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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宏宇

如果说青山绿水，祖国无处不绿
水青山。

我见过桂林的山，山依漓江之
韵，成就了天下之甲的美誉。

我见过西湖的水，因为历代文人
墨客的钟爱，西湖粉墨为西子。

……
祖国的大好河山让我痴迷，但让

我梦牵情萦的还是家乡的山山水水。
我的家乡白岔川，如果说山之

奇，羊角山应尊为魁首，巍峨的双峰，
大有刺破青天之势，三百六十里的白
岔川，尽在其俯仰中；如果说水之美，
莫过于白岔河，这条玉带似的河流，
从塞罕坝北麓的四其拨分娩，千回百
转，演绎着白岔川的生生不息，并把
白岔川古老的、年轻的记忆流向大海
千载不变的潮汐。

家乡留给我的记忆总是像挂满
枝头的累累硕果，沉甸甸的，但离开
家乡久了，有些记忆似乎变得遥远而
朦胧，但一段真实而又切近的经历，
让我对家乡的印象又清晰起来。这
就是在家乡的绿水青山里，见到了一
簇火火的山里“红”。

去年初秋，应海燕姐之约，我们
几位初中时的同学有幸回到了白岔
故里的上柜村做客。上柜村位于白
岔川上游，距芝瑞镇政府所在地西南
15公里。清朝光绪年间，徐、杨两家
在此合伙做买卖，商号“上柜”，村亦
沿用此名至今。当我们步入海燕姐
家的大门，眼前为之一亮，这是一个
典型的农家院落，不大不小的庭院，
菜园——琳琅满目的蔬菜，青翠欲
滴，满庭芬芳；果园——杏已黄里透
红，沙果黄红相映；花园——屋里屋
外，花团锦簇，有的娇艳似火，有的含
苞待放，姹紫嫣红，令人目不暇给。
环顾庭院，你同时又更真切地感受到
家主人的辛勤，屋里屋外，家具摆设，
井井有条，纤尘不染。屋里的装修也
很讲究，既不失乡土气息，又有城市
楼房的现代风格。对于久居城市、终
日在高楼大厦中蜗居的人来讲，这样
的环境太接地气了。

面对我们的赞叹，海燕姐一边端
茶，一边笑着说：“这几年，农村的变
化确实很大，其实我们家还算一般，
现在几乎家家都是这样，这完全得益
于党的富民政策，我们才有今天的小
康生活。”

海燕姐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帮助
别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做事又干

练，相夫教子、孝敬父母公婆，同学中
间、邻里之间、村里上上下下有口皆
碑。

在攀谈中，我们得知，海燕姐现
在担任着上柜村党总支委员、妇联主
席、计生专干、沟门组党支部书记等
职务，身兼数职，职位不高，权利不
大，却是深得村里干部群众信赖的大
忙人。党建档案、会议记录……上面
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村里林林总总
的大小事务，一天到晚总是忙得不可
开交。

“海燕姐，家里家外这么一大堆
事，你是不是很累？”我问。

“说真心话，有时也感觉很累，但
我从来没想放弃过任何事情，我只
想，人只要活在世上，虽然不能惊天
动地但一定要活出自己的样子。我
的所作所为，必须对得起信任我的父
老乡亲。”

海燕姐接着说：“其实最累的还
是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张利华，她为
人正直，性格豪爽，又有才干，村里的
大事小事都装在她心里，尤其对村民
们有一种特别的亲和力。她每天都
在为全村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经济发
展、生态文明、乡村振兴上谋篇布
局。上下协调，左右配合，事无巨细，
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上柜村虽
无显著的资源优势和经济特色，但在
她的带领和努力下，近几年来，我们
村扶持五家农业合作社，不断挖掘潜
能，发展特色种、养殖业，村民收入逐
年提高，在全镇 17 个村的年末综合
评比中，始终名列前五名。特别是在
她的影响下，我们在工作中特别有干
劲。”

听着海燕姐的话，我在想，榜样
力量是无穷的。从海燕的话里，我看
到了一个最基层领导者的大局观念
和责任意识。同时，从海燕姐身上，
我又感受到，一个平凡的人，如果能
把小家打理的有模有样，就不难看出
她的大家格局。一屋不扫，何以扫天
下？

