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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叫边墙沟，长十
公里左右，隶属于芝瑞
镇先锋村。进沟的路两
侧，全是榆树，胸径从碗
口粗到小汽车轮胎粗不
等；枝干弯曲有致，如一
个个舞蹈着的人。初
夏，榆树挂果，一嘟噜一
嘟噜的榆钱儿，嫩绿嫩
绿的，煞是养眼。

关于榆树，有个传
说：在一个小村子里，一
对善良的夫妇搭救过一
位老者。作为答谢，老
者给了夫妇俩一颗榆树
种子，并说这棵树长大
后会结出铜钱，遇到困
难就晃下一枚来，同时
告诫他们不要贪心。夫

妇俩牢记老者的话，从不轻易晃动榆树。不
料这事让村里的地主知道了，他带着打手霸
占了这棵树。从早上晃到中午，晃下的铜钱
越堆越多，将他们埋起来压死了。转过年来，
榆树上没有再结铜钱，而是结出了一串串绿
色的果实。恰逢荒年，村民们靠着树上的果
实活了下来。为了纪念，人们将果实命名为

“榆树钱”。
与传说中的这位地主有云泥之别的，是

边墙沟里的一位谷姓地主。
在很多年以前，边墙沟还不叫边墙沟的

时候，这里来了一位谷姓逃荒人。经过谷家
几代人的努力，开垦了几乎半条沟的土地，人
们形象地将这条沟称为“谷半沟”，将谷家当
家人称为“谷大地主”。每到青黄不接的时
候，谷大地主就搭棚子支铁锅，熬粥救济穷
人。粥棚所在地因此得名“伙房”。随着“伙
房”声名远播，十里八乡揭不开锅的人，都赶
来接受施舍。一个伙房难以满足需求，谷大
地主又在距离第一个伙房五六里处，开了另
外一个伙房。

光阴荏苒，两处伙房的遗址处，变成了今
天的“上伙房村”和“下伙房村”。

再后来，“谷半沟”这个名字，被“边墙沟”
取代了。

所谓“边”，是指地域或湖海边缘、国家或
地区交界；所谓“墙”，是指砖、石或土等筑成
的屏障或外围。这些定义来自词典。那么

“边墙”自然应该是某种屏障或界限了，但是
没有人能具体说清这里的“边墙”，究竟是何
处与何处的边缘或交界。我想给出的解释
是，这“边墙”大约应该是“人性之墙”，墙左墙
右、墙里墙外，界定的是人性之善恶美丑。

边墙沟里，坐落着一个名为“边墙”的美

丽的小村子。我并不打算细致翔实地描绘村
容村貌，你只需动用想象，将白墙黑瓦人家，
错落有致地铺排于一条由山溪水汇聚而成，
由东向西、穿村而过的小河边即可。

行走间，不期而遇了一处不和谐建筑。
“这是厕所，”在先锋村委会工作，建议并

陪同我们到她老家看风景的晓锐，指着这处
破烂的房子告诉我们，“不过这里马上就拆
了。镇里有个户厕改造计划，我们现在正做
统计，采取自筹加补贴方式，争取一户建一个
旱厕或水厕。”

其实早在来边墙沟之前，我就看见过晓
锐所说的《农村牧区卫生户厕改造计划》，我
记得我还为此有过感慨，在我看来，所谓执政
为民，具体到最基层，无非是从百姓的切身利
益出发，解决好他们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

晓锐给人感觉是个很内敛的姑娘，但说
起改厕这件事，却难以掩饰兴奋之情。

我很理解她的这种情绪。记得我小时候
家住农村，村里也好，家里也罢，都没有厕所，
像大小便这种私密性极强的事，只能去房后
找个隐蔽处解决。十来岁的时候举家搬到了
矿区，厕所是有了，一种是七八米深、直上直
下的蹲坑，站上去就眼晕；另外一种增加了坡
度，看上去不那么吓人了，却也增生了夏天蛆
虫横爬、冬天屎尿冻成山的弊端。童年记忆
是会刻在骨子里的，时值今日，我还经常做和
上厕所有关的梦：有时候刚蹲下去，厕所就凭
空消失了，一个人在露天地里被无数双眼睛
盯视，又羞又怕；有时候一脚踏空，掉入了深
不见底的厕坑；有时候，是蛆虫爬上了脚背，
甚至小腿……

