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06月10日

智者永远更胜一筹。所谓智者
泛指聪明并具有知识技能的人，这
类人一定离不开读书和学习，富于
创造并接纳新事物。

远离都市繁华，摆脱拥挤的车
道，这次乡村行也是接受新生事物
的开始。永胜村在经棚镇西部，乡
路两边的树荫密集，这也正是找回
青山绿水的成功特写。路面不宽
却尽显清新。大约在上坡下梁的
乡村道上行驶半个小时，右前方出
现两栋居民住宅楼，这就是经棚镇
永胜村移民搬迁小区。

永胜 1958 年人民公社时期建
大队，1984年改为永胜村。这是我
看见的第一个在偏远山区住进楼
房的党群服务中心，中心的便民服
务紧邻“草原书屋”。“草原书屋”的
面积足有50平米，靠左侧一面墙都
是书架，摆满了各类书籍，我大概
数了一下，这里藏书约有两千余
册，图书分类很清楚：有人物传记
类、少儿百科类、散文诗集类、中外
小说类、历史文化类、农牧实用
类。这些藏书足以看出永胜村民
对文化的追求和对智慧的向往。
草原书屋除了书，墙上的“书香致
远，墨香至恒”宣传栏吸引我认真
读了一遍：“多读书可以让你变聪
明，变得有智慧去战胜对手。多读
书让你变得更聪明，你就可以勇敢
地面对困难，让你用自己的方法来
解决问题。这样你又在人生路上
迈出了更坚实的一步。多读书，也
能使你的心情变得愉悦。读书也
是一种休闲，一种娱乐的方式。读
书可以调节身体的血液流动，使你
身心健康。在书的海洋里遨游，是
一种无比快乐的事情。用读书来
放松心情，也是一种十分明智的做
法。读书能陶冶人的情操，给人以
知识和智慧。我们应该多读书，为
我们以后的人生道路打下扎实的
基础！”

这段话不知道出自哪里，但足
以道出智者的心声。在这个充盈
着知识和智慧的村子里，知识改变
命运，厚积而薄发，肯定会有新事
物或者奇迹诞生。而破土而出的
永胜村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许就是
最好的诠释。

说起合作社，就得说最开始的
发起人曹国利，还得回到二零零七
年九月，合作社主要是土地流转，
永胜村两委和曹国利在永胜村开
启了合作社的第一站。他们率先
把乡亲们的土地租赁过来，按国家
规定付给他们租金，这样一来农民
干着同样的活，可以收租金、挣薪
金、分股金，还能腾出时间养牧。
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而承包过来的土地进行集中耕
种，节省了人力物力，产值也逐步
提高。合作经济、抱团取暖成了农
牧民致富的金钥匙。

2013年永胜生态移民小区在蒙
古高原湛蓝的苍穹下拔地而起。
小区里的花红草绿，在绿色围墙的
簇拥下显得高耸，金叶榆发着耀眼
的光，榆叶梅像极了红衣绿裤的少
女。小区里的人熙熙攘攘，有打牌
的、下棋的，游哉悠哉，富足而满意
的神情挂在每个人的眉宇间，“衣
食足而知礼节，仓廪实而知荣辱”，
文化和知识成就了富足，如今信步
于其间，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文化气
息，相互成就，相得益彰。

炎热的一天接近尾声，夕阳的
笑脸也略见红润。

傍晚，小区院子的人多了起来，
遛弯的、跳广场舞的陆续登场，叫
我看这里的乡村和我们的城市没
啥两样。

“你看前面那个推轮椅的。”我
顺着村党总支副书记宋桂娟手指
的方向看去，余晖中的背影是一个
推着轮椅的瘦小男人，左肩有点歪
斜，大概是经常一只手推着轮椅，
一只手扶着老伴养成的习惯，据说
他就是十年如一日照顾老伴被镇
里评为“最美家庭标兵”的王加增。

我紧走几步问坐在轮椅上的女
人搭讪，她抬起头着急的看着我，
她的表情告诉我她不能说话，但眼
神里表示她能听懂我的问话，也看
出来她对幸福生活的满足。

这时，从楼上走下来一个老哥，
我问：“老哥您叫啥名？今年多大
岁数？家里都有啥人？”

老哥看着爽快，开口就说：“我
叫张凤林，今年 64 了，家里就我们
公母俩和一个小脑有问题的姑
娘。”

