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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宏宇

离开黄芩塔拉快一个月了，有一天，突然来

了灵感，写下了一首诗歌《黄芩塔拉》：

真的想问询曾经的夜晚/真的想喊醒这一

夜酣眠/贫困是不是一种安排/朴实是不是一种

习惯/在知难而进的逼迫里/自己向自己发出挑

战。掌子鞋，或老皮祆/都不能储存恒久的忍

耐/破旧的房子/盛不下几代人的温暖/老茧上

的向往/磨练成了一个信念/黄芩塔拉攥紧的拳

头/砸响了攻坚克难。还是应该以翅膀的名义/

飞回从前/还是应该以脚步的节奏/回到原点/

黄芩塔拉/以黄岑和草甸子的记忆/叙述草原。

静候着朝日/把每天的第一缕阳光/挂在胸前/

圣日、鲜血和羽毛/摆成祭台/平素里的目光/牵

挂着戈壁、大漠/一碗奶茶/滋润着长调里的咏

叹。在一个山岗尖叫/用鹰的俯冲/告慰苍天/

盛开的黄芩花/一次次绚烂/蝴蝶的翅膀/沾满

了芬芳的景观。或许，往事已经走远/但抹不去

的心跳/还有不曾遗忘的时光/躲进方言/依旧

会想起细节/塔拉，不止是一马平川。石阵，还

在排兵布阵/青山冰臼/依旧在叩问苍天/蒙古

碗里/盛满长调和短调/古歌里的黄芩塔拉/绽

放着一川浪漫……

查药典知道，黄芩为唇形科、黄芩属植物。

多年生草本，根茎肥厚，肉质，径达2厘米，伸长

而分枝。茎基部伏地，上升，钝四棱形，具细条

纹，近无毛或被上曲至开展的微柔毛，绿色或带

紫色，自基部多分枝。

记得小时候一放暑假，就扛着镐头上山采

药，其中就有黄芩。采药换钱，那是为了买上学

用的纸和笔。

黄芩是药材，塔拉是蒙语甸子的意思。黄

芩塔拉，就是长着黄芩的草甸子。初夏，我就来

到了这个位于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苏木西南部

的“草甸子”。

黄芩塔拉嘎查，土地面积42万亩，其中草牧

场面积41.85万亩，共338户860人，以畜牧养殖

为主导产业。黄芩塔拉嘎查两委积极探索致富

模式，采取政策引导、项目扶持、惠农惠牧补贴

等措施，引导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社会组织等积

极参与脱贫攻坚工作，助力贫困户早日走上致

富之路。

嘎查党支部书记王永刚告诉我，曾经的黄

芩塔拉嘎查由于集体经济发展缓慢、滞后等原

因，是乌兰布统苏木最穷的嘎查。2014年精准

扶贫开始之初，该嘎查中选出贫困人口110户

267人，旗政府、帮扶单位和帮扶责任人负责出

资捐物，进行“一对一”对口帮扶，截至2016年

底，嘎查甩掉了贫困帽子。

黄芩塔拉嘎查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以党建引

领肉牛产业发展，牵好“牛鼻子”、念好“牛字

经”、走好“牛路子”，让肉牛产业在乡村振兴路

上一路狂“犇”。黄芩塔拉嘎查积极调整经济发

展思路，借助上级项目资金支持的好政策，成立

克什克腾旗永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合

作社+贫困户”模式，发展优质高效畜牧业，聘

请专人担任合作社经理，负责合作社的规划、生

产、运营、人事等管理工作。鼓励嘎查牧民以牲

畜、资金、草牧场、农机具等方式入股合作社，收

益按股分红。同时，合作社还完成一期棚圈建

设2600平方米、储草棚400平方米；吸纳社员52

户，吸收社员股金100多万元；存栏西门塔尔繁

育基础母牛300头，育肥种公牛250多头，基础

繁育母羊 3000 多只，注册了“永益”牌有机肉

牛、肉羊商标。

胡海霞是黄芩塔拉嘎查的养殖户，近年来，

她积极响应苏木政策，转变饲养方式，主动运用

改良技术，率先在嘎查富了起来。富起来后，胡

海霞没有忘记生养自己的这片热土，她运用成

功的经验和专业的改良技术带动嘎查村民们共

同致富，让黄芩塔拉成为黄牛改良技术的先进

嘎查。

在走改良路之前，胡海霞也是学着父辈在