海燕姐笑了笑，又接着说：“其实
也不咋累，现在感觉，我的生活很充
实，除了工作和家务之外，在张书记
的支持下，2018 年 6 月，我在村里发
起组织了秧歌队，起初什么都没有，
是王臣给了我们秧歌队五百元钱，我
去林西买的扇子，以后通过各界人士
捐赠了钱和秧歌服，我自己又出钱买
了广场舞服装，舞步上我们既保留了

传统，又注重创新，我们在农闲时的
业余坚持排练，每逢节日我们秧歌队
就庆祝。只要有结婚办喜事的就去
贺喜助兴。开始成立秧歌队，我首先
给他们制定队规：不需相互传舌，不
能骂街，夫妻要和睦，特别是孝敬老
人这方面必须做到，还有家庭卫生 ，
公共卫生都要做到最好。还有最重
要的忘了告诉你了，以前上柜组是村
里的老大难组，吵架骂街的，拉舌头
扯簸箕的，没有平静的时候，通过成
立了秧歌队，妇女们的生活充实了，
村里的气氛活跃了，现在风气特别
好，尤其是老年人，在秧歌队里都找
到了回归青春的感觉。”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正如伟人所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
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
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
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
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常言道：“一方
山水养育一方人”，殊不知，即使一个
平凡的人，只要心存信念，就可以点
化心灵，纯净美化一方山水。

在海燕姐宽敞明亮的客厅里，我
们一边品尝着海燕姐精心准备的美
酒佳肴，一边海阔天空地纵谈家乡过
去和现在的人和事，在我们的谈论间
和感慨间，不觉已是暮色苍茫，在我
们的欢声笑语中，户外传来了《在希
望的田野上》优美的旋律，海燕姐起
身道：“秧歌队来了。”

我们起身户外，只见街巷里，一
群穿着时尚的红色舞服，挥着粉红色
扇子的“娘子军”，正踏着优美的旋
律，变换着优美的造型，款款舞来
——她们脸上的笑容，洋溢着朴素的
乡土、人文情怀；她们的舞姿，舞动着
对美好生活的热爱，舞动着美好的人
生。

我的眼前又为之一亮，在这偏僻
山沟沟里的青山绿水间，我见到了一
簇久违的山里红——家乡的山里

“红”，红了半边天，火热了山水情。
上柜村简介：上柜村位于芝瑞镇西

南部，村委会所在地距经棚镇90公里。
辖 13个村民组，户籍人口 628 户 2324
人，常住人口447户1242人。全村总面
积24.4万亩，其中耕地2.3万亩（水浇地
0.44万亩）、草牧场16.9万亩、林地3.9万
亩（退耕还林3426亩）。农业以种植马铃
薯、小麦、中草药为主，牧业以养殖西门塔
尔肉牛、昭乌达肉羊为主。截止2021年
末，家畜存栏11888头只，其中牛1632
头、羊 9812 只。2021 年人均纯收入
140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00650
元。

散文

又见山里“红”

华兴村紧挨着兴华村，这是人民公社
时期叫出来的名。老家人更愿意叫它坤
兑岭，祖祖辈辈不知叫了多少年。南场是
我的老家，父亲从小就在这里生活，我在
这里出生长大。虽然现在已没了村落的
影子，但“南场事件”的英烈故事却口口相
传，传唱至今。

小时候，每到开学时，父亲就忙得不
可开交。作为南场事件的亲历者，他要挨
着各中小学校讲开学第一课。那时叫赵
芝瑞英雄事迹报告会，这把不善言谈的父
亲锻炼的口若悬河。作为儿子，我在学校
听、家里听、亲戚朋友相聚时听。即便是
熟悉的听众，父亲都会像第一次讲时那样
认真，绝不丢掉一个细节。

1947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是一个让人
永远铭记的日子。这天，经棚县委副书记
赵芝瑞、五区政委梁敬带领武装工作队，
来到南场开展减租减息工作。太姥爷是
南场的大户，老实忠厚，比较开明。梁敬
熟悉这里的情况，便把武装工作队安排进
了他家。吃过中午饭，老百姓陆续来到了
院里，等待开会。忽然，哨位上传来报警
枪声，一场激烈战斗就此拉开序幕。