“你们以前在哪住？居住条件
咋样？”

“以前住在东地，我家那时的房
子就像用炮弹轰过一样，没有一面
完整的墙体。”说着便掏出手机叫
我看他以前录的老房子视频。

“这房子也太破了，在电影里都

找不到。”
“房子破还不是问题可以修理，

主要是用水困难路也不好走，我们
生活用的水都是远处拉，更不用说
修建房屋了，想修房子都是难事。
东地那边是偏远的山区，山林里有
鹿、野猪，貉子、猞猁等野生动物，
种地和养牧都很困难，我们种点莜
麦和玉米啥的都被野猪给拱了，种
点小麦都被野猪嘡啷得啥都不是，
其实野猪正经八本吃不了多少，就
是瞎霍霍。”

“那你们不养牧吗？”
“牧业发展不起来，草场少，又

禁牧，咱们百姓也很重视生态治
理，永胜这边土地也有些沙化。再
说了野生动物也袭击牛羊，我们亲
戚家的羊好几次都是在眼皮底下
被猞猁叼走的。”

“那你们也不治理一下。”“哪敢
治，你把野猪治了，你就犯法了，就
有人来治你了。”哦，我突然想起野
生动物保护法。

“现在你们还种地吗？”
“地租出去了。每天到棚里打

零工或者干点泥瓦匠和维修下水
道的活。我以前在城里打工干过
修理，现在就能在小区里干零活，
一天收入一百多块钱，日子过得挺
好。”

秧歌声渐去渐远。我们来到大
棚种植区，夕阳下一栋栋的白色大
棚静谧安详，光折射出棚里的绿色
显得很有生机。这里就是经棚镇
的近郊采摘园，最前排大棚里种的
是草莓，没等我们进棚就知道来晚
了，出来的几位游客端着半盒草莓
说：“这两天采摘的人多，熟果没
了，你们就别进了。”我还是走进棚
里，暖风扑面，藤蔓上大小不一的
米白色草莓叙说着曾经的和即将
到来的繁华。

从草莓棚里出来接着走，眼前
的棚从外面看植物变得高大起来，
进里一看，种的是葡萄，看着挂满
枝藤的紫色葡萄口水都要流出来
了，我小心翼翼地摘了一粒葡萄放
到嘴里，这葡萄可真甜，甜的就像
百姓日子一样......

永胜村简介：永胜村地处经棚镇西
部距经棚镇15公里，总面积27万亩，其
中耕地2.007万亩，草牧场19.6万亩。
下辖 19个村民组，户籍人口 1024 户
2075人,常住人口408户810人。主导
产业休闲旅游观光、现代畜牧业。现有
国家级合作社一个，集联养牛专业合作
社一处。全村现存栏肉牛1390头，肉
羊8865只。2021年人均纯收入1.6万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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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看看唐
诗宋词里那些对乡村的咏叹，便可知很多
人心中，都有一个田园梦。对许多从乡村
走出来已经在城市里落户扎根的人来说，
在他们的心中更有一个让他们远离却又
无数次想靠近的地方，这就是故乡的土
地。

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余年，很少回家乡
采访，这次接受“绿水青山乡村行”的任
务，却把它当成一次重任，因为吃着这里
小米长大却无以为报的我唯有用真实的
文字来记录这片土地。

天宝同是一个人口不足两千人的行
政村，但追溯起来又有着很悠久的历史文
化。这里地处西拉沐沦河南岸，是草原丝
绸之路的节点，1973 年，在河套组敖包山
上出土的青铜甗，经考证为距今4200年至
3600 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大型青铜
器的早期作品。

河套是一个很美丽的小村庄，村南面
有条小河，北面有一座敖包山。我是在河
套的姥姥家长大，自小就听老人们讲，后
敖包山是神山。神在哪里，没人说得清，
但村里的人对它却是敬而远之，放羊的姥
爷从不到敖包山上去放，砍柴的人也从不
去敖包山上砍。

说起来我算是这件国家二级文物的
发掘者。当年我就读的中学就坐落在敖
包山下，1973年对天宝同中学来说是个大
年份，因为这一年我们首届七年级学生将
从这里毕业升入高中。班主任是一位比
我们大不了多少的年轻教师，他想让这次
毕业有点仪式感，至少能买个印上天宝同
中学的纪念册的本子也行，为了实现这个
愿望就准备带学生们去敖包山上挖甘
草。同学们当然都非常兴奋，可是当我回
去和姥姥一说，得到的答复却是不准去。
还说谁动了敖包山上面的土就会头痛。