牧场上养牧，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但是凭着勤

劳和努力，胡海霞也是嘎查里养牧的大户。但

是传统的养牧方式说起来总是有诸多弊端。胡

海霞说：“传统放养确实省草料，但是牛生长慢，

抗病能力低，牛犊品质参差不齐，饲养周期长。”

苏木始终把黄牛品种改良作为畜牧业现代化的

重要抓手。苏木有了新政策，胡海霞敏锐地察

觉到了致富先机。她发现改良配种成功的牛所

产的牛犊，品质要远高于传统种公牛配种所产

的牛犊，吃的是一样多的草料，收入能差出接近

1倍的价格。成功的经验让胡海霞明白一件事

情那就是“想挣钱就得走改良的道路。”

被人称为“草原上的萨日朗”的王凤花，今

年58岁，是副嘎查达，她像一株绽放在草原上

火红的萨日朗，扮靓了草原，佑护了环境。

黄芩塔拉嘎查辖6个独贵龙，距离苏木政府

45公里，是乌兰布统苏木的贫困嘎查。由于地

理位置偏辟，交通不便，她每次到苏木开会办事

不是帮张家的孩子入户，就是为李家买生活用

品……总是将老百姓托付的事一件件办完才回

家。有人问她为啥要揽这么多闲事做？她却笑

呵呵的说：“老百姓没车没辆的，出来办一次事

太难了，我这顺便帮助办了，不过是举手之劳！”

因此，村里左邻右舍有事都喜欢找她帮忙，她总

是热心帮助，在群众眼里，她虽不是亲人，但胜

似亲人。

王永刚告诉我说，嘎查积极推进基础设施

建设，协调苏木政府投资15万余元，对嘎查饮

水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新打一眼160米饮水井，

铺设自来水管道200余米，人居饮水得到有效

改善，嘎查为牧户申请并建设储草棚107处，并

全部建完工，协助村民申请“兴牛贷”18笔，共

计放款540万元，引进西门塔尔牛253头，实现

了“比学赶超、步步登高”的养殖发展模式。经

过年末调查，黄芩塔拉嘎查2021年底共有存栏

牛 3491 头、羊 4365 只；出栏牛 1041 头、羊 2893

只。

指着正在施工的嘎查草原风情小镇，王永

刚说，我们发展特色旅游业，坚持走畜牧业、旅

游业相结合的路子，依托220省道建成通车等

便利条件和黄芩塔拉嘎查独有资源优势，打造

黄芩塔拉嘎查草原风情小镇，建成以集草原风

情、观光度假、康体养生、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

合游、深度游牧旅综合体。深挖蒙元文化，以

“当牧民、做蒙古人”为主题，通过住牧户、学民

俗、做奶品、饮奶酒、策马草原等形式，吸引目标

游客群体，同时加大生态旅游业招商引资力度，

建设草原旅游项目、高标准建设嘎查跑马场、大

型民族特色产品商超等村级产业。

“等你下次来的时候，我们的草原风情小镇

就开业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在我们这里美美

地旅游了！”临走，王永刚拉住我的手说。
黄芩塔拉嘎查简介：黄芩塔拉嘎查位于乌兰布统

苏木西北部，总面积42万亩，草牧场面积41.85万
亩，可利用草牧场面积40.05万亩。辖6个独贵龙、户
籍人口 400 户 849 人，常住人口 141 户 304 人。
2021年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7万元，嘎查集体经济
收入累计2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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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新开地的清晨和黄昏都是一样的
不染尘埃，高高挂起的天空瓦蓝澄澈。在群
山环绕的谷底，乡政府所在地玉带似的小河
贴着南山根流淌，一条干净整洁的街巷，首尾
相望。假若你抬起头来环视四周，目光虽然
会被连绵的群山阻隔，但青山绿水间自有一
股超凡脱俗的纯真气质让人心生眷恋。