正回忆之际，一只野鸡忽然从对面山坡
上起飞，尾羽在阳光照射下，宛若一柄七彩团
扇。

我的思绪一下子由人居层面切换到了生
态层面。随着植树造林、封山禁牧等系列政
策的实施，植被正逐年恢复。就拿眼前这座
鸡冠子山（因形似鸡冠子而得名）来说，低处
杂生着冬青、榆树、松树、菜树等北方常见树
种，半山腰则变成了杜鹃与白桦的天下。正
值花季，那粉、那白、那绿，让一面山坡变成了
一幅绝美的山水风情画。

“这山里的野生动物也特别多，野鸡、野
兔、野猪、狍子、马鹿……”晓锐掰着手指头，
如数家珍。

她讲了一件自家发生的事。说有一次爸
爸在山里发现了一只才落生的狍子，远远地
等了半天，也不见母狍子踪影，只得将它抱回
了家。

正处哺乳期，该如何喂养、能不能养活，
毫无经验的一家人犯了难。

“就当孩子养吧。”总也商量不出结果，靠

着母性的直觉，晓锐妈妈拿了主意。
买奶瓶，买奶粉，各种保温措施……这个

狍子娃娃在他们的呵护下，一天一个样。
我给这只小狍子起名“捡儿”。
鱼入水，鸟归林。送捡儿归山，在时间选

择上，晓锐爸爸妈妈也颇费了些心思：村里狗
多，白天怕追咬；晚上吧，又担心小东西在陌
生环境下遭遇不测……最后爸爸做主，将时
间定在了凌晨。晨曦中，夫妻俩带着捡儿走
进了山林深处。那里的杜鹃花，正一坡一洼
开得热烈。

我猜想晓锐妈妈眼睛里，一定是有泪水
的。因为这场景，很容易让人想起嫁女儿。

而很多年过去了，捡儿也真得如同嫁出
去的姑娘一样，会时不时回“娘家”看一看。
捡儿回来的时候总是在夜里，它并不进村，只
是停在离晓锐家最近的一条大沟边，叫上一
阵就走。晓锐爸爸是最先断定捡儿回来过的
人。初始的时候，家里人并不相信，曾经做过
几次验证，次次都能在沟边发现狍蹄印。

我问晓锐她的娘家是哪处院落，不巧的
是距离有点远，她只能指给我一个大致方
位。不过这已经够了，在我眼里，这沟里人
家，每一户都像是养育晓锐长大成人的家；每
一户，都符合我对良善人家的想象。

我忽然生出了这样一个想法：若干年后，
我会来边墙沟定居。我会在房后种榆树，房
前栽杜鹃。现在人们生活条件好，早已没了
温饱之虞，但并不影响我效仿谷前辈，我会在
院外临河搭一个凉棚。到那时候，如果你来
边墙沟玩耍，累了，可以到凉棚下坐一坐。如
果我在家，会捧上一碗茶；如果赶上我去山里
看风景，你就自己动手。茶壶在柴灶上坐着，
水是门前河里的山泉水，茶叶在桌上。茶有
两种，都是我自己炮制的，原材料是边墙沟里
随处可见的榆树钱儿和蒲公英。

如果我们都足够幸运，或者我会在山里
捡到另一个“捡儿”；而你来的时候，恰好“捡
儿”尚不能独立生活，正养在我的小院。我还
设想了另外一种可能，到那个时候，也许边墙
沟里的小动物们，已经和童话里讲的一样了，
它们和我们互为玩伴儿，互为朋友。

先锋村简介：先锋村位于芝瑞镇北部，西拉沐
沦河南岸，距旗政府33公里、镇政府60公里。辖
12个村民组，村委会所在地德胜义组。户籍人口
580户1352人，常驻人口195户404人。全村总
面积20万亩，其中耕地6200亩、草牧场71088
亩。农业以种植马铃薯、玉米、青储为主，牧业以
养殖肉牛、肉羊为主。2021年人均纯收入1.5万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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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西南部，浑善
达克沙地东南边，有一个人少地广、人
心向往的神秘地方，她的名字叫浩来呼
热。