姥姥自然拦不住我，那也是我第一次
上敖包山，果然刚上去还没等动土就头痛
了，那是因为天太热中暑了。这时同学说
挖一个深点的坑让我坐进去凉一会就能
好，就在深挖时，突然听到了金属碰撞的
声音……

那时候的我们并不知道这只像大号
香炉一样的铜器叫什么，只是觉得它肯定
比甘草值钱，于是放弃继续挖草药，全班
同学抬着它兴高采烈往回走。遇到学校
里一位从湖南师范大学下放的杨老师，他
说这是文物，应该交给旗文化部门。我们
当然不会听他的，于是送到供销社的废品
收购站，收购人员为了鉴别是铸铜还是镀
铜，敲掉了一个角，为这国家级文物留下
了永久的遗憾。而我们班二十几个学生
每人得到了一个塑料面的笔记本，互相写
上“海内存知己”“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
类的豪言壮语。

多少年后从文化馆中我才细观这件
高53.5厘米、重12公斤的青铜甗，它的外
表浑厚，口沿部有两个对称的竖耳，庄重
大气。据说后来又有人在山上发现了一
块巨大的桌形石块，经考证青铜甗是摆放
在巨石上用于祭祀神山的礼器，而敖包山
就是商朝人用来祭祀的神山，看来老人们
的话不虚。

克旗土城子镇地处蒙汉交界处，自古
以来就是旅蒙商的交通要道，现在的 206
省道从我出生的村庄经过，过去曾是一条
专门运盐的商道，我们小的时候叫它“拉

盐道”。因为这里也是旅蒙商人进入草地
的最后驿站，在民国之前，土城子到天宝
同沿线大小商号云集，天义昌、天宝同都
是有名的大商号。天宝同地处辉图浑地
川道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许多商号演
变成后来的以土地为生计的地主。

时光如梭，数千年岁月转瞬即逝。无
论是声势浩大的宗庙祭祀，还是尘土飞扬
的战乱杀伐，抑或是车马云集的商号，都
被这片土地封存成了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这片土地也曾创造过
奇迹，上世纪七十年代，仅天宝同一个大
队上缴的公粮就占土城子公社的三分之
一，这个村的湾子生产小队，当年玉米最
高产量达到1500斤，谷子大同六号亩产超
千斤，上缴任务每年超额完成二十余万
斤，有克旗第二粮库之称。“远学大寨，近
学湾子”，湾子小队也成为当年辽宁省的
典型。划归内蒙后，队长曹凤明曾受到时
任自治区党委书记乌兰夫的接见，村里的
青年书记李明曾受团中央表彰奖励。

近些年，随着社会的发展，乡村快速
与城市接轨，梦中田园已经在工业文明的
潮推浪卷中渐行渐远，然而生活在这条被
称作大川上的天宝同人一直固守着这片
土地，不管外面如何变化，他们紧贴着土
地生活，视土地为宝。

年纪大了，近两年我开始频繁地回到
老家，亲眼目睹天宝同村的与时俱进，其
变化，不仅是物质生活改变了，村民的精
神生活也发生了改变。村里开辟了健身
广场、安装了健身器材，过去村民单一的
娱乐内容也变得丰富起来，不变的是这里
的人对土地的那份执念。

去年秋天回老家，看到村里新建一处
气派的民房，主人是村里退休的老支书王
成学，两个儿子非常优秀，他已随儿子在
南方城市定居三四个年头，可是去年非要
儿子给他在老家建房。

回老家采访正是春播时节，晚饭后在
村道上散步，暮色中迎面过来的两个人边
走边讨论着什么，擦身而过的瞬间他停住
脚步，我这才看出这个人正是我叫舅舅的
王成学，唠嗑时问他这么晚还忙什么，他
今年的地承包出去了，有几个细节还要和
承包商再协商。我问他有多少地，回答不
多，十几亩。我心里笑他，按着每亩六七
百元的价格算下来也不过几千块钱，对他
来说应该不算什么，可是他却认真到每一
个细节。当我问到为什么在南方住了几
年还要回来，他笑着说，在那边我是吃着
儿子的住着儿子的啥事不干的闲人，在家
我是土地的主人，我有事干。快七十岁的
人，放弃城里的悠闲，非要回到老家做那
几亩地的当家人，为的是有事干。

