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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蕴东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摘自

艾清的《我爱这土地》

怀台坤兑川怀抱着怀台坤兑河，

囊括了天义号村的 12 个村民组，至

105 省道天宝同村新地组地段出川，

怀台坤兑河也在新地附近汇入敦德

浑地河，敦德浑地河在下哈巴其拉汇

入苇塘河，苇塘河最终在克什克腾旗

海拔680.9米的最低点哈巴其拉清水

口流入西拉沐沦河。怀台坤兑川全

长 63.60 公里，属于西拉沐沦河二级

支流流域。流域面积423平方公里。

怀台坤兑川自北向东，川南属于

燕山北麓余脉七老图山向北延伸部

分，川北是熔岩台地，俗称漫甸，属于

前进村。发源于上头地敖包梁东麓

的怀台坤兑河流经全域。有川就有

河，所以，古时的六大川泛指六大河

流。怀台坤兑川主产小米，盛产杂粮

杂豆，是名副其实的米粮川，它养育

了我的父辈、祖辈、祖祖辈辈……

从新地村西横穿105省道沿西南

方向的水泥路前行，便进入了怀台坤

兑川；这里是克什克腾旗东南部的农

业基地，原来隶属书声乡管辖，2013

年合乡并镇划归土城子镇，属于土城

子镇三道大川（乌日都浑地川、敦德

浑地川、辉图浑地川即怀台坤兑川）

之一，天义号村占据了怀台坤兑川中

上游大部分区域，下游属于天宝同村

管辖。

进入怀台坤兑川，顿觉烟火气十

足，三、五里地一个村庄，鸡鸣狗吠，

人欢马叫。相较于漫甸，这里的春天

总是抢先半个月，嫩绿的杨树，鹅黄

的柳丝，粉白的沙果树，沁人心脾的

杏花香、油黑肥沃的黑土地……争先

恐后，唯恐辜负了这明媚的春光、慢

待了这秀丽的山川。布谷声声，不厌

其烦地……归去来兮，农人告余以春

及，将有事于西畴。于是乎，现代化

农业机械各显神通。覆膜的、灌溉

的、种瓜的、点豆的，一派繁忙热闹的

景象……“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

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

桑又插田。”

