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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刚

经棚镇西去仅有十余公里的庆国
村，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可提起“扣
肯”，则鲜有人知道。其实庆国村原名
叫“一区扣肯”，《热河经棚县志》记载：

“扣肯尔户牌……兴太广距牛场三十
二里。”关于“庆国”，一听便知是建国
后才有的名称。《克什克腾旗地名志》
记载：“1958年建大队，命名为庆国大
队，1984年改建为庆国村民委员会。”
现在庆国村有很多上了岁数的人，还
是愿意把庆国村叫做“扣肯”或“扣肯
沟”。

“扣肯”是蒙语，意为：“高山下的
低洼平地”，由此可见庆国的地貌是三
面环山的一个川沟。11 个村民组除
头地村民组外有10个都在沟内，该沟
纵深12.5公里，东西北都是高山环绕，
因此气候也呈现不同特点，西北沟里
山上白雪皑皑，厚厚的冰棱还在阴坡
覆盖，山下的川地早已解冻待耕，山杏
树打苞，杜鹃花绽放，蒲公英金黄，满
眼一片春意。

“扣肯沟里出人才”是我在这里上
中学时的流行语。记得当时我读书的
三义中学，学校的老师仅有十多名，其
中就有包括校长在内的6位老师来自
庆国。从庆国村走出去的人才更是不
胜枚举，有多名副处级以上的领导干
部，有多位北京等大城市的高等学府
任教的教授、名牌大学主要领导，有走
向天南海北各行各业的商贾精英，更
有当年克旗第一个考入北大的全旗高
考文科状元。

此前，我曾和已故前克旗人大主
任、庆国村人汪永泽先生探讨过这个
话题，他老人家回答的原因很简单：扣
肯沟人“尊师重教”，注重对下一代的
培养。他还说，早在民国时期，在庆国
沟里的兴太广就有官办小学校，他当
年就是在那里上的学。那时候的扣肯
沟人，无论家里穷富，都想方设法把孩
子送去读书。

后来我查阅了一些资料，也有这
方面的记载，如在《热河经棚县志·九
卷·学校》里就有：“第九初级小学校，
在第一区扣肯户牌兴泰广（即兴太
广）。教员兼校长一员，学生十七名，
年支经费二百四十元。”果然是一所官
办公立学校，政府每年还有经费投
入。至于学校是何时何人创办，又是
哪一年撤并迁移的，那位校长姓甚名
谁，已无籍考证。

兴太广是一个美丽的小山村，它
位于扣肯沟脑，三面依山，小村掩映在
舞姿翩翩的白桦林和错落有致的蒙古
栎之间，一条小河从村边蜿蜒流淌。
山是大兴安岭的余脉，也是最南端，北
接黄岗梁，西邻白音敖包国家自然保
护区。良好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
世外桃源，动植物乐园。马鹿、狍子、
狐狸、獾子、猞狸、野兔等野生动物经

常出没在林间，有时坐在炕头上就能
观赏。野鸡、沙半鸡、黑琴鸡、松鸡、百
灵鸟以及多种猛禽的和乐之声与小村
朝夕相伴，不绝于耳。野生植物资源
更为丰富，品种竟达400多种，仅可食
用的山野菜就有白蘑、蕨菜、黄花、山
韭菜、山白菜、山芹菜、哈拉海、野草
莓、山梨、山杏等十余种。黄芪、防风、
黄芩、赤芍、柴胡、五味子等药用植物
遍地可见。也是距经棚街最近的野生
蕨菜盛产地。