这个汉译名为“干旱的草圈子”的
福地，有着与众不同的风姿。“人间四月
芳菲尽”的时候，这里的天空飘过一阵
白雪，让人怀疑时光是不是真的到了五
月初夏。当你蓦然看见旷野里花草在
向你招手、树木在向你显露生机时，你
才体味到一片繁华确已走来。

我们是怀着朝圣者的心态走进这
片荒漠的。为了“寻原”，或是“寻源”，
亦或是“寻缘”，每一个人迹罕至的地
方，都会让人惊喜。

越野在沙海草原路上起伏，疏林在
晨雾清光中延伸到天边。置身于这样
的环境中，人的思想会变得纯净而单
一、平静而不浮躁。

如果在荒漠中又热又渴，你最希望
看到的是什么？没错，是水。在茫茫戈
壁，你的想法或许是幻觉；在浩来呼热，
你不用彷徨，奇迹就在你的愿望中。

就在我恹恹欲睡时，无边的沙海疏
林中，突现一湾碧水，像梳妆镜一样惊
诧我的双眼。同行的副苏木达贾喜杰
告诉我，这就是被称为“自然之肾”的伊
和 诺 日 湿 地 。 这 就 是 你 要 寻 找 的

“原”——原生态自然保护区。
在飞鸟起落的地方，我们一睹了她

的神奇。
初夏的沙海平湖，水清草绿。她连

着几十平方公里的原生态湿地，让浩来
呼热平添了一种清灵与纯真。沙湖是
浩来呼热水汪汪的大眼睛，她含情脉脉
地注视着这里世代繁衍的人们和牛羊，
也守候着这里四季的繁华与落寞。

湖心岛是伊和诺日沙湖的“眼仁
儿”，她在那里孕育鸳鸯、野鸭和鸿雁。
没有人舍得去打扰她，她在休养生息中
孕育生态文明。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这里
的人们和起伏的沙丘一样，环绕在沙湖
的眼波里，你若动她，会有灭顶之虞。
因为，浩来呼热苏木党委和政府已经把
她当作重要的旅游资源深藏起来，你根
本找不到她。

躲在深闺，弥足珍贵。比这湾清湖
更加珍贵的是什么呢？

来到浩来呼热这“干旱的草圈子”，
很多人都会不遗余力地寻找一下潢
源。因为，潢源是赤峰市两大河流之一
——西拉沐沦河的真正源头，是“祖母
河文明”的发祥地，是我们真正要寻找
的“源”。

为什么用“寻找”一词？苏木宣传
委员谭心天说，在树杈一样的草原路
中，如果没有当地人引路，你会迷失方
向，更别说一睹她的芳容。

穿沙而行、七扭八拐、上冲下伏，打
开无数个围封牧场的铁丝门，熬过无数
个沙丘，才到了一个幽静脱俗的峡谷世
界，这就是西拉沐沦大峡谷的起点。

踏沙而下，迤逦而行，心中涌现出
无数的“泉眼”。这让我想起辽天显十
二年的夏天，辽太宗耶律德光从平地松
林来到潢源，尚未指点江山，早已呼哧
带喘。但是，疲劳掩盖不了兴奋，大概

从那时起，西拉沐沦河从过去的“作乐
水”“弱洛水”等若干个名字变成了“潢
水”，才有了今天的潢源说。

对于潢源，历朝历代、无论官民，都
视若眼睛。

民国时期，经棚县令王枢盛赞这
里，并把此地列为当时经棚县的十二景
之一，诗曰：“寻到潢河最上游，碧翻白
涌镜涵秋。人间滟说清流好，此更清流
源水头。”正式定名为“源水头”应是此
时。

对于源水头，著名诗人、画家席慕
容父亲是锡盟人，母亲是克什克腾人，
曾专门儿到潢源回味先人的生活。她
在这里顶礼膜拜、长跪不起、思绪万千，
写下了传唱大江南北的《父亲的草原母
亲的河》，热爱家乡之情犹如泉涌。