原来马场沟脑隐藏一股敌人，敌人探
子与我军哨兵相遇，对我哨兵打旗语联络
置之不理，慌忙拨转马头回去报信，随后
大批敌人涌上了南场的后梁敖包山。

情况突变，赵芝瑞带领武装工作队，
快速登上房后小孤山，战斗马上打响了，
敌人的火力凶猛，子弹像雨点般射向我军
阵地，压制着我军指战员无法还击，由于
无险可据，武工队被迫退回院内。

原来这股敌人是从战场上溃逃出来
的国民党残兵，约有二三百人，与土匪纠
结一起，流窜到这里。他们配有轻重机
枪、六零迫击炮，装备精良，弹药充足。由
于武器装备悬殊，敌众我寡，武装工作队
被敌人包围在大院儿里。他们一面掩护
着百姓，一面进行英勇还击，敌人无法靠
近大院。

父亲是民兵，参加了这场战斗，战斗
一直持续到天黑。情况紧急，赵芝瑞与其
他领导聚在一起交换了意见，并把所有文
件资料用火烧毁，然后撤到碾房。父亲没
有战斗经验，倚靠在碾房门口，被梁政委
一把拉进屋内，责备道：“多危险，不要命
啦”！说着，把父亲按在碾坊的一个角落
里，正好跟前有一堆皮绳，梁政委抱起了
皮绳放在父亲的身上，这才转身离去。

这时，土匪们已经攻进院子，有几个

土匪想靠近碾坊，都被愤怒的子弹打了回
去。穷凶极恶的土匪气急败坏，点燃了后
院的五间房子，又爬上碾房屋顶扒开檩
条，把一束手榴弹投下来。一声巨响，几
乎把整个房子炸塌，十区区长陈忠、一区
区长魏世荣、五区政委梁敬当场牺牲。梁
政委的牺牲让人悲叹不已，手榴弹炸没了
他半个身体，惨不忍睹。父亲的身体也多
处负伤，流血过多，昏迷过去。

土匪炸开了大门，火光、烟尘冲天而
起。望着昔日的战友倒在血泊之中，赵芝
瑞强压心头怒火，趁此机会，带领战士成
功突围出去。敌人发现后，朝这个方向扫
了一梭子子弹，赵芝瑞不幸中弹负伤，牺
牲在南场前梁门图沟内。

战斗结束了，一切恢复了平静，小山
村静的出奇，惨烈的场面让人欲哭无泪。
这场战斗牺牲的还有五区区长冯愉、公安
助理王政，六位领导干部的鲜血洒在了这
片热土。青山绿，年年伴英烈；百花妍，岁
岁慰忠魂。父亲经常说：“梁政委是我的
恩人，如果没有他，我也许与他们一起光
荣了呢！”

如今，革命老区行政村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以它特有的魅力展现给世人。

南场最高的山是敖包山，当年它见证
了悲惨壮烈的历史瞬间，如今旧貌换新
颜，更加美丽迷人。山脚下，是大片的绿
油油农田，郁郁苍苍的林网绕山护田，登
临远眺，心旷神怡，白云悠悠，芳草连天。
风机林立，转动如歌岁月；鹞鹰盘旋，留恋
人间福景。

南场遗址见证了这里的人民为了家
乡建设而显现的勤奋身影。与敖包山隔
川相望的是一条林带，南北走向，宽 50
米、长20华里，紧邻大兴永村边界。这条
林带是漫甸上第一条林带，1974年秋开始
挖坑植树，到1975年春全部工程完工。

时任华兴大队副书记的崔贵军，现已
是80多岁的老人，参加了整个造林过程，
谈起当时的植树造林，侃侃而谈，记忆如
初。“那时生产条件差，但人能干，有激情、
有魄力。为了造这条林带，以大会战的形
式动用全大队350个劳动力，奋战了9天，
硬是一铣一铣挖完整个林带的树坑。大
队又组织了180名学生，仅用一天时间就
栽完全部树苗。

因为这条林带建造的年代早，成为当
地的绿色地标，“华兴林带”也一度成为华
兴村的代名词。

看到植树造林带来的好处，大队领导

班子把造林当做主抓工作之一。尽管班
子换了一届又一届，植树造林的脚步却没
有停下。每届领导班子成员不忘使命，奋
楫共进，不仅带动了老百姓的积极性，也
感动了旗林业局的领导们。1986年春，林
业局派来了技术员，进行技术指导，无偿
提供了 300 万棵落叶松树苗。雪中送炭
让华兴大队的造林业锦上添花。

