
茂密，怪石嶙峋，根本无路可走。要想
上去，只能大致确定峰顶的方向，自行
开路迎难而上。

洞居于峰顶，东西洞口相通，天然
形成。洞口为椭圆形，高有三米，宽约
两米，东西洞口之间约五米。这里也
是野鸟们的领地。它们在这里朝夕和
睦相处，搭巢栖息。每到夏日，洞口周
围菜树枝繁叶茂，灌木郁郁葱葱，杏树
疏影横斜，野花暗香浮动。站在西边
洞口，极目远眺，群山延绵不断，众峰
犬牙交错，林海绿波翻腾。最美就是

秋天的傍晚了，夕阳余晖斜照，天边晚
霞欲燃，山间万斛金光，洞中清风习
习。使人胸怀豁达，超然物外。一种
清丽洒脱、宁静淡泊之情油然而生！

卧牛沟里的小溪把原来的一个营
子分成了南北两个村民组。小溪的北
岸是后营子，表哥至今还住在这里。
见了面，以前少言寡语的他就打开了
话匣子。如今咱这里可和以前大不一
样了啊！以前咱赶集出门，赶着牛、马
车，在坑洼不平的沙石路上一走就是
一天。住的草苫房，夏天漏雨，冬天透
风。衣服鞋子补丁挨补丁。吃的玉米
面喝着小米粥，有时还要断顿。八几
年还是吃粮靠反销，花钱靠贷款啊。
说到这里表哥提高了嗓门，那时候谁
会想到有今天的好日子。不说这人住
的砖瓦房，就是牛、羊住的也是砖棚暖
圈。你看家家房子不是红瓦就是彩钢
瓦。户户门窗不是塑钢就是断桥铝。
屋里的装修不是刮大白就是装饰板，
宽敞、整洁、豁亮、舒适……

大自然有时也是顽劣的。八十年
代有句顺口溜：转过山弯看永隆，黄沙
满天人贫穷。这个说法在当时并不夸
张。永隆村的风沙源，来自于木石匣
大河西岸的前营子组至窑上组之间，
和大河东岸的梁底组至吴营子组之
间。由于以前一段时期内，人们对生
态环境的保护意识都不足，致使这两
处的植被破坏严重。每当初冬开春时
节，就会时常出现狂风乱舞，风沙漫
天。处于下风头的土地被沙化的严
重。河东岸的董营子组是受风沙侵害
最严重的。一冬天下来，院墙外的沙
土就会积攒的与一米多高的墙齐。八
十年代后期，永隆村民开始封山禁牧，
退耕造林。在一代代永隆人的不懈努
力下，如今的沙地上榆树成片，松树成
林，杨树成带，沙柳成荫。沙丘不在滚
动，农田焕发出新的生机。

永丰泉村民组，位于木石匣大河
西岸，从营子前向河东岸望去，便是喇
嘛洞山。在山南部向阳避风的山峰
处，隐约可见喇嘛洞洞口，喇嘛洞山由
此得名。相传，从前有一得道喇嘛僧
在此洞中修行。有一只很灵性的青山
羊给他驮运饮水。山羊背上绑着两个
水囊，每天来到木石匣河边静等，过路
的人见了，就把水囊给灌满。山羊就
稳稳的把水送到洞中。僧羊相携相
伴，相依为命，一段神奇流传至今。看
来，人与万物的和谐共处，古以始
然。

从永丰泉营子向东三百多米，过
一座钢结构铁桥，便来到喇嘛洞山脚
了。一块白色的大理石碑上刻着:永
丰泉石刻题记。下面还刻有:克什克
腾旗文物保护单位等字样。在大理石
碑后面，有几块自然生就、分布不均的
大石，在每块大石平展的正面上，刻着
一段段文字。当地人称之为“喇嘛
文”。具体是记载着一段历史，或许是
讲述着一个传奇，至今无人知晓。

从山下向洞的位置望去，除了红
褐色的铺山石，就是杂乱无章的块
石。山势虽不算陡峭，但并没有成行
的道路。这就使每一位想去洞中观光
的人，都有一次选择路径，确定方向，
开辟道路的机会。这也许正是当初造
洞者，开化后来者的用心别意吧！

一切美好事物的获得，都必须要
付出艰辛的努力。当你一番曲折接近
洞口，你绝对不会想到，洞前竟然有一
处小院。院墙用石块砌成，院门外是
一条一米多宽东西走向的平台。南面
正中是院门，正对北面是洞口，西面是
峭壁，东面院墙外有数棵两米多高的
杏树。走进院内，院子有四、五平米。
洞口东南角处，有一棵枯死多年的黄
榆树。虽然表皮已脱落殆尽，却依然
执着地守护在洞旁。在它干枯的枝杈
与东侧院外的杏树之间，挂着几条写
满经文的彩带。这也许是善良的人
们，对它这种至死相守的精神的一种
崇敬吧！