黛色的大黑山依然凝重，他是怀

台坤兑川的地标，海拔高出后漫甸五

百多米，春天总是从山脚一路蹒跚而

上，先是开满了杏花的阳坡，尔后是

一人高的榛柴在阴坡泛绿，最后是山

顶的各种落叶乔木，其中不乏枫树，

她可是大黑山秋天最靓丽的衣衫

……

去年夏天，携几位从外地回乡的

发小攀登大黑山，因十几年封山禁

牧，已经没有了记忆里的羊肠小道供

我们登顶，只好沿着山脊艰难地登上

了大黑山最高峰，我们带了一面红

旗，在相对平整的峰顶，我们面向红

旗和着手机的音乐共同和唱了一曲

《我和我的祖国》，我们忆起童年过

“六一”老师带领我们攀登大黑山那

情绪激昂的热闹场景，也怀念着帮助

父母手提肩扛在大黑山打山杏的艰

苦岁月，看着眼前青葱翠绿的大黑

山，不由感慨大黑山那几欲灭顶的灾

难，五八年大跃进，为了响应国家号

召，赶超美英钢铁产量，书声公社在

大黑山开挖铁矿石，然后运到书声农

业中学（现已改建成书声敬老院），然

后又把大黑山所有的树木包括榛柴

像剃头一样全部砍光，书声农中诺大

的院子被山一样的树木、榛柴围了起

来，尔后“大炼钢铁”，当年全国钢铁

产量 1108 万吨，废品就占 308 万吨，

其 中 就 有 大 黑 山 铁 矿 所 做 的“ 贡

献”。下山的时候，我们试图重新开

辟一条道路，但我们失败了，被困在

脚无立锥之地的灌木丛里，几个小时

才走出大黑山，虽然手臂、脸颊被划

的伤痕累累，但我们的心情还是非常

愉悦的……

有一位发小在呼市搞园林绿化，

他指着怀台坤兑川北面贫瘠的黄土

坡说：经专家论证，我们赤峰地区无

论是气候、土壤、海拔还是地貌特征

都与文冠果的生物学特征相吻合，是

文冠果种植的黄金地带，适应大规模

种植，产业化发展。等我有了一定的

积累后，一定把怀台坤兑川栽满“文

冠果”树，既美化了环境，又创造了经

济价值……我们都盼望他这个愿望

早日实现，并在心里默念一定助他一

臂之力！

怀台坤兑川有着悠久的历史，根

据天宝同村东北坡出土的青铜獻考

证，它属于早商时期的凸弦纹青铜

器，青铜獻是典型的商代器物，为目

前中国青铜礼器出土纬度及海拔最

高的一件。这里属于夏家店后期文

化，已有4200年的文明历史，一首老

书声人写的歌词《永远的克什克腾》，

非常贴切地描述了当时的生活：

“东胡人在这里打过猎

鲜卑人在这里跳过舞

克什克腾

目送他们走向远方

……”

怀台坤兑川汉族居多，祖籍大都

是山东人，他们继东胡、鲜卑等北方

少数民族之后，或者是响应清政府的

移民政策，或者是为了生计闯关东，

在这条蜿蜒曲折的河谷地带世世代

代繁衍生息，虽然经历着生活的艰难

困苦，也同时品尝着努力拼博换来的

人间乐趣，正如天义号村裕泉龙人张

汉明在《书声的品格》一文里所写：

“穷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

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

到汉初形成制度，到2006年1月1日，

延续了 2600 年的农业税制度被我国

政府彻底废除，怀台坤兑川沸腾了。

这些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

民终于有了一种被尊重、被认可的自

豪感，土地的激情与活力被激发出

来。

我和发小一行人走在阡陌纵横的

田梗上，谷子正在拔节，高粱亦将吐

穗，几台无人机嗡嗡叫着在低空打药

……

百川东到海，辽水西拉沐沦河早

在《吕氏春秋》《淮南子》里就把它列

为中国六大川之一，怀台坤兑川是西

拉沐沦河的分支，做为怀台坤兑川的

子民，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汇

入容纳百川的大海，一路高歌前行，

永不懈怠。
天义号村简介：天义号村共有广富营

子、炒米房、裕泉龙、大营子、段营子、倪其

营子（天义号村委会原书声乡所在地）大

夫营子、天义号组、下沟门组、上沟门组、

西梁组、朝阳营子12个村民组。总面积

10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1000亩，林地面

积45000亩；户籍人口2346人、常住人口

1126人。2021年人均纯收入1.3万元，村

集体经济收入累计8万元。

散文

怀 台 坤 兑 川

西沙窝子是浑善达克沙地的南

部边缘，也是我生长的家乡，这里因

为缺水，围绕打出井的地方逐水草而

居，人们就把自己的村民组冠名红土

井子、腾克力井子……白土井子因水

井周围产一种白色的黏土而得名，村

部建在这里就演变成村的名字。

“省鞋底费鞋帮，省裤腿费裤裆，省水

桶费水缸。”这是曾经流传西沙窝的一首

民谣：何为三省三费，就是西沙窝草木茂

盛，地上没有石子，绵绵软软的沙土地不

等磨损鞋底，鞋帮就早早被草木划破了；

人们出行大多是骑马，因为马鞍子少，一

般是骑在马的脊背上叫骑骣马，这样省了

裤腿，费了裤裆；西沙窝缺水一般是用水

车拉水，储存水时需要很多水缸。

到了上个世纪中期，这里由于超载放

牧，过于开垦，加之人为的乱砍盗伐，沙地

植被得不到合理的休养生息，致使春日里

沙尘肆虐，夏日里干旱少雨，秋日里霜冻

早临，冬天无雪大风狂躁，过去的青山翠

峦变成了一片漫无边际的沙海银坝，车辆

简直无法通行，村子几乎与外界隔绝，出

行坐牛车或骑马，运进运出货物和一些建

筑材料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许多人背

“井”离乡，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2020年的秋天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