在我的想象和记忆中，潢源或冰雪
消融，或暗泉涌动，必是一番惊天动地
的动静。实话告诉你，这样想就错了。

在峡谷纯净的细沙里，泉水悄悄地
渗出，无声无息。开始是涓涓细流，接
下来是涔涔小溪，再接下来是淙淙流
水，又接下来恍若沟渠，直到汇成浩瀚
大河——西拉沐沦河。这就是“源”的
力量。

西拉沐沦河沿西拉沐沦大峡谷一
路向东，在响水电站和大石门电站欢快
地打了一个旋儿，一路浩荡，奔流不
息。经林西县、巴林右旗、阿鲁科尔沁
旗，在翁牛特旗与老哈河交汇，形成辽
阔绵长的西辽河干流。

从历史渊源和最早的古籍记载上
看，《吕氏春秋》《淮南子》曾将其列为

“中国六大川”之一，郦道元在《水经注》
中对她也有详细记载。所以，人们把她
誉为“祖母河”，当之无愧。

目前，西拉沐沦河正以崭新的姿
态，福泽着 397 公里沿岸的土地和人
民。可你哪里知道，恢宏之势，起于毫
末，一“源”之流水，终至洪流。

对于“源”文化，浩来呼热苏木党委
书记孙玉杰、苏木达王敏，有更深的理
解。他们说，从潢源到西拉沐沦大峡
谷，从浑善达克沙地到皇家国际观光牧
场，从伊和诺日湿地到经乌高速斜拉
桥，都是浩来呼热的立足之“源”，我们
会从控制沙化、还原生态角度有序地保
护与开发，让她造福更多的人。

面对笔者的“寻原”“寻源”和“寻
缘”，他们告诉我，有一个人能满足你的
追寻。因为，这个人见证了呼来呼热的
过去、现在，也能影响它的未来。

这个人的名字叫李瑞。
我们从浩来呼热的牧业基地和市

场，寻到了他领导下的草原金峰公司
时，他正在作着昭乌达肉羊种源基地开
发的下一步打算。在这里，我们找到了
另一种“源”——羊源。

如果说，有点儿年纪的人对现在的
浩来呼热有些陌生，那他（她）一定知道
好鲁库种羊场，一个全内蒙古人都知道
的名字。那是浩来呼热的前身，这样的
渊源够深厚的吧？

说起“羊源”，浩来呼热岁数稍大一
点的人都记得一个日子，那就是 1958
年8月27日。这一天，国务院批准在昭
乌达盟（现赤峰市）建立种羊场，好鲁库

成了县团级单位。那时，全国各地的人
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这里级别虽
高，也只有 49 户、199 名职工、364 人。
一个人、一群羊，也说不上是羊倌儿还
是干部，从此就踏上了研制细毛羊的肉
羊种源之路。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这里的青草
黄了又绿。2002 年，好鲁库种羊场撤
销，与浩来呼热乡场乡合一，从此开启
了新一轮征程。

夏日的暖阳照在浩来呼热的沙地
和草原上，五月的大地又披上了绿色的
盛装。现任苏木党委书记孙玉杰、苏木
达王敏上任之后，踏遍了这里的热土。
面对发展与环保这一大课题，他们立足
苏木实际，确立了“党建引领、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优牛优羊、提质增效、转
型升级”的发展思路。说白了，就是不
再粗放型发展。

站在洁白的沙丘沙线上，浩来呼热
尽收眼前。林立的脚手架下和穿梭的
汽车旁，电气化铁路集通线、二广高速
G5511 线、经乌高速和省道 S220 线的

“四线”，把浩来呼热围成了一个大大的
“井”字，肉牛肉羊产业园区和全旗畜牧
行业人大代表之家两个平台坐落其中，
它们已成为浩来呼热最大的“经济源”。
这正是我们要找的“源”，也是全国无数
畜牧业经纪人要找的“缘”。在肉牛肉
羊产业园区，从“咩咩”的昭乌达肉羊和

“哞哞”的肉牛身上，我们看到了浩来呼
热两大优势——核心育种场种源技术
优势和好来牛市市场优势。看来，苏木
党委、政府要打造内蒙古重要的肉牛肉
羊生产集散地，不仅仅是一个梦。