近些年，不少村庄都变成留守老人的
村庄，许多农村的年轻人努力与城市接
轨，家里的土地或承包出去，或者丢给老
人，可在天宝同村不但外包的土地少，既
便包出去，不少年轻人也选择为承包土地
的公司打工。河套组不到四十岁的吕国
东在外面打工十几年，娶了外地的媳妇生
了娃，算是在外面混得比较好的，可是前
几年还是带着妻儿回了老家。今年土地
流转了，他就在村里为承包公司打工，每
个月能有几千块钱的收入。他说，媳妇家
那边工业发展的好，几乎家家都有小工
厂，在那边挣的是多些，可是站在自己的
土地上心里才踏实。

食为民生之本，土地是粮食的命根
子。天宝同人用自己的顽固和执拗守住
厚土留住根。而当我来到只有一户人家
的水泉沟，见到这片土地的女主人李红
时，我的内心除了敬佩还有感动。

水泉沟属于天宝同组，它距离外面的
村庄直线距离不过四五里路，却因为它夹
在两山之间，出去要翻山越岭，遇到雨雪
天气基本就出不去。男主人叫勾天祥，从
爷爷辈就住在这里，后来兄弟姐妹陆续成
家搬到外面，父母去世后，中学毕业的他
就一个人守在这里。因为没人愿意嫁到
这远离人烟的山沟里，三十岁时他还是光
棍一条。后来生活在小镇里的两个儿子
的母亲李红因为一场变故失去了丈夫，经
人介绍嫁给了勾天祥，从此生命中大部分
的时间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三十年，栽树，改河道、开地、养牛养
羊。如今，一沟的树，一坡的田，一百头
牛。我去的时候正是果树花盛开的春天，
呈现在我眼前的完全是新版的《桃花源
记》。房子是砖的，墙是白的，一沟的绿树
白花。坐下听李红讲述过往，刚来时家里
的房子是依山坡搭建的偏厦子，请人修房
顶一脚踏空竟然掉到锅台上。为了能利
用上泉水下决心改河道，两口子每天都要
划分出任务区，谁干不完不准休息。一道
渠，一条道，一趟沟，两个人，无数个酷暑
严寒……

六十岁的李红讲的云淡风轻，我听得
心里一阵阵发紧。李红家的墙上挂着一
面镶满照片的镜子，里面有李红年轻时的
照片，让人不敢相信照片上这个漂亮的女
人竟然在远离人烟的山沟里一住三十多
年。当问她后悔过吗？李红却说，选择了
就不后悔。最难的时候我和儿子说，别看
咱们住在山沟里，你们好好念书，将来从
山沟到北京工作才是能耐。

李红的愿望实现了。如今她的两个
儿子都在北京工作，买了房娶了妻。健谈
的李红笑着告诉我，你说怪不怪，前两年
她在北京帮助带孙子，住了一年添了腿痛
的毛病，楼梯都走不了，回来没两个月竟
然好了，现在满山的找牛哪天都要走几十
里。我这土命，离了地儿就犯病。

人们常常向往诗和远方，在李红这
里，却是心中有桃花源，何处都是水云间。

贴着土地生活，这就是天宝同人。他
们接受先进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刷抖
音，玩快手，早餐喝牛奶，阴雨天，架起火
锅来一把城市人喜欢的烧烤涮。傍晚，媳
妇大妈们聚集在一起，打开音响跳广场
舞。男人们没事的时候聚在一起打打对
调，他们关注阴晴雨雪、粮食价格、化肥贵
贱，就连俄乌冲突、核弹爆炸、小行星撞进
地球这些也能让他们争的急头白脸。只
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生活在自己的土
地上，他们的心中就多了一份踏实与希
望。

天宝同村简介：天宝同村位于土镇子镇西
北部，西拉沐沦河南
岸辉图浑地川道内，
距镇政府25公里。
北邻206国道，与林
西县接壤。全村总
面 积 54.2 平 方 公
里，其中耕地10500
亩，草牧场 75000
亩。天宝同村辖 8
个村民小组，户籍人
口 766 户 1776 人，
常 住 人 口 351 户
857人。2021年人
均纯收入1.5万元，
村集体经济收入累
计14.9730万元。