家乡——白土井子村山东井子组。让我

真的没想到这样偏僻的穷山沟沟，坑坑洼

洼、崎岖不平的沙漠里一条平平坦坦的柏

油路直通村部，下面的各个自然村也相继

修通了砂石路，这在以前是连想都不敢想

的事，而如今变成了现实。由于禁牧、退

耕还林、退耕还草政策的落实，路的两边

草木繁茂，山菊花在路边迎着笑脸，蜂蝶

在花蕊上狂吻嬉戏，云雀在蓝天上歌唱，

多年不见的苍鹰盘旋在湛蓝湛蓝的碧空

中与白云撩逗，时而滑翔、时而俯冲，家乡

的山野又换上了绿装。人工林在不断地

蔓延，绿草地也在扩展，各种植物竞相生

长，动物们又回到了这里生息，一时间看

不到的狍子、马鹿、沙狐、狼又回到这里。

山杨树和白桦树在这里郁壁成林，壮硕的

沙榆树枝繁叶茂，灌木丛也恢复了应有的

生机，植被在慢慢恢复，环境在慢慢向好。

深秋时节，叶已落尽。再次走在故乡

的山间，满眼的枯枝衰草。只有那红的通

透的山里红、山丁子，红艳艳、俏生生地挂

在光秃秃的枝头，成了深秋山间最靓丽的

一道风景。光阴如梭，日月递嬗，我们沐

浴着相同的猎猎季风，迎接着相同的节气

变换。秋叶分给我们相等的红，天空点给

我们同样的蓝。而晚秋带来的蒹葭露冷，

给了我们以相似的苍凉和烽烟。

这不仅想起小时候会在满树的青青

的山梨、山杏间寻找果子的顽皮，偶尔发

现一个已经红了半边脸的果子，就会攀爬

采摘，或是弄个长长的杆子，满树的抽

打。偶有掉到地上即使沾上泥巴，也会捡

起来用手搓一搓啃上两口，再嘬一嘬，略

带甜甜的、酸酸的、涩涩的汁入口之后，甜

味不足，涩之有余，即使牙齿难耐舌头有

些拿不动，满足的笑也是挂在嘴角。

目光拉到近焦，浏览一树树的山里

红、状如繁星的山丁子、洒满草丛的欧李

……怎地一个“红”字了得。初霜后这些

山野的果实才是最好吃的时候。虽然现

在水果多了，东西南北大荟萃，吃啥有啥，

但这山野的味道仍然是人们的钟爱，它装

点萧瑟的山坡，点缀丰满的枝头，成为家

乡醉人的风景。

秋好季节到山里采摘些山货，什么山

蘑菇、山野菜，用大筐或是笸箩晒凉的大

半干后放在阴凉处，偶有亲朋好友来家里

做客也是招待客人的佳品，如果有进城里

的给城里的亲戚捎上一些也算是“山珍”