进到呈椭圆形的洞里，洞顶岩石
交错，表面有明显的烟火熏烤的痕
迹。洞宽约三米，高有两米多，纵深约
五米。东侧石壁比较平整，靠近洞口
一米多高处刻有三个“喇嘛字”，具体
含义，犹未可知。西侧石壁底部向东
侧斜出，中部向西凹进。向里行至约
三米处，在洞的正中距洞底一米左右，
有一长约两米，宽一米多的小石洞，这
可能是当年喇嘛的卧室吧。

站在洞外放眼远方，群山隐隐，相
接天际，峰峦叠嶂，云雾缭绕，俯视木
石匣大河，静静的河水蜿蜒而去，如一
条洁白的哈达向世人发出邀请。

永隆村简介：永隆村总面积19.5万
亩，其中耕地面积9210亩，草场面积8.9
万亩，林地面积1.7万亩。辖区有11个村
民组。户籍人口747户1779人，常住人口
386户1389人。肉牛肉羊养殖是该村的
主导产业。2021年全村人均纯收入1.6万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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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峰秀水待君来

■巩广增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

路九连环，这里的杨树一排排，这

里的田地连成片。这里的景象像

放映机一样将画面投射在我眼

底。要问这是哪？这就是新开地

乡的红石砬村。是的，这就是红石

砬给我的初印象。对了，这里风力

发电机还特别多呢。

到达红石砬已经接近中午，村

委会忙忙碌碌，听说是准备一个什

么考试，说明来意，村党支部书记

赵海芬把我带到一位老人家中。

这位老人叫刘善英，是以前的村支

书，现在虽然退休了却也闲不住，

在村子里开了一个小店铺，经营一

些种子农药，顺便帮附近的村民充

话费，交水电费。或许是因为有过

工作经验的缘故，刘善英老人说起

话来有条不紊，就是一些统计数据

也记的清清楚楚。跟随刘善英的

讲述走进红石砬子，去了解我认为

与众不同的红石砬村。

别看红石砬子这山路盘旋的，

却也是交通要道。而红石砬村部

所在地，从古至今都是集贸之地。

就是围场的商人也经常在这里贸

易往来。刘善英老人指着窗外这

条路告诉我，这一里长的路在最繁

华的时候，两旁都是摊位，人头攒

动，好不热闹。

跟随刘善英的讲述，我仿佛听

到了小贩们的叫卖声，随着叫卖声

看到是琳琅满目的商品。那边榆

树底下卖蔬菜的，挑着品相难看的

菜叶扔到不远处，几只羊立刻跑过

品尝人间美味。被摘好的蔬菜，都

有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它们都是

土生土长的菜品，在这里被标上价

格，陆续找到归宿。那边卖的是针

头线脑，这些东西别看小，却是人

们生活离不开的东西，虽说本小利

薄，可是换些零用钱还是富富有

余。什么修鞋的，修自行车的，磨

剪子戗菜刀的扎堆开张。买布的

妇女大声的和商贩讨价还价，赶着

牛车购物的人从远处村里来，人吆

喝着牲口，那些远道来的商人，第

一天就到了，在村子的小店住一

晚。小孩们三五成群流连在卖吃

食的小摊上，卖种子的介绍着各种

类型种子的优劣……

随着时代变迁，售卖的物品不

断更新。更多新物件出现在集市

上，修自行车的不见了，取代的是

电焊铺和修理农机具的，针头线脑

的也逐渐少了，手机门市开了几

家，棺材铺改成了殡仪用品大全。

小汽车一鸣笛，街上的行人找个空

地让开了。远路的商人总是可以

当天回去。蔬菜也不仅限于土生

土长，那些外省的、老辈子没见过