群众说，浩来呼热党委和政府甘当
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是这里最大的“经
济源”。在草原沙海深处，我们见识了
这里三大产业模式的威力。伊和诺日
嘎查石盆组的男主人张国斌、女主人李
伟华，他们和其他农牧户一样，在科学
实用的经济政策下，日子一天天红火起
来。正张罗打井的他们，见到我们的到
来，用正蓝旗的风俗，拿出了很珍贵的
风干肠招待了我们，并兴奋地告诉我
们，牧民的日子都过好了。

面对浩来呼热的发展势头，孙玉洁
并不满足。他说，我们虽处在“井”字之
中，但不能坐井观天。党委、政府要发
挥源头作用，以“支部+合作社+农户”
牛羊饲养模式、肉羊多羔生产模式、大
畜改良提纯模式，以科学的养殖模式，
带动产业转型升级。让“井”字线连接
到全国各地，成为观光旅游和货物运输
的黄金线。

淙淙潢源涌沦河。顺西拉沐沦河
而下，回望浩来呼热，发现它正像静静
的潢源、默默的种源一样，守在赤峰的
西大门，孕育着更大的经济和生态文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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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和1个直属社区，共34个独贵龙。辖区户
籍 3247 户 5989 人，常住户人口 1212 户
3007 人。2021
年地区生产总
值达到 3.4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1%；农牧民人
均纯收入16916
元 ，同 比 增 长
7.2%。

散文

浩来呼热之“源”
■ 高子民

一
深春去天太永踏访，虽然不是最

佳时节，但草木勃发的生机已然在召
唤来者。

尽管我做新闻工作二十余载，很
愧怍，对天太永知之甚少，之前甚至未
能踏足这里半步。只是每次乘车从天
太永的山坳河谷间掠过，总会瞬间惊
艳我的眼球，感觉它非同一般，别有洞
天。

我最先知道天太永的名字是从中
国地图上。想那微观而不见经传的名
字跃然而出，定会有它的来头。然而
这里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没有考证
的资料和实物。从村子里年长者的记
忆里所知，天太永之名，得于古时行商
坐贾之地，亦或商人遄往的驿站和商
号。

天太永河光山影。山是鸡冠子
山，河是萨岭河。站在村前山峁上眺
览，春风骀荡，徐徐掠过脸颊。身未
动，心已远，眼前飘过的是独特的暮春
美景——河岸迤逦，水波清亮，与两侧
山谷柔曼迁回。平畴的坝子上排列着
白色墙、红色顶的农居，周遭蓝天与白
云相伴，青松与白桦相映，犹如一幅淡
赭灵润的壁画垂挂天际。

二
“知道不，咱村又开展耕地确权调

整了！”
我来到红山子乡天太永村，这里

正在进行耕地确权调整。看见许多村
民聚在村委会院落里，一边交头议论，
一边高兴地说笑着。“2018 年全村耕
地确权时，由于群众认识模糊，重视不
够，确权农地与实际耕种不符，群众意
见大矛盾尖锐。”村党支书记孙建东向
我介绍说，“这次对耕地进一步确权调
整，也是村里“三资”清理的一项内容，
为盘活农地和草场流转赢得了生机。”

2021年5月，红山子乡人大主席，
41 岁的孙建东被乡党委选派到天太
永村任党支部书记。上任后，他牢记
初心使命，立志与村两委一起落实党
的“三农”各项惠民政策，发展集体经
济，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让百姓过上
好日子。在与我交谈时，他算了这样
一笔账：这次耕地确权调整，对于之前
少确权的耕地和多占耕地的农户相应
调整之后，余下的 1 万亩耕地确权为
集体所有，建立土地台账签约租赁，仅
此为村集体年增收50余万元；同时村
里流转草牧场 6 万亩，采用竞租的模
式打贮草，又能增收 100 多万元。村
集体经济增加了，乡村振兴就有了实
力。