这让我想起刚参加工作时，我的
一位忘年之交，原三义公社综合厂的
老厂长，他的家就住在兴太广。一次
他邀请我们去他家附近的山上采蕨
菜，顺便品尝山里的“野味”。第二天
我们凌晨从综合厂出发，披星戴月，骑
自行车走了十多公里，来到离老厂长
家很近的“北大坡”，太阳刚“冒红”时，
我们就来到山下，不到两个小时，我们
每人就采了七八斤蕨菜。中午在老厂
长家吃午饭，一桌丰盛的“山珍野味”
端上来，有小笨鸡炖蕨菜、炒白蘑，肉
丝炒金针菜、山臭葱炒笨鸡蛋、素炒山
芹菜、炝拌山白菜、哈拉海顿土豆、曲
麻菜蘸老咸汤，主食是山韭菜馅水
饺。这桌“山珍野味”都是房前屋后，
山上山下顺手采来的。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朴实本分
是扣肯沟人天生的性格。庆国村有水
浇地 4000 多亩，部分土地平坦肥沃，
老百姓祖祖辈辈都靠种地养家糊口，
繁衍生息。即便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困
难时期，村民们也很少吃过国家的返
销粮、救济粮。天不老，地不荒。他们
守护着这片土地，不慕近在咫尺小镇
的奢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恪守田
园但不拘泥于传统观念。国家的乡村
振兴政策给全村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庆国村“两委”班子远见卓识，根据南
部地势相对平坦，有利于发展二、三产
业的优势，带领村民进行农牧业产业
结构调整，先后成立 4 个农牧业合作
社，发展种养大户 22 户。种植以玉
米、小麦和葵花为主，推广玉米全膜和
节水灌溉技术。畜牧以稳羊增牛为
主，加大棚圈建设力度，改良牲畜品
种，发展短期育肥，发展舍饲畜牧业，
走规模化养殖之路。同时鼓励村民发
展农畜产品“小五金”即发展小笨鸡、
笨鹅、土黑猪、笨鸡蛋、庭院林果栽培
等，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说起销路，七地组村民种粮大户
张秀国，讲述了一段种胡萝卜的尴尬
往事：那还是在十多年前，一位“经纪
人”突然造访庆国村，说邻村如何靠种
胡萝卜发家致富，他提供种子和技术，
还领着一位西装革履号称某合作社的

“总经理”，挨村游说，挨家劝说。村民
当年就开始利用最好的水浇平地大面
积种植胡萝卜，那个公司派来驻村的

技术员也逐村逐户进行技术指导。据
说那年全旗各乡镇都在种胡萝卜，一
哄而上，种植面积达到了数十万亩，由
于产销失衡，到了秋后却迟迟没有客
户来收购。“经纪人”也联系不上了，技
术员也失踪了，那个蔬菜合作社，网上
查也“无此信息”。

卖不出去的胡萝卜只能当做饲料
烀熟了喂猪，切碎了喂牛羊，由于每户
的数量都非常多，加之储存不当，最后
都腐烂了，没办法就推到河套沟里掩
埋了。

现在有了自己的合作社，自己当
起了经纪人，种地、养牧政府还给上了
保险，再也不用担心产品滞销问题了。

老百姓现在的种地也比较理性
了，不会再出现一哄而上全村种胡萝
卜那种现象了，产品通过直播带货在
手机上就可以销售。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刘国栋介绍说：2022 年，
庆国村将在二地组和五地组各新建肉
牛集中养殖点 2 处，每个村民新建一
处防疫牛栏，培养3名改良技术员，基
础母牛全部采用人工冷培技术进行繁
殖。年末全村肉牛养殖规模达到
2800头，增收1000万元。肉羊养殖规
模达到1.5万只，增收640万元。

庆国村最适宜种植的就是玉米、
小麦和葵花，是通过多少年反复试验
证明的。比如说庆国村民自榨的葵花
油，质量好，价格优，已经被经棚镇市
民认可，供不应求了。还有草原大尾
羊、小笨鸡、笨鸡蛋、土黑猪也备受城
里人喜欢。庆国村距经棚镇只有十多
公里，是经棚镇市民郊游的理想打卡
地。周末节假日，市民可以带上家人
孩子，自驾到庆国村，了解耕种程序，
体验采摘乐趣，亲历屠宰过程，品味农
家田园生活，记忆民俗乡愁。庆国村
确立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方向：以
养殖业为主，种养结合，发展高质量农
牧业；发展庭院经济，让房前屋后成为
增收的钱袋子；以民俗、农家乐、采摘
园为主，集休闲、娱乐、体验于一体，发
展近郊旅游，打造一个距经棚城区最
近的“世外田园”。