1991年在以老林带为主带的基础上，
加宽延伸，一直到杨树底后梁。这次延伸
将近40华里，加上老林带20华里，把华兴
坤兑岭川包围起来。人们又在这狭长的
林带里，实行副带网格化，在网格里开垦
了农田。土地的增加，使农民的收入增
多，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松树婷婷，鸟语花香，诗一样的林带
奔放自如，酣畅淋漓，恰如绿色云朵飘落
在草原，又似绿色哈达让坤兑岭川神韵无
限。

敖包山的正南是莲花山，说是山其实
不是山，因一隆起的山丘一丘居高，众丘
环绕，状似莲花，故得名。

从 1977 年至 1986 年，华兴村人发挥
英烈精神，前赴后继在莲花山围封草库
伦，让莲花山真正成为一朵绿色的莲花，
并成为林草建设的精品工程。合乡并镇
后，芝瑞镇对莲花山进行了整体设计规
划，打破了原来不规则的林网。规划后，
主林带和副林带或平行、或交叉，形成一
个个网格，每一个网格就是一方天地，牧
草凄凄，蜂飞蝶舞；每一个网格就是一份
希冀，土豆花开，连缀百里；每一个网格就
是一种收获，麦涌金浪，黄绿连波。真正
形成了集农牧、风电、林网为一体的观光
胜地。

“南场事件”见证了英烈的足迹，也见
证了赓续红色血脉崛起的绿色家园。华
兴，中华之兴，已流淌在华兴人的红色血
脉里。

华兴村简介：华兴村位于芝瑞镇中部，东
与兴华村毗邻，西与大兴永村接壤，南与上柜
村相交，北与合胜村紧连。辖13个村民组，户
籍人口694户 1705人，常住人口224户 522
人。全村总面积为14万亩，其中耕地1.8万亩
（水浇地0.8万亩、旱地1万亩）、草牧场9.4万
亩、林地0.32万亩（其中退耕还林3035亩）。
农业以种植马铃薯、小麦、莜麦为主，牧业以养
殖肉牛、肉羊为主。 2021 年人均纯收入
110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0.2万元。

散文

红色故里描摹绿色家园

■孟凡林

水声如雷，忽而淙淙，悬崖峭壁之
间，一道飞瀑如练，从万仞峰顶倾泻而
下跌入潭中，激揣翻腾，珠玑四溅，或迂
回旋卷在岩石沟谷间欢蹦跳跃，或倏然
四散在阳光下晶莹夺目……如此胜景，
就在万合永镇河沿村的天桥山。

沿306国道或省际通道一路向东，
距经棚 46 公里处，望向西拉沐沦河北
岸，隐约可见绿树掩映下的村庄，这就
是克旗万合永镇的河沿村，因位于浩浩
汤汤的西拉沐沦河沿岸而得名，著名的
天桥山景点就位于河沿村东六公里处。

河沿村15个村民组分列在四条沟
岔、两条大川之间，构成了全村23.4万
亩的版图，村子形状恰似一只头颅高
昂、双腿有力、雄纠纠迈步行走的大公
鸡。河沿村属典型的高寒土石山区，大
部分是旱坡地、望天收，虽有大河途经，
因地势原因，利用率并不高。半农半牧
的河沿人，也历经了艰辛而收获甚微的
传统农耕时期、滥牧导致生态恶化的粗
放养牧年代，村民增收缓慢。但自然条
件不被眷顾的河沿村却有着丰富的历
史遗迹和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位于河东组的庙沟辽代遗址，曾出
土石像、铜制支架等文物，现仍存巨大
的石墙、水道、点将台等遗迹。相传唐
朝薛礼征东在此处安营扎寨，号称“八
百里连营”的营盘一眼望不到边，攻营
夺寨，战无不胜，打的高丽番兵败退到
锥子山下。番军搬请正在此山修行的
索罗女道姑做法倾斜锥子山砸唐营，危
急中，军师智定解围之计，引出了一段
尉迟恭赤身偷抱索罗女救唐营的传奇
故事；“石龙过河”更富传奇色彩，张营
子组大前山怀里一条石龙静养万年，多
世修炼，于明洪武年间腾空出世，南京
金銮殿正在议事的满朝文武忽见殿外
飞砂走石皆大惊失色，彻查后得知北方
现龙脉山一处，灵气聚动，于朱氏天下
不利，于是洪武皇帝朱元璋令刘伯温带
领五千精兵斩除龙脉。刘伯温到达后
邀天下高僧道友商量对策，挖山、火熏
等均不奏效，最终决定在石龙身上建造
庙宇压制龙身，为万无一失，又派石匠
凿挖石龙眼，阻止了石龙过河，破除了
龙脉，保朱氏天下康宁，至今，仍见河边
被凿的方形石洞。类似传说不胜枚举，
历史故事与古老神话在这方土地上交
织杂糅、亦真亦幻，让人扑朔迷离，更为
这片神奇的土地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过去的河沿村山高川窄，土地贫