走在紧邻乡政府的新道梁村整齐干净的
街巷上，晚风吹来阵阵草香，远处青山如黛，
墨染沟谷，秀美的自然景观像极了一幅“只此
青绿图”，妩媚而不妖娆。

如果把克旗的十三个乡镇看做兄弟，那
么位于东南部的新开地乡，就是名副其实的

“老疙瘩”。
“水到这方绿，草到这方青。”发源于达拉

罕敖包山的西拉沐沦河右岸支流苇塘河，穿
山越岭过苇塘村直入辽河，东都坤兑河则陪
伴在侧，静静的滋养着这一方净土。新开地
名字的由来不得而知，合理猜想一下，祖先们
一路逃荒一路寻找落脚点。忽一日来到这块
高寒漫甸区，只见水色山青，又有高山庇护，
便决定在此扎下根来。他们开荒种田，繁衍
生息。落脚点一定要有个名字，以便与外界
通联，所以就有了“新开地”。祖先们取名因
地制宜，给自己的栖息之地命名也是顺应天
意，遵从好记、有辨识度、有特点就可以了。
比如瓦房、大酒缸、油坊地等等，简约朴实的
地名，极具地域特色。闲波云影，斗转星移，
新开的地已成故土，但一代代新开地人把握
时代脉搏，谱写出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新篇章。
新道梁村于海龙的70多头西门塔尔牛，圈在
围栏里，有的悠闲地吃着草，有的蠕动嘴巴反
刍食物。圈舍旁是于海龙栽的树，郁郁葱葱
的杨树林间，和暖的阳光透过叶的间隙散落
地上，斑斑点点像针织的绿底碎花，朴素又大
方。

于海龙正和妻子往车上装草准备喂牛。
不聊不知道，一聊吓一跳，这位衣着朴素的昔
日打工仔，说起“牛经”却头头是道。

“一开始我是在外边打工的，但故土难
离，就回来了。先养羊，后改养新品种西门塔
尔牛。因为养牛要比养羊省事，经济效益也
高。你看我们村的地理位置并不占优势，前
山后砬子，草场少，想放牧就得去很远的地
方，算起来造价比在家舍饲还要高。没有草
我就出去买草、买秸秆喂，搞经济不能以牺牲
环境为代价，我举双手支持政府的圈养政
策。”于海龙的话比新开地的大山还朴实。

路上遇到一位老大爷，他说：“前些年，我
们这山上长满了骆驼刺，现在几乎看不见了，
这山还得继续管啊，再不管，子子孙孙就没饭
吃了呀”。骆驼刺是骆驼的牧草，是一种低矮
的地表植物，大多生长于戈壁沙漠。这种草
的根径可以长达20多米，它庞大的根系能很
好地吸收地底下的水份供应自身生长，矮小
的地面部分又有效的减少了水份的蒸发。虽
然骆驼草顽强的生命力让人敬佩，但如果一
个地方出现了骆驼草，就证明了这个地方的
生态已经出现了严重危机，离沙漠化已经不
远了。如今，新开地乡已经完成退化林改造
550亩,人工造林700亩,京津风沙源治理2000
亩,共栽种各类树木24.05万株,生态得到了极
大恢复。

新开地乡是传统的半农半牧区，这里的
农民也是牧民，他们肩扛锄头，手拿牧鞭。基
于本乡的实际情况，乡里制定出台了一系列
措施，用以平衡经济效益与生态平衡之间的
关系。经过大量走访调研，他们提出了小户
型“庭院经济”的养殖模式。乡党委副书记国
赛菊介绍。