庆国村简介：庆国村位于经棚镇
西部，距经棚镇政府11公里，辖11个村民
组，总面积17.85万亩，耕地21318亩（水
浇地4116亩），草场面积116270.5亩，林
地面积 6900 亩。户籍人口 887户 1801
人，常住人口302户585人。存栏牛2200
头，羊7400只，蔬菜冷棚45个。2021年
人均纯收入1.1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累
计2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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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外田园”扣肯沟

一片独特的草原，一处似锦若织的山

川。说她独特，因为她不但以牧业为主，还

耕种农田；说她似锦若织，因为她不但有花

海树木，还有美丽的山川，这就是哈日浩舒

嘎查，达来诺日镇党委政府所在地，汉译为

黑山头。

在我年少的时候，就熟读过我国南北朝

时的一首乐府民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

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旦辞黄河

去，暮至黑山头……”虽然此黑山头非彼黑

山头，但出征的战士都是卫国保家的英雄，

何况花木兰还是巾帼豪杰。达来诺日镇的

黑山头，就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征战胜利

后所留下的记号。因为山头是黑色，故而得

名。成吉思汗是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

而战，是很值得称赞的伟人。据蒙古族朋友

介绍，黑山头就是所谓的敖包的初始。

当我看到草原的时候，内心当然有怡情

悦性之感；当我见到达来诺日的领导和百姓

的时候，虽然是初次见面，第一次交谈，我感

觉他们都是亢直之人，虽然是交淡若水，但

我觉得他们有一颗丹款之心。

哈日浩舒是达来诺日镇的一个嘎查，民

国时期，这里归克什克腾旗驻草地蒙警管

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克什克腾旗

有两个努图克（相当于当时农村的区）管辖

蒙旗事务，一个是巴隆阿鲁努图克，一个是

忠阿鲁努图克，哈日浩舒随达里诺尔隶属巴

隆阿鲁努图克，1958年，成立达里诺尔人民

公社，1968年，划出一部分建立达里诺尔军

马场，1979年，军马场撤销，1983年，地名普

查时达里诺尔正音为达来诺日，1984年，改

建为达来诺日苏木，1994年，建成达来诺日

镇，是克什克腾旗第一个牧区建置镇。

哈日浩舒，作为达来诺日镇的驻地，承

载了克什克腾草原的过去和今天。解放初

期，它是努图克的驻地，人民公社成立后，它

还是驻地，苏木政府成立后，它仍是驻地，合

乡并镇后它仍然是驻地。迎来送往它是第

一站。国内外、区内外的客人来草原，它都

是第一接待站。昔日到草原参观，哈日浩舒

是必须经过的地点。哈日浩舒嘎查位于达

来诺日镇东南部，总面积25880亩，其中草木

场面积 18700 亩，耕地实有面积 5958 亩，嘎

查辖三个村民组，总户籍人口189户384人，

常住人口106户221人。哈日浩舒两委班子

配套齐全，满满的正能量。

从下面的数字中我们就能明白：两委班

子成员6名，大专以上学历4名，党员4名，35

周岁以下干部3名，女性干部2名，党支部共

有党员19名，下设两个党小组。改革开放以

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两委班子始终

把群众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带领他们治穷致

富，他们像辛勤的园丁，护花结果，取得的成

绩是令人瞩目的：嘎查党支部被评为7星级

党组织。嘎查集体经济年收入85000元。大

小牲畜1176头只。种植业达到5900亩。水

源井一眼，建井房一座。可以这么说，哈日

浩舒人既创造了金山银山，又建设了绿水青

山。能保持这样不断的发展实在是不容易