瘠，加之村民的掠夺式放牧，水土流失
严重，“沟里山坡，沟外沙窝”的景象随
处可见，每逢下雨，沟沟坎坎都被冲成
了“鸡爪子沟”，每刮大风，黄沙满天，全
村到处是白花花的“白沙滩儿”。生态
的恶化进一步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近几
年，村两委下大力气打出环境保护和生
态治理的组合拳，一方面大力植树造林
近千亩，另一方面实行舍饲禁牧，常年
围封管护，同时进行牲畜改良，稳步实
施“稳羊增牛”战略，使地表满目疮痍的
河沿村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尤其占地
六万余亩的河南台子，由过去的茫茫白
沙变成了蓊蓊郁郁、水草丰美的无边绿
州。现代化养殖也使村民大幅增收，仅
牛场、新建、黑水、西沟几个组的良种羊
就达到了 5000 多只，肉牛存栏 800 多
头，一户育有 20 多头牛的普通家庭一
年纯收入达8万元，这样的养牛户有40
多户，村民们发了“羊”财，也“牛”气冲
天了。

大田玉米一度是河沿村的主导产
业，但效益低下。近几年，村两委转变
思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由大田作物
向经济作物和特色种植发展。由党总
支引领、村两委带头、党员带动、村民组
长和村民代表参与，将本村的弃耕地、
撂荒地及沟沟坡坡全部利用起来，率先
试种了仿野生黄芪、桔梗、丁香、苍术等
中草药，使全村中草药种植面积由2019
年零星的几十亩发展到2021年的1500
亩，乡贤人士周清林又回乡带动村民种
植近千亩。中草药三至五年的生长期
后，一亩地纯收入可达四五千元，预期
收益一千余万元，成为全民增收的新亮
点。村两委还着力构画“种植、加工、贮
藏、销售”的一条龙中草药产业链，进一
步拓展村民增收渠道，对此，河沿村党
总支书记杲清国信心满满。

农牧业发展日渐走上快车道的河
沿村还有着一张靓丽名片，成为进一步
促民增收的“潜力股”，那就是著名的天
桥山景区。天桥山地处西沟组，据说光
绪年间有道长意在经棚地区建道观却
屡选不中，这一日到达河沿天桥山脚
下，立即对“三山鼎立”“三环套日”的奇
绝山势叹为观止，于是就在此地焚香建
观，香火十分旺盛，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被拆毁，如今只剩小部分散乱的石条、
青砖和碾盘、香炉等物件，依稀见证着
当日的鼎盛。道观所在正是自然形成
的天桥山景区，天桥山山势陡峭，奇峰
突起，怪石林立，飞瀑如线，由外向内绵
延纵深一公里有余，阶梯状上升成四道
天桥。山峰峰峦奇秀，山谷迂回百折，
林木葱郁，水流如注，沟谷蜿蜒幽深，谷
底遍生山丁子树、山梨树、山稠李树、山
里红树。一道银瀑自四十米高处的第
四道天桥冲下，如彩如画，到第三道天
桥处一波三折，自然流泻。水泻止于半
山腰的一个三角形石潭内，又从石潭溢
出。碧绿的潭水清澈见底，据说潭中有

体型巨大的三腿金蟾一只，常年布施造
福人世，当地视为“神潭”。捧一捧天溪
水喝，清洌甘甜，神清气爽，疲劳顿消。
沿巨石缝隙上到山顶，俯瞰众峰，景色
更为别致，颇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
小”的意境。天桥山山如赤子伟岸，水
如玉女含情，山水缱绻，相映成趣，别有
洞天，成为慕名而来的城区居民和外地
游客游山嬉水的绝佳圣地。万合永镇
党委政府高瞻远瞩，规划立项、招商引
资，着力打造这一尚未被开发的处女
地，使休闲旅游成为带动百姓致富的又
一增长极。