散文

紧贴着土地生活
■ 李文宏

初 夏 时 节 ，
我带着虔诚和向
往奔向了那一片
圣洁而神秘的土
地。

车子翻过一
道道山梁，低矮
的草本植物长满
了线条圆润的山
坡、沟谷，湛蓝的
天，洁白的云，和
草原同时出现在
我的视野里，满
眼洁净和清澈。
山岗上一排排风
力发电的“大风
车”，巨大的风扇
叶子在蓝天、白
云、绿草之间缓
缓转动，像是在
张开双臂迎接远
道而来的客人。
我就在它们热情
的接迎下，走进
了克什克腾旗的
南大门——芝瑞
镇大院村。

这 里 的 草
原，让人领略到
天圆地方、天高
云淡，也让人感
知到繁花成海、
芳草连天，更让
人体会到心情豁
达 、透 明 自 然 。
在这里能同时享
受 到 草 原 的 辽

阔、壮美和难得的洁净空气以及天空的
蔚蓝，让人抛却一切杂念。

进入宽敞的“大门”之后继续前行，
顺着蜿蜒的盘山路，顺山而下，大有曲径
通幽之感，逐渐深入整个大院村辖区。

大院村位于芝瑞镇南部塞罕坝东
缘，背靠赤峰市最高山峰——大光顶
子。南与翁牛特旗灯笼河子牧场、松山
区大夫营子乡相邻。西与河北省围场县
红松洼牧场接壤。东与芝瑞镇上头地
村、长胜村相比邻，北与上贵村、兴华村
相连。全村总面积为47.46万亩，可谓地
大物博、前景可观。二十二个村民组，分
布在山清水秀的苇莲川中。

村委会所在地就叫“大院”，据说解

放前是一户任姓地主家的大院，这里曾
经历过血雨腥风的斗争。

当我们看到这里春天百草绽绿，夏
天山花烂漫，秋天风吹草低，冬季白雪晶
莹。内心深处一定会懂得“花儿为什么
这样红”，自然也知道“它是用了青春的
血液来浇灌。”这里有着骄人的绿韵底
色，有着傲人的红色基因。

在大院村，流传着革命烈士李秀章
的故事。人们都叫他“小官李”，是“口
里”人。1945年到德胜村开展工作，1946
年任德胜村农会主任。当地土匪张六子
对此十分仇视。1947年春季在石庙子沟
对小官李围捕，将其五花大绑用马拖至
二地，要其供出区小队下落和有关机密，
被小官李拒绝。残暴的土匪将其脚筋挑
断，严刑拷打之后，用马拖到马鬃山阴坡
孙福地头残忍杀害，年仅二十几岁。

还有两个无名烈士，把他们年轻的
生命留在了诗情画意的苇莲川。那是在
解放前，剿匪部队和土匪在二岭坝梁上
相遇激战，两名剿匪队员身负重伤，战斗
结束后，部队连夜将他们抬至西营子白
景芝母亲的猪圈内隐藏，并托付百姓照
顾，大部队继续前去剿匪，天明之后照顾
他们的乡亲们发现两名战士已经牺牲，
只好就地掩埋。直到六十年代初期，二
位烈士的遗骨才被迁到现在的烈士陵
园。

碧血永怀，丹心可鉴。这种敢于斗
争、不惧牺牲的革命风骨在这片热土上
一直赓续到今天。

新时代的大院村奋楫扬帆，深入推
进乡村振兴建设，进一步改善大院村人
居环境、促进产业健康发展、提升公共服
务水平、加强乡风文明建设。

说起大院村的崛起和发展，首当其
冲的应该是大光顶子旅游景区的建设。
大光顶子旅游景区因坐落于赤峰市最高
峰——大光顶子山而得名。山有多高，
造物主的力量就有多神奇，在这高寒漫
甸之上，一个全球首家以“风”和“风神”
文化为主题的综合景区成为了旅游富民
工程的典范。

风翼转处，就转出了传说和故事。
相传帝喾的次妃有娀[Sōng]氏简狄在此
产下了商朝始祖契[Xiè]，“契玄王，生昭
明。居于砥石，迁于商”，砥石即大光顶
子山，有娀氏族的风神崇拜随着南迁的
脚步逐步崛起了商朝。

冥冥之中，历史与现代不谋而合，大
院村发挥汇风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大

唐赤峰赛罕坝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国宏
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大光顶子旅游公
司等企业在大院村境内的优势，立足大
院村丰富的风力资源，突出打造“风”和