的。

刘丛理是哈日浩舒的党支部书记兼村

主任，他向我介绍了年近八旬的老党员袁文

科。袁文科1964年来到哈日浩舒就一直战

斗生活在这里。他告诉我，哈日浩舒曾经是

内蒙古的草籽繁育基地，1970年被达里马场

接手，80年代马场下马转到地方，归属旗现

代办，1989年现代办撤销，繁育草籽的工作

也就转由个体经营。看来，哈日浩舒人也走

了一条崎岖不平的路，但好在走过来了。

值得称赞的是这里的民族团结，各民族

团结的像一家人一样，连刘丛理同志也是汉

族。这里盛开着民族团结的旺盛之花，枝繁

叶茂，绿满天涯。

哈日浩舒，曾经是耀眼的明珠，有无际

的草原，有成片的森林，加之贡格尔河缠绕

其间，实在令人称羡。当然，由于人为的破

坏和自然灾害，哈日浩舒一度衰败不堪，好

在有党和政府的正确指引，哈日浩舒正在逐

渐恢复昔日的容颜。草畜平衡，绿色重现。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黑

山头就是克什克腾草原的代名词，也是克什

克腾最美的景观。一提黑山头，人人都知道

那是草原，一说下草地，人们就知道那是去

黑山头。

袁文科介绍，昔日的哈日浩舒，是一个

特殊的动植物园，齐腰深的草，森林一片一

片，动物的身影闪现其间。地广人稀，才是

她的特点。

如今放眼黑山头，给人的感觉就是草原

连着天边，一切都那么旷肰。

民族团结是哈日浩舒的闪光点。她像

盛开的萨日朗。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红红的

颜色，奔放的个性，难怪人们都叫她火红的

萨日朗。她是民族团结之花，民族旺盛之

花，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中，没有哪个国家的

民族团结像中国这样融洽，这都是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的坚强力量。古人云：民为同胞，

物为同辈，也就是说，我们要泛爱一切人与

物。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像石榴籽一

样拥抱在一起。

有一首诗这样描述：“五十六朵鲜花共

栽一个盆，五十六棵翠竹共连一条根。五十

六个民族团结一条心，就能把祖国建设得繁

华似锦。”

仲春四月，大地开始复苏，万物开始生

长，草原天高地广，哈日浩舒的四季必定是

五风十雨，硕果累累当是必然，民族团结的

大合唱定能响彻四方。让我们还是听一听

五十六个民族的诗歌交响曲吧：“五十六窑

砖瓦筑成一栋房，五十六车矿石炼成一炉

钢，五十六个民族团结一条心，就能把祖国

建设得繁荣富强。”

奋进吧，哈日浩舒，盛开吧，萨日朗，让

东升的太阳永放光芒！

哈日浩舒嘎查简介：哈日浩舒嘎查位于达来
诺日镇东南部，距克什克腾旗驻地经棚镇65公
里，总面积25880亩，其中草场面积18700亩，耕
地实有面积5958亩，已确权面积4862亩。嘎查
辖三个村民组，户籍人口189户384人，常住人口
106户221人，养殖业大小畜1176头只，种植业
5900亩。2021年牧民人均纯收入14500元，嘎
查集体经济收入累计8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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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开的萨日朗

■张广成

“广兴源”是老商号名称。据说清
光绪年间，一名叫周殿起的晋商来到
此处，见山二龙戏珠,见水玉带绕田，是
块风水宝地，便花钱置下，做起了锤打
麻油买卖，商铺取名为“广兴源”。他
起早贪晚、诚信经营，可谓胡麻油香飘
了一趟川，正应了商铺的寓意，生意兴
隆、财源广进。多年以后，周殿起年近
耄耋，思乡情切，便把商铺盘给当地首
富冀家，从此广兴源便成了地名，沿用
至今。1945年12月广兴源区（六区）政
府所在地建于此，广兴源村亦用此名，
后又作为乡镇名称。1958年10月广兴
人民公社成立，和广兴大队所在地一
同迁往下营子（2005 年 12 月命名富
源），其后“广兴”二字便成了这个地区
的代名词。外地人去广兴源办事，老
年人习惯称六区，中年人习惯称广兴。