吧。生活有阳光也有苦涩，有激情奔放也

有坦然面对，人生总有一方土地让你翘首

眺望，总有一处风景让你魂牵梦萦，这就

是故乡情吧！

四季交替，留不住花开几许，岁月轮

回，带不走心如止水。慢煮生活的暮时晓

月，醉了一地的轻欢浅喜，敷了一脸的忧

伤叹感。人生的苦难摊开在光阴的枝头

上，晾晒成了一段段追忆的风雅。

怀揣一缕暖阳的游子，追逐一个家乡

的梦，白土井子的梦想就在眼前。

散文

魂牵梦绕是家乡
■ 袁清良

古鲁板图川（俗称黑石滩）从沟

门到沟脑全长15公里，二地村的十八

个村民组全部分布在这趟川的山脚

下，古鲁板图三十里的川道狭窄，两

岸山连山连绵不断，一直走到万德村

上游才到了尽头。一条随川道而流

淌的小河弯弯曲曲绕着走，滋养着这

趟川的生灵。大山与小河把两岸的

村庄编织在一起。小河两岸古榆连

株，繁衍惊人，老榆树根系发达，忠于

职守，一如既往地守卫着两岸为数不

多的良田。老榆树寿命很长，川中老

人讲述：现存300 岁高龄的古榆为数

不多，它们仍然枝繁叶茂、苍葱笼罩、

盘根错节、姿态万般，着实是古鲁板

图的一道天然风景线，它们承载着历

史的分量，静静地诉说着大自然的神

奇。

据川中老人讲，在旧中国的黑暗

时代，每遇荒年，老榆树为两岸生灵

提供了可供生存延续下去的依靠和

保障。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老人们的记

忆出现了偏差，就是那句老话：没有

大自然人类就没有未来。

古鲁板图川自远古至今，人们始

终恪守农耕传家的信条。古老的农

耕时代是人类最美好的时代，中国传

统农耕文化就是建立在农耕文明的

基础之上的。农耕文化的伟大影响，

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戏台上的道

具，早已成为文人们书写民间故事、

反映社会现实取之不竭的素材源泉，

早已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存状

态。农耕文明自从形成了一种模式

开始，就温和奔放地喷涌着人类理性

生存的追求。

古鲁板图自古就是一个富庶的

山区，在那大车老板子最张扬的时

代，老班子说的顺口溜：“哎！哎！你

让我窜一窜，我给你古鲁板图那趟

川，那趟川，黑石滩，黑石滩不遭死贱

年……”