的、稀奇的东西更是丰富了百姓的

味蕾。这不就是一幅浓缩现实版

的《清明上河图》嘛！

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如今坐

在我对面慢悠悠的讲述着这些。

带着对过去的怀念，对现在的满

足，还有那么一些对未来的期许。

最近两年疫情，集市虽说不像以前

那么热闹，但商店门面还是生意兴

隆的。

感知的东西总是带有温情，而

理性的东西却能说明问题。所以，

刘善英又用数字向我全方位展现

了红石砬。

红石砬特色产业以粉条加工

为主。粉条加工厂2家，年销量粉

条150吨。红石砬每逢五、逢十是

集市，除了集市，平常百姓购物也

完全可以满足，因为有超市、商店

6家、农机具专卖、修理铺3处、建

材经营2处、卫生室及药店3家，饭

店2家，殡葬服务1处，米面加工厂

4 处，化肥经营 2 处，移动服务 1

处，年交易额达 2800 多万。当看

到这一串串数字，才知道，虽然不

是多大的地方，却也有属于自己的

繁华。

从刘善英老人的小店出来，正

赶上放学时间，红石砬小学就在村

部不远处，透过校门看到整洁宽阔

的操场和一些体育器材。小学生

陆续出来，一位接学生的老乡对我

说，学校离家近，不耽误干活，不像

有些地方没有学校，孩子还要送到

别处住校，孩子小家里人总惦记。

红石砬村小学一到五年级，还

有幼儿班。据说还有外乡的老师

过来授课，这就是传说中的没有梧

桐树引不来金凤凰吧。

到了红石砬子，不看红石砬子

这可真不叫个事儿。无奈冬雪未

融，时间紧迫。种种原因与它失之

交臂。红石砬子到底有多红？红

石砬子为啥红？把这些问题作为

留白给自己和读者吧，让大家对红

石砬子有那么一些期许，那么一些

好奇。如果来年春暖花开，又有天

时地利，定要亲眼见过才算。

我其实不想这么生硬的记下

来，无奈时间太匆匆了。人们常

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红石砬

子的山静静的矗立在那守护着这

里的人们，红石砬子的水默默的随

季节变换着温度，养育这里的人

们。我只是这里的一个匆匆过客，

带着对这里无限祝福挥手说再见。

写完这篇文章，我带上耳麦，

那歌声就悠悠入耳，“飘逸的外衣，

街上叫卖的小曲，仿佛隔空变换到

那里，一切模糊又清晰，几秒钟的

世界，感叹不平凡的意义……”

红石砬村简介：红石砬村位于新

开地乡东南部，东与苇塘河村毗邻，南

与翁牛特旗接壤，西与高地村相交，北

与土城子镇紧连。距经棚镇 170公

里，邻新北公路。辖沙岭沟西、吴春漫

甸、长汗沟、北沟、红石砬、大营子、沙

岭沟东、沟南园子，下沙岭沟9个村民

组。户籍人口871户2171人，常住户

425户1124人。全村总面积为5.6万

亩，耕地1.9万亩，草牧场2.4万亩，林

地3.1万亩。种植业主要依托金昊农

牧业专业合作社种植中草药、杂粮种

植为主导产业。特色产业以粉条加工

为主。养殖业以养猪、养羊为主。

2021年人均收入15000元，集体收入

以帮扶单位为主，到2021年村集体经

济收入累计1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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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被誉为百兽之王，石狮子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辟邪镇宅之能，所