“风神”文化品牌，建设成为独具特色的
旅游度假区，使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
族文化和民俗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得以
传承和发扬。

2022 年，大院村继续倾力延伸打造
“大风车”旅游观光产业链条，使经济、社
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因地制宜发展
产业，推动农业现代化，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围绕农村生态经
济、生态人居、生态环境和生态文化，发
展生态特色农业，同时发展高产畜牧业，
牧业富民，“为养而种、以种促养，为游而
养、游养结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如若说有“风神”相助，莫如说大院
村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从而得以
有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工作。通过组织引领、服务引领、发展引
领，实现党建引领。采取“党组织+公司+
农户”的模式，积极承接大光顶子旅游项
目下游产业，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助推
乡村振兴。

站在赤峰市的屋脊，徜徉在高原漫
甸的美丽风光中，让我想起了诗人素心
的一首诗：

野格桑，金达莱都是她的子民/牛羊
自由地奔跑/深邃的蓝正在思考深刻的命
题/风车站着听金界壕讲述进攻与防御/
草原明亮的星辰成为不老的预言家......

我们相信，大院村的美好愿景，就是
把草原星辰的预言变为现实。这里必将
是塞北高原上的一座“农村产业——强、
乡村环境——美、乡风文明——淳、乡村
治理——安、农民增收—富”的美丽富饶
大院。

大院村简介：大院村位于芝瑞镇西南部，
是克旗的南大门，南与翁牛特旗灯笼河子牧
场、松山区大夫营子乡相邻,西与河北省围场
县红松洼牧场接壤，地处三个旗县区交界，区
位优势显著，境内风能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
有汇风新能源公司、国宏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和大光顶子旅游公司。村委会所在地距经棚
镇90公里。全村总面积为47.46万亩，其中耕
地3.35万亩（均为旱地）、草牧场32.5万亩、林
地11.5万亩（退耕还林0.8万亩），目前牲畜存
栏2.85万头只。辖22个村民组，户籍人口
1406 户 3064 人，常住人口 583户 1464 人。
2021年人均纯收入15160元，村集体经济收
入累计5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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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地方，蓝蓝的天彩
云祥；

有这样一个地方，土地肥沃人
小康；

有这样一个地方，六畜兴旺五
谷香。

这个地方就是宇宙地镇的大
营子村。它位于宇宙地镇东北部，
四面环山，但这里却像一个大平
原。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
采访，放眼望去，远处群山连绵，白
云悠悠，近处红瓦绿树，炊烟袅袅
……村部院里，一个干练的人热情
的伸出手欢迎我的到来，他叫张新
民，大营子村的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和他一同的还有村党总
支副书记赵小丽，高个头，说话爽
朗。大营子村的故事在彼此的交
谈中开始了。

大营子有山，名曰虎头山。远
远看去，虎虎有生气，是村里的形
象和地标。围绕虎头山，还真的有
故事。

虎头山的北面就是著名的金
长城金界壕，俗称边墙。是金代为
抵御蒙古骑兵入侵而修建的军事
防御工程。查阅历史资料得知，克
什克腾旗境内的金界壕有两条，即
西线和南线，总长度约 260 千米。
西线东接林西县金界壕止点，经克
什克腾旗同兴镇、巴彦查干苏木、
达日罕乌拉苏木进入正蓝旗境内，
长约149千米，大体呈东北——西
南走向；南线北接林西县金界壕止
点，进入克什克腾旗宇宙地镇二八
地村，南行经万合永镇、芝瑞镇边
墙沟与翁牛特旗界，金界壕遗存约
111 千米，大体为由北向南走向。
金界壕累经岁月，旷野田畴处大多
消失，只有在山势陡峭的地方还能
看出一些轮廓。

在村民组长的指引下，我们来
到了虎头山南边一个立着牌子的
保护地，就是二八地辽代古墓群。
这里发掘了近百座大小辽墓，出土
了一批珍贵的随葬器物和契丹字、
汉字碑刻。在这批辽墓中，发现有
保存完整或局部壁画的墓共十座，
其中石棺画墓两座，木棺画墓一
座，壁画墓七座。当地有段事关风
水的顺口溜：“前有靠，后有罩，跟
前有个小河套。”这地方全占了。