这说明古鲁板图川自古就是可

以供人们长久地生产生存而有保障

的安全地方。所以，许许多多闯关

东、走西口、奔生计、逃荒年、避战乱

的人们选择在此长久居住，由于这个

原因，古鲁板图川的居民，大多都是

这样来的。

古鲁板图川五谷杂粮俱全，耕地

有三种类型：小河两边的平地当地人

叫山根儿地可种植黍菽米谷；山坡地

可种植荞麦、油料作物等杂粮；漫甸

儿地大面积种植小麦、莜麦等大田作

物。

在那农业机械化尚属梦想的年

代，庄户人家耕作用的全是弯犁笨

镐、锄头镰刀之类的农具。这就是古

老的农耕模式。每当盎然春意慢慢

地由南向北蔓延开去的时候，北方大

地也做好了为各种生灵提供可靠营

养的准备，轰轰烈烈的农耕便开始

了。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庄户

人家忙着抢墒，叫做顶凌播种。种完

小麦、莜麦等作物，就该种黍菽之类

的作物。一个木头犁杖需两头牛拉，

还要有经验的老庄稼人扶犁，不仅垄

要直，垄大垄小要合适，翻土深浅还

要合适，翻土深，苗出不齐，翻土浅，

盖不住种子，小苗出不齐。犁铧子翻

出的垄沟后边是敲点葫芦下种的人，

点种更是技术活，什么样的作物有什

么样的种子密度，而且不能断苗，所

谓三分扶犁七分点籽。点上种子还

要用木梭盖土，之后还要打滚子保

墒。所以，一副犁杖至少要四个人进

行操作，才能完成春播的全部流程。

在人民公社时期，春播出动很多犁

杖，大面积的农田里，扶犁人的鞭声、

喝牛声，下种敲击点葫芦的清脆声，

石磙子吱吱嘤嘤的转动声，再加上布

谷鸟远近高低叫个不停，构成了一章

农耕文化的交响曲。

随着农业机械化作业开到了田

间，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农耕模式，

退出了农耕文化的历史舞台。它将

成为古老的文化底蕴被写进历史，延

伸到更为久远的时代。

曾几何时。随着人类向大自然

索取的不断升级，牲畜自然放养，乱

砍盗伐，草牧场沙化严重，乱石重重

左右纵横，野生动物消失的无影无

踪。一场大雨后，山水下山，为数不

多的河边地被山水冲走。生态环境

已经到了不治理不得以生存的时候

了。面对生存危机，牲畜舍饲圈养，

封山育林等善待自然的行为成为村

民的首选。二地村因此也涌现出很

多治山大户，治理面积都在千亩以

上。

韭菜坡村民组村民赵子文老人

承包了千亩荒山，在山上盖了房子，

老两口搬到山里住，发动全家男女老

少全部投入到植树种草的劳动中

来。栽树700 亩，有山杏树、杨树、落

叶松、榆树等树种。几十年的辛苦劳

作，昔日的黄土山，如今真正变成了

绿水青山。漫山遍野的树木诉说着

主人的辛勤付出。问他们对荒山的

投入情况，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是

啊，他们那一身一身的汗水有价吗？

他们顺脸而下一颗一颗的汗珠子有

办法计算吗？

二地村徐营子村民徐国栋承包

了敖包沟1000亩荒山，他不仅发动家

人、亲朋好友们帮忙干，卖掉了自家

的马、牛、羊、猪，全部投入到治山

上。在山里盖了房子，他弟弟常年吃

住在山上，几十年的封护治理，换来

的是满山落叶松已成材，沟塘杨树参

天蔽日，小灌木纵横交错，野草覆盖

了大山的每一寸土地。过去连兔子

也不肯去方便一下的敖包沟，如今成

了狍子、兔子、野山鸡们的国度，就连

害人的野狼也来入户，野狼乘人不备

偷偷跑出大山作案，蹦进庄户人家的

猪圈，把人们辛辛苦苦养大的大肥猪

当做它解馋的美餐。大骡子大马在

山上吃草，也成了它进攻的对象。养

羊的人们为防止野狼黑夜进圈，养了

护羊犬还不放心，夜间起来放几个二

踢脚。据说这个办法很管用，初一你

起来放炮，初二我起来放鞭……
还有刘少玉、孟吉祥也都是千亩

荒山承包户，通过几十年的封护治

理，荒山树木覆盖绿树成荫。站在风

景线上，画里画外都是美丽和震撼。

他们承包的所有荒山，都是一幅色彩

素雅而动人的水墨丹青，令人陶醉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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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一声春雷惊醒沉睡的