广兴源物阜民丰、人杰地灵，凡在
那里工作和生活过的人，都怀有深厚
的感情。听说我参加了“绿水青山乡
村行”征文活动，曾任广兴源镇党委书
记的李子忠主动陪我到广兴源村采
访，谓之寻源之旅。

广兴源村民委员会驻地富源组，因
个体工商户较多，经济比较发达，又有
富裕的源泉之意，故得名。初春时节，
银装素裹。一条宽阔的柏油路穿村而
过，街道两旁商铺林立，各种车辆穿梭
来往。农家小院炊烟袅袅……昔日在
城里才能看到的楼房、自来水、路灯、
文化广场、旅游公厕，彰显着广兴源村
的时代气息。八十年代初，我曾就读
于广兴中学，那时的路是土路，民房大
多是土房。除了供销社，没有商店。
居民生活单调，渴望现代生活。昔日
憧憬，梦想成真。抚今追昔，感慨万
千。

广兴源村部为二层楼房，坐东朝
西，建筑面积552平方米，共有28间办
公室。一楼服务大厅环境整洁，工作
人员热情周到。履行测体温、扫码、登
记手续后，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闫喜
亮和村党总支副书记郭玉林把我们迎
接到二楼。走进宽敞明亮的草原书
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长方形
书桌，30 多把木质座椅整齐地摆放于
四周。靠北墙一排醒目的书橱，分门
别类存放着1000余册书籍，政治经济、
法律哲学、文学艺术、教育科学、适用
技术等应有尽有。自治区级“农家书
屋”钛金牌匾挂在门口左侧，印证着这

家书屋成就不凡，这是广兴的兴旺之
源。

郭玉林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广兴源
村的基本情况。广兴源村历届领导班
子精诚团结、锐意进取，不断加强物质
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1991
年3月广兴源村晋升为市级文明村。

广兴源村是革命老区，在这片土地
上发生过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1943 年冬，日本关东军缉私队到广兴
源村“打烟干”，把几十户农民抓起来，
施以灌煤油、灌辣椒水、压杠子、钉竹
签子、坐老虎凳等酷刑，激起了民愤。
800余农民包围了伪警察所，与缉私队
对峙了半个月。日本参事官见事不
妙，亲自出面撤回了缉私队，广兴源抗
日暴动大获全胜。广兴源区妇联主任
唐桂芝，积极组织妇女做军鞋、站岗放
哨，多次完成传递情报、转移乡亲等任
务，1946年8月25日不幸被捕，她宁死
也不出卖同志，惨遭土匪杀害，年仅33
岁。同时遇害的有农会干部岳久州、
李宝玉、张凤岐、张凤山。广兴源村农
会主任阎珍也在土改斗争中被地主恶
霸杀害。广兴源人民为克旗的解放事
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种不怕牺牲、
敢于斗争的精神是革命胜利之源。

广兴源组位于富源组南 1000 米
处，拐过山湾就到了。谷福明是广兴
源第一任生产队长，今年84岁，个子不
高，拄着拐杖，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沧
桑。从1955年到1978年，他当了23年
生产队长。一年夏天，他带领社员趟
地，早晨露水大，庄稼又高，他穿着单
裤，个儿又小，一直湿到裤腰。麦垄很
长，庄稼又密，裤子都湿透了，有时忙
于赶工，尿到裤子里也不在乎。他每
次收工回到家里，两个膝盖就疼。有
一天疼得实在下不了地了，就让家人
找来大夫，一个膝盖扎上两针，几天也
不见好，从此落下了病根。

六十年代初，社员们干劲十足，正
月初六就开始用牛车往地里送粪。靠
河边的西大地，全是石头子，不产粮。
1964年，在驻村干部的号召下，广兴源
生产队出动 10 挂牛车 2 挂马车，拉黄
土往西大地铺，一车挨一车，铺一尺多
厚。人推车拉，干了20多天，铺了100
亩地。适逢好年景，莜麦长势良好。
秋天割地，一步一个莜麦个子，500 米
的垄头，两人一天割不了一趟子。打
完场一算账，100亩地总产7万多斤，占
全队粮食总产的四分之一。这种吃苦
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农业丰收之
源。