现实中每个具有人群的地方，
都有感人的东西。那些默默无闻
的人，那些居住在山旮旯里的人，
每天都在做着虽然不是惊天大事
却又离不开的事。

石匠沟真的名不虚传，这里山
势陡峭，巨石直立，也许当年修建
金界壕的时候，石匠在这里采石留

下的这个名字吧，我猜测着。沟的
两侧山坡上，白桦树像一枝枝的大
伞，稀疏的分布在山坡上，给初夏
的石匠沟带来一抹新绿。

赵小丽和我说起了石匠沟的
一个叫古显双的人，今年47岁，在
村里看水井屋子，刮大风被吹下的
彩钢瓦砍伤，评为二级伤残。因为
残疾他也只好找个残疾媳妇。可
就是这样一个人，对集体及邻里比
自己家还重视。他有一种本事，就
是擅长修理水泵电机。谁家的水
泵坏了都找他帮忙，他从来没有推
辞过。甚至有时他自己为大家还
要搭上钱。

想见古显双也不容易。石匠
沟在沟垴，几十户人家的样子，一
进营子，一股羊粪味扑鼻而来。我
们下了车，打开栅栏门，屋门敞着，
古显双的残疾媳妇坐在炕上，呆呆
看着来人，我们知趣地退了出来，
路过外屋，看到地下放着一塑料袋
水果，也许是乡亲们送给他的，匆
忙中就放在了外屋。

事前给古显双打电话，说正忙
着给乡亲们修水泵。片刻功夫，他
开着一辆三轮车回来了，向我们解
释:”老王家的水泵坏了，不修好咋
滴灌啊，这从林西刚买回件来,得
抓紧给他换上。耽误一天就晚一
天播种，急人啊。”我握住他的手
说：“你自己的家都不顾了”他说了
句：“顾不上了”这淳朴劲让我语
塞，赶紧说了句：“打搅你了，你快
去忙吧。”我想这也可能是他最想
听的话，他没告别就匆匆忙忙地走
了。在大营子，有许多在乡村振兴
路上搏击的勇者，他们是党员，是
干部，还有那些普通的平民百姓，
他们深深懂得，在土地上好好做文
章，才能过上好日子，才能让乡村
得到振兴，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好带
头人。

李志刚，大营子村二八地组
人，34岁。中等个子，诚实、憨厚，
一看就是一个做实事的人。他当
上村民组长后，从民风抓起。原先
这个村民组，吵架打架，风气不
好。他上任后，从聚集民心入手，
先后建起篮球场，文化娱乐场所，
学习科学技术，交流种田经验，渐
渐的这里吵架打仗的人越来越少，
种地能手越来越多，日子过的好
了，调皮捣蛋的少了。

李志刚心里装着二八地，村民
服他。一块近200多亩的山坡地，
许几年上不去水，产量也上不去，
都快撂荒了。他就把废丼重新恢
复起来安上了滴灌，当年产量就提
高了一大截。

在组里，李志刚是个大忙人，
在地里见到他，他正指挥村民们放
管铺滴灌。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一
切都有了答案。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村民
有了充裕的时间，乡村文化如雨后
春笋，兴旺起来。广场舞，耍龙，滑
车，打篮球在二窝铺、二八地等村
民组开展起来，村里的草原书屋也
成了中青年人光顾的地方。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
新民在谈到村里的发展时，讲到了
建大棚、注册“宇宙地”绿色无公害
蔬菜商标、畜牧养殖……这里的两
个矿山就安排了322人就业，每人
一年有 6 万元的收入。这是一个
亦工亦农亦牧的富裕村庄，但他们
不安于现状，在未来发展上总是想
的更深、更远。

采访归来，心中念念，遂作大
营子村印象记：五月，芳草绿绿，花
期正盛，北行之路，忽见一峰陡立，
状如虎头，故曰虎头山是也。北横
金界壕，南列辽代墓，风蚀雨浸见
沧桑。望田野葱茏，红瓦绿树，人
欢马叫，甚为鼎盛。见干部勤政，
民风淳朴，一片新荣。

大营子村简介：大营村位于宇宙
地镇东北部，距镇政府所在地12公里，
距旗人民政府所在地经棚镇58公里。
境内有金界壕，辽代古墓群遗址。全村
总面积10.6万亩（70.6平方公里），其
中耕地1.97万亩（水浇地1.36万亩）、
林地1.8万亩、草牧场6.7万亩。下辖
10 个村民组，户籍人口 992 户 2091
人，常住人口418户846人。2021年
全村人均纯收入1.77万元，村集体经
济收入累计1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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