发展小农户畜牧业，就是按照“农牧结
合、为养而种、以种促养”的思路，围绕政府扶
持、立草兴牧、典型示范，鼓励引导农民发展

“家庭牧场”，在庭前屋后建设棚圈，就地就近
就便发展畜牧业，大力推进全年舍饲禁牧。
目前全乡已经有68户“家庭牧场”，既有效提
高了土地和空间利用率，又将农作物秸秆变
废为宝用于肉牛肉羊养殖。小农户畜牧业既
降低了生产成本，又提升了养殖效益，极大的
推动了本地区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也由小
变大、由大变优，形成了“小规模大群体”的生
产格局。

小户型养殖业基本成型后，乡政府又为
牧民们引进了优质种牛进行品种升级。并且
协调低息贷款、发放大畜改良补贴、申请棚圈
建设项目等政策技术扶持。于海龙的养殖
场，也借着政策的东风，把老棚圈换成了宽敞
的新棚圈。有政府的保驾护航，养殖户们心
安了，搞事业的心气更高了。

除了小户型养殖，在红石砬村还有一处
投资达 137.8 万元的舍饲肉牛养殖基地。这
个养殖基地以村集体资产入股，村集体负责
土地流转、利益链接、劳务用工中的组织协
调，由养殖专业合作社建设棚圈场房作为固
定资产入股进行具体管理运营。村民也以资
金，或者牲畜、土地等入股，收益资金用于发
展村集体经济、农户收益分红、项目日常管理
等，通过股份分红、务工收益、土地流转等联
结农户，让群众实现租金、股金、薪金多重收
益。

说到红石砬，不得不说金海君。在没见
到他本人前，听了许多关于他的传说。我曾
试图在脑海中为他画一幅素描，但没成功。
人的思维就是这样，总想把传奇人物具象
化。初见金海君我并没有失望，能做大事的
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个子不会太高，皮肤
不会太白，眼神果敢坚毅。

金海君出生在红石砬一个特别贫困的小
山村里，儿时丧母的他，是姐姐和奶奶带大
的，读完高中他就没再继续念书。成家后他
和妻子开了一间小百货商店，勉强维持生
计。有一天，他忽然对餐桌上的土豆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原来，新开地乡是克旗土豆主
产区，这里的土豆口感软糯，淀粉含量高，是
个中佳品。金海君发现，每年当地老百姓都
会种植大面积的土豆，但是丰收后销售却成
了大难题。虽然有贩子来收购，但年年被恶
意压价，乡亲们忙了一年，最后却卖不上好价
钱。他前期做了很多功课，以比贩子收购价
高出好几倍的价格收购土豆，再运到北京、天

津、石家庄等大
城市进行销售，
第一年就赚了 30
多万。

谁 成 想 ，第
二年他就走了麦
城。当踌躇满志
的金海君想大干
一场的时候，由
于信息滞后，他
不但把第一年赚
的钱赔光了，还
欠了乡亲们30多
万，背上了 70 多
万的贷款。巨额
债务压的他喘不
过气来，无奈之
下，金海君踏上
了外出打工还债
的道路。

2007 年 ，金
海君拖儿带女，
在北京的一家砖
厂打工维持生活。有能力的人，在哪都不是
弱者。他发现帮砖厂往工地销砖比出苦力打
工来钱快。卖砖的同时，他还承包一些工地
的零星小活干。几年努力下来，他还清了外
债，还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公司在他的倾力
经营下，不断发展壮大。2012年，宁夏石嘴山
一座濒临倒闭的砖厂被他承包了过来。金海
君的身上有着新开地人的执拗与坚韧，能干
肯吃苦。在砖厂，他和工人们一起干活，有次
他钻进搅拌机底下清理废料，等出来时，牙齿
都成了黑色。他不怕脏不怕累，不知疲倦地
打理着砖厂。终于，这家濒临倒闭的厂子在
他手里起死回生了。

故乡总是羁绊，2015年，回乡养病的金海
君看到当地的种植业单一，又动了回乡创业
的心思。说干就干，2016年，在乡党委、政府
和旗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他成立了“金昊
农牧专业合作社”，流转低产田4000多亩，开
始种植中草药、大豆、油菜等经济作物。