刚刚如期脱贫的天太永村，如何
唱响乡村振兴的主旋律？“要想迈好扎
实的第一步，就要谋划好乡村建设的
规划。”孙建东说，“如果规划不到位，

工作就缺乏系统性，东一榔头西一棒
子，很难干成事。”经过两委班子反复
论证，一个统揽全村协调发展的规划
出炉了，概括为：立足区位优势、资源
优势，确立生态优先，为养而种，文旅、
农旅融合，助推“美丽经济”发展，走出
一条“绿富共兴”的特色产业新路子。

三
眼前的天太永，虽离旗所在地约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因其毗邻著名景
区乌兰布统，区位优越，交通便捷。“山
水林田湖草沙”独特多样的生态系统
成为克什克腾的缩影。

走访村里 82 岁的原村委会主任
张发，他对天太永的历史变迁了如指
掌。曾经的天太永上苍庇佑，生灵竞
择，骑马行走在柳拨子里看不到人影，
上山打个狍子，比宰个羊还容易，野猪
进村，山鸡入户那是常有的事。后来，
由于过度放牧，乱砍滥伐，生态退化，
周边植被稀疏，裸露出片片斑驳的山
体。但是经过村民们的多年治理，加
上实施牲畜舍饲精养，如今生态已在
逐年恢复。

的确，清晨徜徉在村头路旁，抬眼
望去，栽植的沙柳、樟子松纵横成网，
绿意葱茏，显现出“绿树村边合，青山
郭外斜”的自然美景。

在村委会房前院外漫步，见到各
类宣传内容的标语牌子，其中“破除陋
习，树立文明新风”的字牌十分醒眼。
一位乡里的工作队干部给我说，美丽
乡村建设，首要的是先从改善人居环
境做起。过去这里脏乱差的习惯，已
初步得到了改善。是啊，村容村貌是
门面，只有环境好了，精气神足了，才
能吸引更多的人来投资兴业，旅游观
光。

信步走进村委会办公室，正在电
脑前忙乎的村委会副主任孙德民笑容
满面迎上来：“欢迎来到天太永！”寒暄
间他给我算起村里产业振兴账：“我们
村产业发展刚刚上路，种植、养殖和旅
游三大块。种植业当家品种是马铃
薯、燕麦、小麦、莜麦；养殖业主推西门
塔尔牛、蒙古肉羊。就拿银丁扣村民
组来说，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家养牛，大
户年收入接近 30 万元。如今乡亲们
鼓了口袋，也富了脑袋，思路更加活络
了。”

“可不是嘛！”在村民杨国军家的
客厅里，他打开了话匣子，说起了发展
旅游和多业并举的致富门路。早年他
和妻子外出打工，2011 年返乡创业，
瞄准家乡的灵山秀水搞起乡村旅游。
10年间，他把一爿门院打造成名扬旗
内外的旅游网红地。纵马穿越、马踏
水花、岭河冲浪等游乐项目深受游客
喜欢，他还建起了养殖场，饲养百余头
肉牛，2000 只肉羊，为游而养。余外
自已育有 3000 亩林地，发展林下经
济，试种了赤芍、黄荆等中药材，长势
喜人。

四
午后，我和孙建东书记驾车沿着

萨岭河一直北行，两侧是逶迤绵延的
峡谷，河水的光波在车窗外旋转。顺
河而行时，我看到河岸维持了原生态
的样貌，河水与泥沙彼此融透，河岸与
周边景色浑然一体，衍生出引人赞叹

的水景。恢泓
的 马 踏 水 花 ，
悠闲的水上冲
浪 ，富 有 刺 激
的 舟 车 驰 骋 ，
让致力于打造
乡村旅游生态
文明的天太永
美名远扬。

来到耸兀
的鸡冠子山麓
下 ，汽 车 攀 援
上一处山坳的
观 景 台 ，顿 时
感 到 心 旷 神
悦 ，眼 目 洞
开。不说周遭
的 原 始 白 桦 、
油 松 挺 拔 伟
岸 ，光 是 岭 崖
上隐约的杜鹃
和穿梭林中的
鸟鸣便令人欣
喜。真是云天
生春色，莺啼绿映红。再举目眺望，天
太永暮春的景色一览无余，就像一幅
框在画框里的素淡油画。孙建东动情
地说，如果秋天，这里更是美不胜收。
那年，徐悲鸿的第三代弟子励峥嵘来
此地采风，被眼前胜景所陶醉，脱口而
出:”实至名归的百里画廊！”