走进河沿村，青山环绕，绿树成荫，
街道宽敞，房屋整齐，村组路笔直平坦，
处处昭示着现代乡村的文明气息。安
全饮水、现代旱厕、卫生室、便民超市、
多功能休闲广场、村村通电视广播等一
应俱全，彰显着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离开村委会时，恰逢两名青年来草原书
屋借书，办理借阅手续中得知，除种养
殖实用技术书籍外，中外名著、报刊杂
志、知识读物等已成为村民农闲时的新
宠。雄鸡报晓，踔力奋发，勤劳智慧的
河沿人昂首阔步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
一幅生机勃勃绚丽多彩的壮美画卷正
徐徐铺展。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
新”，春已暮，夏将至，登山赏瀑话桑麻，
就在奇美河沿、天桥之山。

河沿村简介：河沿村总面积23.4万亩，
辖15个村民组，常住户数856户、人口1992
人，耕地面积10142亩，草牧场面积80490
亩，林地面积119868亩，属半农半牧区，主
要种植玉米、小麦、葵花、莜麦、荞麦、牧草等
农作物，近几年大力发展中草药种植。
2021年末人均纯收入10020元，村集体经
济收入累计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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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北方残冬未尽，阳光微
冷。多伦河（又名格日河）冰去凘

消还透着寒凉，河岸边茂密的柳
丛、杨树林铺满了枯枝残叶，几株
坚挺的苇秆渡过寒冬顶着白白的
芦花在风中摇曳，似乎召唤新生命
的诞生。

多伦河起源于经棚镇境内的
上水头村，村前的红柳塘里有两泓
盆口大小的泉水从地表深处汩汩
溢出，湛清的泉水顺着红柳丛和水
草茂盛的小河床向东缓缓流淌，跋
涉四十余里在经棚城区南字山脚
下与碧柳河汇集后再经过二十多
里汇入克什克腾旗境内最大的河
流——西拉沐沦河。

两河相聚之地的河南店村方
圆16.3万亩，勤劳质朴的河南店人
世代在这里农耕、牧养，他们头顶
艳阳天，脚踏黄土地，带着乡土人
与生俱来的勤劳质朴与奋进的勇
气在这里繁衍生息。河南店村的
名字也是几经演变在改革开放后
分乡到合乡并镇延续下来的，新中
国成立初这里曾叫福利大队，是经
棚人民公社所属辖区，这个名字延
续时间不长，仅有部分老年人知
道。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河南店境
内的十三太保山的山口处，建起了
一座钢混大桥，取名“文革桥”，这
个村子便更名为文革桥大队，属于
三义人民公社管辖，后来又几经辗
转按地理方位得名河南店。

河南岸的十三太保山，是河南
店村境内最高的山。在远古这里
曾是游牧地带，游牧民族的先人们
在山上用土石垒建了十三个敖包，
两边六个小敖包簇拥着中间的大
敖包，但这些敖包的用途却不得而
知，十三太保山的名字也由这些堆
砌的敖包而得。此山在经棚镇境
内小有名气，这里依山傍水，树木

丛生，百草丰茂，清波翠风，幽旷陶
兰，令人流连不已。每到端午节踏
青、摄影、爬山、赏景的人们遍布山
岗，觅得商机的小摊小贩早早在山
下的文革大桥两端撑起帐篷，烤
串、零食、玩具，各色吃食、日用商
品应有尽有，摊位前你拥我挤、摩
肩接踵，可谓车水马龙，人头攒动、
熙熙攘攘。三五好友来这撸上几
串，小酌几杯，谈天说地，纵享休闲
时光；孩子们跑跑跳跳，玩玩闹闹，
快乐无限。

十三太保山下有个石头庙，人
们惯称“石头庙子”。据说是由当
地的吴老石匠搭建的，吴老石匠在
这一带的山上采了一辈子石头，打
了一辈子石器，却从没受过伤。为
了祭山，吴老石匠就在这里搭建了
石头庙，墙壁和庙顶都是巨大的完
整石块建成，一个人能建成这样的
建筑堪称神奇。但后来人们竟把
庙里的巨石拆了用来修路，委实可
惜。