大地。仿佛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在这

个时节悄悄发生着。满怀期待和喜

悦，我走进了一个叫浩来的村子，倾

听这里最真实的声音，看这里最可喜

的变化。

“现在国家的政策好，只要积极

肯干，就能过上好日子。”万合永镇浩

来村党支部书记姜凤国满怀感慨地

说。

浩来村村民委员会驻地下店组，

距镇政府南 25 公里处，东邻关东车

村，南接兴盛义村，西连经棚镇呼必

图村，北与青山林场为界。浩来村系

蒙古语，意为“干沟”，从字面上看就

能想到它曾多贫穷多落后。如今，浩

来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

繁荣、社会稳定、人民群众生活安乐

祥和，处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52 岁的姜凤国书记是土生土长

的浩来村人。他的祖祖辈辈都生活

在这片土地上，说起小时候的穷苦日

子，他感慨万千。小时候，姜凤国兄

弟姐妹多，没钱上学，要靠自己挣工

分攒学费，初中毕业即辍学参加工

作。1994年参加工作时，从家到单位

步行8里地，这一走就是两年。后来

生活好一点了买了一辆自行车，两个

轮子载着姜凤国风里来雨里去，一晃

儿就是8年。1995年成家时，婚房还

是借亲戚的，1996年盖了三间土房。

2002年，他买了一辆摩托车，2019年

3月买了家庭轿车。现在，不但土房

变砖房，还装上了暖气。除了生活条

件有所改善外，养殖规模也有了很大

变化。由最初的10多只羊，发展到现

在的 300 多只，年收入达到 20 多万

元。像这样的收入水平，在村子里占

50%。

孙国强是浩来村顺义龙组的村

民，是养殖大户，今年52岁。他和妻

子严玲，养牛160多头，去年光牛犊就

卖了 30 多万元。在全村，养殖规模

40 至 50 头牛的有 20 多户，50 至 100

头牛的有四五户。更值得一提的是

37岁的何福涛，原来在镇里做楼房穿

线工作，工作辛苦、收入又低、还不稳

定。去年夏天，他回村自筹50万元，

建起了2000多平米的圈舍，与姨父一

块做育肥牛产业，取得了一定的经济

效益。游子回归，村委会两委班子成

员高度重视，在考察学习项目中，积

极推荐何福涛参加学习，给他极大的

动力和支持。这样的致富能手，无独

有偶，还有上店村民组代瑞娟，巾帼

不让须眉，六年前成为养牛致富带头

人，筹建了大斌家庭农牧场，经过几

年苦心经营，已经被评为市级家庭牧

场。如今，年仅40岁的她，在城里有

几处楼房，成了年轻人的致富楷模。

在村里的大力支持下，村民乘借国家

政策的东风，如今，在浩来村已经建

成了 4 家养殖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

在浩来村，养羊大户300只以上

达到10余户，除老弱病残的40余户，

多数家庭养殖数量在100只以上。以

前，养牛养羊都是为了换成票子来改

善生活和供养孩子上学做学费，自己

舍不得吃；如今，缺衣少食的艰苦岁

月已成为过去，想要吃肉，随时可以

宰杀。寻常的日子就象过年一样红

火。

种药大户胡德元今年67岁，2020

年，他登记注册了神草药业种植合作

社，注册资金100万元，他任董事长。

地道的农民种出来道地的蒙中药

材。他试种黄芪、防风，凭借得天独

厚的地理优势，扩大种植面积达到

400余亩，预期效益相当可观，前景旷

亮无比。一位年近七十的农村老人

为何如此有魄力呢？姜凤国说：“党

和国家的好政策，让人心里有底气，

干有力气。”朴实无华的话语充满了

激情与力量。

92 岁的李明才老人是一名老党

员，参加过辽沈战役。退伍后回到浩

来村，享受退伍军人补贴、低保、长寿

补贴。每年冬天，李老都会和老伴儿

去经棚镇老年公寓住上半年，春暖花

开时，老两口又回到村里养花种菜，

过上一段令人艳羡的田园生活。

曾经的浩来村贫瘠落后，村部院

内处处是坑坑洼洼，一到雨雪天气踩

得满脚是泥。如今院内已全部硬化，

建起了小公园和活动场所，室内铺上

了地板砖，棚面吊上了PPC板，办公

设备全部更新。原来村民农闲喝酒、

打麻将，混日子成为生活常态，恶性

循环使日子越过越穷。如今，在村委

会党员干部的带动下，浩来村进行了

危房改造，家家户户土房变砖房，70%

的家庭用上了锅炉和暖气，30%的家

庭买了小汽车。村子里，路灯、水浇

地、网络信号全覆盖，不用出门，美团

优选购物就会送上门。“过去想都不

敢想的日子，做梦一样来了。现在只

要正经干，不愁过不上好日子。”村民

们感慨地说。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洒心血花

不开。甘果不会从天降，幸福生活等

不来。”得益于大青山优美的自然环

境，浩来村群山环抱，生机勃发，山坳

里狍子、梅花鹿出出入入，自由嬉戏，

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改善，依山而

建的食用菌园区长龙盘卧，银波翻

涌，成为浩来人的金钵银斗。腰杆挺

起来了，钱袋子鼓起了，小日子火起

来了。浩来人靠勤劳的双手、滚烫的

汗水，依托国家的好政策，生活蒸蒸

日上，士气虎虎生威。外出打工的年

轻人，也开始整理行囊，打道回府，打

算植根在家乡的沃土，描绘新的人生

蓝图。

浩来村，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

村子，注定会成为那个风吹草低见牛

羊的富庶之地。

浩来村简介：浩来村总面积112平方

公里，辖 8个村民组，户籍人口 583 户

1108人，常住人口244户438人。耕地面

积409.2公顷。主要种植牧草、小麦、葵

花、莜麦。牧业主要养殖牛、羊，草牧场

6669.22公顷，家畜存栏1.2273万头只。

林地面积506.66公顷，其中人工林面积

204.03公顷。农牧民专业合作社4家。

2021年人均纯收入9800元，村集体经济

收入累计 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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