百里画廊天太永，尽显山水相映
之美。从最西南端的触角——蛤蟆
坝，绵亘至西北隅的德勒沁，12 个村
民组如 12 颗明珠，连缀在西大河、银
丁扣河、萨岭河、保驾沟河四条水系
上，蜿蜒到天太永交汇叠加，统称萨岭
河。形成流韵平阔、峡谷幽深的新景
观。

蛤蟆坝与德勒沁是遥相对望的两
个美丽板块。盛夏的蛤蟆坝景色迷
人。信步攀上漫漫的木栈道，俯瞰山
间，白桦竞秀，湖水倒映，轻风不时送
来浓浓的花香、草香。深秋时节览胜
德勒沁，更是美不胜收。连绵起伏的
浑善达克，碧树红叶，浓墨重彩，分外
妖娆，这人间别样的风景，无疑成了摄
影家的天堂，成了驴友们的最爱。

五
作别天太永正是朝暾初上，阳光

瑰丽，彩霞如灿，给这片山容水色和村
廓田畴镀上一层迷人的光晕。

在返程途中，突然想起乡党委书
记陈会东给我描绘的蓝图，借助旗内
外融资的大手笔，依托优美和谐的自
然生态，在天太永到德勒沁的山水峡
谷间，打造令人艳羡的民俗度假村，吸
引全国各地驴友慕名而来，或观光游
览，或探险漂流，或岭河戏水，或滑沙
滑草，或滑冰滑雪，或作画摄影，或康
养休闲，等等，不一而足.每一个人在
天太永，都会寻觅到自己的心境。

深信，这并不是诗意的遐想，因为
天太永已走在美丽的路上。

天太永简介：天太永村位于红山子乡
西部，全村总面积87万亩。其中草木场
55万亩，林地33万亩，耕地9万亩，辖区
12个村民组，户籍人口984户2332人，常
住人口615户1556人。2021年人均纯收
入21000元，村集体经济积累1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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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绿水青山乡村行”采
访征文活动的推出，在这个山花
烂漫的初夏，重回故地，用审视
的目光去探究一个村庄的历史
渊源，约一场绿水青山之会，圆
一个村庄复兴之梦。水的清甜、
泥土的芬芳……情到深处乡音
浓。

土城子镇五分地村因村民
委员会驻地位于五分地组，故得
名。1945年12月隶属经棚县四
区（土城子区）。1948 年 3 月隶
属克什克腾旗土城子区（四区）
三分地村。1956 年 3 月区划调
整，三分地村隶属土城子区（四
区）土城子乡。1958 年 10 月建
人民公社、建大队，以所属大营
子村命名为大营子大队，隶属土
城子人民公社。1984 年 1 月土
城子人民公社改建为土城子镇，
大营子大队改建为土城子镇五
分地村民。

据说明洪武年间，有王、付、
吕、董、刘五大姓氏家族来此开
荒种地,把耕地分成五份，以头
分（原来叫份）、二分、三分、四
分、五分地划界命名，后因户数
增多，取名大营子村。这里最出
名的山在西沟和大营子组交界
处的奶子山，当时风调雨顺，草
丰林密，从山上流下的水是白色
的，像乳汁，故而人们把这座山
叫做奶子山，现在虽然没有像以
前一样长流水，只要是阴天下
雨，那趟沟里的水依然呈乳白
色。

五分地村榆树林组最早落
户的是刘姓人家，当时整个河套
边上都是大榆树，一棵挨着一
课，老人们说小孩子淘气，能从
这颗树上一弹就能落到另一棵
树上，可见榆树之多，早些年粮
食少，春季的榆树钱成为那个年
代的救命粮。在榆树林组有一
个山，叫菩萨洞，因为山上靠山
头有个天然山洞，能钻进去一个
人去，进去两三米处能听到水滴
声，此山因有此洞而得名，据说
菩萨洞有 300 多年的历史。上
个世纪九十年代，当地百姓出资
扩建成寺，取名灵山寺。