广兴源组东山根有一处废弃的微
型水利发电站，修建于1957年，当时仅
供公社驻地和上下营子晚上照明使
用，供电时间不长，是本旗最早的水利
发电设施。这个敢为人先的举动，为
克旗水利发电站建设提供了宝贵经
验。

塔其沟河发源于小西天，流经广兴
源全境。当地人传说，小西天有个金
马驹子踩着海眼，动不得。广兴公社
党委书记刘凤岐不信这个邪，刚上任
就带人上小西天淘水泉子，修渠引水

浇灌土地。他和社员一块起地丁（把
地中间一片石砬包或一棵树起出来端
掉），干了一气活，人们才知道他是新
上任的党委书记。他根据广兴地区实
际情况，提出“道离川、河靠边，水渠围
着土地转”。这个规划为当时的农田
基本建设绘就了宏伟蓝图，惠及子孙
后代。

四地组的闫国，今年68岁，是一名
老司机，曾任广兴大队主任，被人称为

“坝上老闫”，他兴致勃勃地向我们介
绍了小西天的情况。

小西天位于富源组南 15 公里处，
最高峰海拔2008 米，是广兴源村的风
景名胜。在古代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原
始森林，是千里松漠的一部分。幸存
的天然云杉，直径有1.5米。我在广兴
中学读书时，和同学一起去那里拾柴，
进过那片林子，树木高耸，遮天蔽日，
落叶积成的腐殖质有一尺多厚，密林
深处，经常看到整棵树枯倒在地，被落
叶覆盖成一道风景。小西天山高林
密、水草丰美，U字型山峰环抱着一片
狭长的幽谷，谷底有一处开阔平坦的
草甸。一条小溪贯穿整条山谷，清澈
见底。小西天山清水秀，具有原始特
色，开发潜力巨大。

老闫还介绍了好多景点和传说，如
老道洼、鸽子石、南蛮子憋宝、石牦牛
吐雾等。最后老闫向我们介绍了摩崖
石刻，并亲自驾车带我们到义合成组
观看。这里发现的一处元代景教十字
架，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唯一一处
摩崖墨书十字架，弥足珍贵。

故地寻踪，处处皆源。广兴源村具
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开发前景广阔。
2021年9月克旗政府与新华发电签署
了广兴源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合作协
议，落地实施后必将带动当地农牧产
业和旅游产业全面发展。广兴、前景
广阔，全面振兴！

广兴源村简介：广兴源村距离经棚镇
45公里，隶属芝瑞镇，东邻永丰村，西连萨
仁沟村，南接大兴永村，北与富盛永村为
界，下辖富源、义合成、柳林、黄营子、广兴
源、三地、四地、杨树林、局子、西沟10个村
民组。户籍人口 816户、1543人，常住人口
355户、773人。总面积 15.1万亩，其中耕
地0.38万亩、草牧场4.62万亩、林地9.35
万亩。种植业以小麦、玉米为主，养殖业以
肉牛、肉羊为主。202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1.1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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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春的北方春风仍然凛冽，不见花红草绿，树
枝上光秃秃的，小草刚刚透出一袭鹅黄欲意睁开
睡眼，又被狂躁的沙尘抽打的蜷缩在枯叶下不露
声息。只有清澈的碧柳河水冲破冰的桎梏穿山越
石，奔流不息，滋润着两岸的黑土地，养育着沿岸
的生灵万物。