沿十三太保山山脉向南五六
里处的蛤蟆山也有一个神奇的传
说，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山的两边各
住着一只奇大无比的蛤蟆，经年累
月纳天地精华，吸日月灵气，修炼
的有些道行，它们偶然得知若能爬
到山顶便可蛤蟆变金蟾修成正果，
食人间香火。但必须在年夜太阳
出来前爬上山，并且不能被打扰冲
撞。苦熬日月终于又是一个年夜，
天黑之后蛤蟆在山的两边慢慢地
向上爬，快到山顶的时候，山下村
庄里的一个孕妇，领着孩子出来小
解，刚刚蹲在地上，孩子指着前面
山上说：“娘你看山上有两只蛤蟆
向上爬。”孕妇看了一眼说：“大冬
天的哪来的蛤蟆，早冻死了，那是
两块大石头。”就这一句话蛤蟆瞬
间变成两块石头。历经千百年的
风雨侵蚀，后来有了蛤蟆山这个名
字。

沈克沟前梁，是河南店村与联
丰村的分水岭。登上沈克沟前梁
整个河南店村的土地风光便一览
无遗，北面群山耸峙，倚天蜿蜒，草
木葳蕤，万物并秀。每年五六月份
杜鹃花开，红如朝霞，炫若云锦，布
满山岗，来自全国各地的赏花、摄
影者络绎不绝，这不单单提高克什
克腾旗的知名度，同时也拉动了本
土经济；登高望远，俯瞰山河，视野
广阔，多伦河如青罗玉带缠绕，壮
丽群山景色蔚为壮观。这里土地
肥沃，地广人稀，水草相连，河南店
村界内的毛营子、大账房两个村庄
与河水南岸隶属原天盛号乡的新
台子村隔河相望，依水而居，种田
养牧，生活富足。河南店村对于发
展畜牧业还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有山有水幅员辽阔，牧草、畜料自
足有余，多年来养殖业也是河南店
村的一大经济体系，牛羊每年的出
栏率占全村的60%以上，大大地拉
动了全村的经济，也是河南店村的

主要经济产业支柱，使广大村民在
小康路上不断地迈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家喻户晓
的“五一灌渠”的渠首就是建筑在
河南店村境内。当时我还是一名
在校学生，由学校组织参加了修建
灌渠的“万人大会战”，当时建渠没
有任何报酬，可是人们干劲十足，
分工明确，出工收工时都是队伍整
齐，举着红旗，唱响红歌，场面异常
壮观。闲暇时候文化生活也是多
姿多彩，广播里时时播报会战情
况、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歌曲、样
板戏也响彻工地。文艺演出、放电
影时更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工
程虽累但人人都有使不完的劲。
可惜的是灌渠并没有投入使用，那
段宝贵的记忆却印刻在了人们的
心中。

近年河南店村经济发展迅速，
大力推进多元化产业发展，村民普
遍种植经济效益显著、可持续发展
能力强的瓜果蔬菜，渐成规模，果
蔬大棚变身“小康大棚”，让农民的
腰包更鼓了。村庄河流沿岸的沙
棘树葱茏茂密，晚秋时节沉甸甸的
果实缀满枝头，把周围的河塘映衬
得红彤彤，制成的沙棘汁、沙棘糕
等食品营养美味、老少皆宜，畅销
全国各地。

北方的四月，虽然已经是阳春
了，风还是很凛冽，它把水面吹起
层层波纹，像老人满是褶皱的脸，
从深深浅浅的皱纹里，寻觅昔日的
沧桑。田地里还留有冬的影子，湿
润的地气有了春的讯息，蓝蓝的天
恰似一块巨大的幕布，挂上太阳，
嵌入云朵，几只花喜鹊在枝头悠闲
地赏着风景，农人的身影又出现在
田地里。四月的乍暖还寒却也美
出了天际，远处苍山云雾缭绕，近
处河流滋润着千顷良田，一幅和谐
美好的乡村画卷在春的气息里缓
缓展开。

河南店村简介：河南店村地处经
棚镇南部，距离经棚镇5.5公里，辖7
个村民组，总面积16.3万亩。耕地面
积430亩；草牧场9.2万亩；林地5345
亩；牲畜存栏牛1200头，羊3000只。
全村户籍人口430户960人，常住人口
240 户 488 人。2021 年人均纯收入
1.4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30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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