以古代帝王将相，豪门贵胄的门前通

常会立两尊惟妙惟肖，威风凛凛的石

狮子，一为平安，二为彰显身份，但与

这些雕工精细，身份显贵的石狮子相

比，立在宇宙地镇刘营子村村口的石

狮子就非常朴实无华，它们不但质朴，

而且还是两大一小的三口之家，想来

它们是因为要守护这一方土地上的人

们，所以才拖家带口，永远扎根在这

里，据传说，它们原是一家四口……

拉不走的石狮子

张增有老人已经七十多岁了，脸

上的皱纹就像木犁耕出来的垄沟，配

上墙角竖着的二胡，像极了古时候的

说书人。有俗话说的好，不会拉二胡

的说书人，不是个好庄稼汉，为了证明

自己是个好庄稼汉，张增有讲起了石

狮子的传说。

谁也说不清楚石狮子是从哪里来

的，又是谁雕刻的，人们只知道它们一

直守在这里，并且哪里都不去。传说

在百余年前，刘营子村村口还立着四

只石狮子的时候，有一位大人物想把

它们据为己有，于是用了四辆八套马

的大铁车，一辆车拉一只，强行将它们

抬上马车，拉向不知名的远方，可是却

不知为何，明明体积并不大的石狮子

却异常沉重，把身强体壮的八匹马累

的举步维艰，一行车马慢吞吞的走到

河沿时，四辆大铁车突然全部切轴，那

位大人物无计可施，一气之下将它们

就地抛弃。后来刘营子村一位村民无

意中看到了被抛弃的石狮子，便找了

一辆小推车，将它们推了回来，只是回

来时其中一尊小狮子已经不见了，所

以他们就变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家

三口，而最小的一尊扭着头往回看，因

为它在等那位迷路的家人回来。刘营

子村村民认为，之所以四辆大车拉不

走的石狮子，却被一个人推回来三只，

是因为它们不想离开这里。

传说让石狮子们的身上多了一层

神秘感，于是围绕在它们身上的故事

便越来越多，诸如早些年若有大铁车

经过，就要从油壶里舀出一点油涂到

石狮子身上，以求平安。日久年深，石

狮子们被抹了一层又一层油，于是就

变成了今天又黑又亮的模样，天热时

身上还会渗出油来。

传说终归是传说，它只是人们一

种朴实愿景，而石狮子依旧沉默而执

着的立在刘营子村的村口，见证着这

片土地的兴衰与变迁。

城里地，城中地

在刘营子村，人们通常会把整个

村子分成“城里地”和“城中地”两个地

方，城里地是村子后面的一片耕地，城

中地是村子西边的一片耕地。张增有

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城里地中间有一

个巨大的土包，后来被一点一点犁平，

成为现在平整的耕地，那时老百姓种

地经常会从地下翻出来近一米长的青

石砖，还有一些瓷瓶瓦罐之类的东西，

他也曾捡到了一块雕着各种花纹的铜

片，看起来很像将军盔甲上的物品，只

是当时人们没有文物的概念，捡到后

又顺手不知丢到了哪里。

如果没有考古专家，恐怕无人知

晓，尘封在地下的究竟是怎样一段历

史。会不会有一位征战四方的大将

军，解甲归田来到此地，皇帝赏赐了他

一座富丽堂皇的将军府？也许这里曾

有一座富庶的城池，人们用巨大的青

石砖砌成高高的城墙，可是后来发生

的战乱亦或是天灾，人们远走他乡，千

百年后城池被埋在黄土之下，后来黄

土上又住了人，就有了现在的刘营子

村。

几本史书，如何能还原历史的全

貌？唯有那三尊石狮子在静静的看着

这一切。

富庶的刘营子村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

人。”在这片土地上，也许有过繁华的

过往，也许曾经满目疮痍，但今日当我

们走进村里时，入目皆是干净整洁的

街道，整整齐齐的砖瓦房，人们为幸福

的生活忙碌着。刘营子村良种场组的

郝凤刚，家里种着一百多亩地，还是村

里的养牛大户，家里有 36 头牛，钢架

结构的牛棚高大宽敞，草料使用科学

配方，全机械化操作，每年收入相当可

观，每到了秋收和牛出栏的时候，这个

朴实的汉子都会眉开眼笑的蹲炕头

上，数钱数到手抽筋，为了不让手抽

筋，他现在用钱通过银行转帐。

刘营子村土地肥沃，改革开放以

前曾是粮食种子改良场，现在依然是

全旗著名的种植大村，全村17个村民

组耕地已经实现全覆盖滴灌浇地，旱

涝保收，提高了粮食产量，增加了农民

的收入。这里的甜菜因为个头大，出

糖量高，被林西糖场列为重点收购点，

而粮种场、杨大院、杨树林、新立等村

民组则种植蔬菜，老百姓的日子过的

芝麻开花节节高。

一个地方真正的发展，不仅仅体

现在经济收入上，还体现在人文关怀

上，特别是对孤寡老人的照顾。宇宙

地镇敬老院就建在刘营子村，46位无

儿无女的老人在这里安享晚年，且不

说窗明几净的居住环境，也不说护工

为他们无微不至的打理生活，就说闲

暇时敬老院里响起来的广场舞音乐，

看着老人们欢快的随着音乐起舞，就

是对“老有所依”四个字最好的诠释。

最美人间四月天，万物明朗，未来

可期，刘营子村正一步一步走向繁荣

昌盛。有了钱的人们在村口给三尊石

狮子盖了一座凉亭，用于遮风挡雨，而

这石狮子们依旧沉默的守护着这片土

地，从未开口，却耐何有一个聒噪的闲

人，胡思乱想，写了这篇《石狮子说》。

刘营子村简介：宇宙地镇刘营子村位

于克什克腾旗宇宙地镇南部，大兴安岭支

脉黄岗梁南麓，木石匣河中下游，毗邻热水

开发区,与林西县接壤。地势北高南低，平

均海拔740米。全镇总面积18.9万亩(162

平方公里)，耕地2.73万亩，其中水浇地2.5

万亩,林地5万亩，草牧场9.5万亩。辖19

个村民组，户籍人口1643户3456人，常住

人口1040户1746人，以汉族为主，蒙古族

等少数民族和谐共处。2021年人均纯收

入120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8.4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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