一个古老的村庄，最经久的
是袅袅炊烟。黄土地孕育庄稼
人的胃口，徜徉在炊烟氤氲中，
扩散的不仅仅是香喷喷的饭菜，

更是一个年岁渐长的农耕文明。
杏仁炖豆角是我舌尖最深刻的
记忆，至今想起依然口齿留香。
留下这记忆的就是五分地村。
农家大嫂将杏核用砖头砸开，将
白白的杏仁放到碾子上压成沫，
回来用开水沏开，然后熟练地用
水舀子扬100下，据说在扬的过
程中杏仁的药气就能跑掉，再和
豆角炖在一起……时隔数年，我
依然忘不了那个温暖的画面和
那杏仁豆角散发出的清香，那是
农家的气息、土地的味道。

夕阳西下，站在田埂上极目
望去，你会看到那一条条带状覆
膜一直铺展到霞光映射下的山
脚，那是村庄人们希望的寄托。
这曾是一片贫瘠的土地，没有水
源靠天收，现在机井打上了，配
套了滴灌设施，农民只需要备好
种子化肥地膜，都是现代化机器
进田作业。正在收拾农机具准
备回家的村民组组长付林看见
我站在地头迎面走来，尽管一天
的劳作有些疲倦，但满心的欢喜
仍然洋溢在脸上，“这都立夏了，
天气还这么冷，你看咱这全覆膜
就是一件保暖衣啊，多好。”今年
五分地村4000余亩旱地都穿上
了这件“保暖衣”。

余晖下的五分地村架子山
一眼望不到边的山林郁郁葱葱，
一坡一岭的山杏给初夏的大地
增添几分俏丽，不时有受惊的沙
鸡成群飞起，“咕咕”的鸣叫着从
头顶掠过……

让不毛之地变绿洲，我们最
该感恩和铭记的是老一辈的“义
务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土城子镇实施架子山生态治理
建设工程，五分地村就是架子山
工程区中的一部分，今年 76 岁
高龄的老党员李金树，是当年推
进五分地村架子山工程的老支
书，老人家精神矍铄，深深的皱
纹里埋藏着当年奋战秃山野岭
的故事。那时没有大型机械，没
有专业的施工队，一把铁锹、一

根扁担、一副牛犁，肩背手扛，锹
锄镐铲就是他们的工具，山冈当
床草当席，一块干粮一瓢水是工
地的真实写照，修路、整地、植树
造林、种草种药，无数的干部群
众在荒山上洒下了勤劳的汗水，
换来了今天的草木葳蕤、浩瀚生
机。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的造林护林精神已根植在五分
地人的血脉里。这里的一花一
草、一枝一叶都被五分地人视为
珍宝，一代代人用坚实的臂膀、
布满老茧的双手托举着改变生
态环境甚至改变命运的重担。
从村干部到上学孩童，从护林员
到耄耋老人，他们都是围封补
造，守林护林的“义务工”，建设
绿色家园，是五分地永远的主
题。

村庄的美丽蜕变离不开一
个团结的村班子集体，更离不开
一个领头雁，村党支部书记兼主
任董连辉是旗级人大代表，为人
低调，在任30余年，带领村里一
班人马一心扑在为村办实事上，
修村组路、街巷硬化、通水通电
通网络。“第五届市级文明村”

“先进基层党组织”等一块块金
灿灿的荣誉牌挂满村部的荣誉
墙。

华灯初上，五分地村文化活
动室内象棋杀得正酣；图书阅览
室里，村民们沉浸在书的海洋
中；五福园广场上舞曲欢快，舞
姿翩翩……在这里工作生活了
十几年，他乡已成故乡，虽不能
长相厮守，却永远心手相牵。

五分地村简介：土城子镇政府
所在地以西，距离土城子镇人民政
府5公里，全村总面积 7.2万亩，耕
地1.1万亩，草牧场5.1万亩，林地
9100亩。辖7个村民组，户籍人口
468户1136人，其中常住人口196
户460人。种植业以种植玉米、谷
子及杂粮杂豆，养殖业以牛羊为
主。2021年人均纯收入1.6万元，
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0万元。

散文

情到深处乡音浓
■人淡如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