经棚镇城区一路向北沿碧柳河逆流而上的光
明村地界，七万多亩的土地上勤劳的村民世世代
代以耕种、养牧为生。旧社会这里曾普遍种植罂
粟，那时罂粟的暴利成就了不少乡绅、土豪。新中
国成立以后，便以小麦为主要作物，这里的土地肥
沃，黑油油、平展展仿佛能渗出油来，每逢金秋，万
顷麦田粒穗饱满，金浪如毯随风起伏，阵阵沁人心
脾的麦香扑面而来，沙沙作响的麦田谱写着丰收
的序曲。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人民公社时
期红光小麦就美名在外，作为克什克腾旗的“种子
基地”红光人民公社也闻名遐迩，这里一直以来都
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人人羡慕的好地方。

光明村的“红光果园”也非常出名，春天满园
花开，蕊香四散，近处的村子都能闻到扑鼻的香
气。秋天满枝满杈缀满红彤彤的果子，果园里人
头攒动，树上的、树下的、装筐的、过秤的，忙碌不
暇，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人脸上、心里。光明人
不仅朴实能干，还很有经济头脑，他们密切关注市
场动态，因地制宜不断改进经济模式发展多元化
产业，谷子、胡萝卜、树苗等经济作物得到广泛种

植，蔬菜大棚、菌菇大棚已成规模，“红光莜面”“红
光甜玉米”“红光杂粮”等更是形成品牌深受城乡
人民喜爱。村民们的生活水平随着经济发展不断
提升，腰包也越来越鼓。

光明村不仅农作物美名远扬，风景也分外秀
丽，美不胜收。座座青山连绵起伏，奇峰罗列，怪
石嶙峋，天然成诗成画。涓涓清泉绕过险峰，穿越
草地，浸润田野，哺育乡村世代。西面火石山因山
上盛产萤石而得名，座座山岭拔地而起，峰奇木
秀，巉岩献宝，形态万千。东敖包山如一条巨大青
龙蜿蜒向北，龙首离地千尺，以拔地通天之势，擎
手捧月之姿，巍然屹立在光明村右翼。光明村人
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植树造
林，保护生态，人工林几乎覆盖整座大山，夏日绿
树成荫，远远望去整个大山像一片绿的海洋。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在
火石山的西沟也叫“海斯沟”的地方，沟深林密，翠
柏遮日，人迹罕至，有只白色的山羊经常到山下清
澈的碧柳河里驮水，年深日久。东敖包山上有个
大大的石门，一条石板路平平坦坦地通向石门，石
门里有一个金色马驹经常出来喝碧柳河甘甜的河
水。据说山羊到谁家的羊群里，谁家养羊一定发
达，金色马驹进谁家的马群，谁家养马一定兴旺。
又是一年花开满山翠波盈盈的夏天，这里来了一
个南方人，他听人们议论山羊和金色马驹的事情，
悄悄地潜进山里，看到真的有传说中的羊和马，便
不声不响地走了。秋分之夜，他带着三丈六尺长
的红绳回到了这里，他用红绳绾了两个小笼头，子
时将山羊和金色马驹盗走了。自此人们再也没看
到西沟的山羊和东敖包山的金色的马驹，只有东
敖包山的石门、石板路至今还在，等待游人寻踏佐
证传说。

北方的春天总是飘忽不定，遮遮掩掩。冬天
的影子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溜走，春天的风便醉汉
般跌跌撞撞而来，刮得漫山遍野，吹皱了山坳的

“皮肤”，皴裂了山里人的脸蛋。春天的风，也吹醒
了沉睡了一冬的农事，田里又响起马达声，新农
村，新气象，正如诗如画的展现在黑土地上。碧柳
河孜孜不倦地滋润着苍山大地，默默地编织着岁
月的故事，徐徐缓缓地唱出了生命的喜悦。

光明村简介：光明村位于经棚镇北部，距离经棚镇
人民政府7公里。全村总面积7.09万亩，其中耕地面积
1.01万亩，草牧场面积3.32万亩，林地面积1.94万亩。
辖8个村民组，户籍人口977户2140人，常住人口358
户822人。集通铁路、303国道从此贯穿而过，交通十分
便利，移动信号覆盖全村，通讯发达。光明村属城乡结
合部，是典型的农业种植区，地缘优势明显。2021年人
均纯收入125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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