站在合作社办公室的门前，就能看到他
种植药材的大片良田。

“你看，这边种的黄芩，公路那侧种的是
芍药，你们来的有点早，如果再过几天，就能
看到我的芍药花海了，每年芍药花开的时候，
这里都会吸引大批游客来这里打卡拍照。”金
海君指着他的土地，颇有将军风范，似乎土地
上的每一株植物都是他的士兵。

金昊农牧专业合作社，安置了大量剩余
劳动力，有些常年在外打工的人也不再出去，
就近在他的合作社上班。如今，合作社已经
在克旗的同兴镇、乌兰布统苏木流转了大片
土地，成为克旗南部规模最大的合作社。现
如今，合作社共流转土地2万多亩，种植板蓝
根、黄芩、赤芍等中药材1.3万亩，年纯收入达
200余万元。他还投资1000多万元购买了农
业机械设备，带动周边群众和贫困户走上了
脱贫致富的道路。

“另外，他们合作社投入巨额资金的大型
肉牛养殖基地正在建设中，肉牛养殖基地可
带动当地100多户养殖户发展肉牛产业。说
金海君是我们乡产业的‘领头羊’，名副其
实。”乡党委宣传委员马明学介绍说。

离开红石砬村，来到以烈士薛广华的名
字命名的广华村。

广华村的食用菌大棚，远远的在公路上
就能看到，永兴隆组的尹利新说起食用菌种
植基地滔滔不绝。

“我们基地共有标准化菌棚150多栋，共
投资1200多万元。还自建了高标准食用菌发
菌棚及其附属设施，进行菌种培育、指导生
产、产品深加工等，满足全旗食用菌产业‘南
片区’的菌棒需求。菌棒自给自足后，一个棚
就比原来节约了成本5000多元。我们种的香
菇上等的投放市场，等外烘干成香菇干发往
福建地区。种香菇与传统农作物相比，一亩
地可增收300多元，既能增收，又能促进就业，
每年都能提供100多个就业岗位。”

60多岁的董桂珍，就在烘焙线上找到了
适合她的工作—剪干。每天忙完家里的活，
她就来上班。一天能剪20多筐，一筐5元钱，
每天100多元的收入，让她乐不可支。

在去往新开地乡政府所在地的路上，一
块“藜麦种植基地”的牌子格外引人注目。新
开地乡高地村藜麦种植基地隶属新开地乡高
地农机专业合作社，法人白玉成有着成熟的
农机作业和技术服务经验，他于 2021 年 5 月
引进了藜麦。这种原产于南美洲，适宜高原
或山地的作物富含多种维生素、多酚、类黄酮
类、皂苷和植物甾醇类物质具有多种健康功
效。藜麦具有高蛋白，其所含脂肪中不饱和
脂肪酸占83%，还是一种低果糖低葡萄糖的食
物，能在糖脂代谢过程中发挥有益功效。合
作社整合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藜麦规模化种
植产业。现种植藜麦 3200 亩，每亩成本 630
元，每亩可产藜麦 250 公斤以上，每亩产值
2000多元，比之当地传统小麦、荞麦等作物，
每亩产值可高出1000余元，效益非常可观。

新开地乡是“承平宁抗日根据地”的一部
分，隶属冀察热辽根据地。这一路，我一直思
考革命老区新开地的特色是什么？当走出于
海龙、金海君、白玉成所代表的新开地乡产业
版图时我恍然大悟，是人！是勤劳勇敢、聪明
朴实，不畏牺牲的新开地人的品格。金海君
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块“天道酬勤”的匾额，白
玉成的办公室则挂着“诚赢天下”。这就是新
开地人的属性，勤能补拙！勤能通达！诚，则
赢天下！

新开地乡简介：新开地乡地处克旗东南部，南
与翁牛特旗相邻，西与芝瑞镇连接，东与土城子镇
接壤。乡政府距旗人民政府115公里。辖7个行政
村1个社区，76个村（居）民组，户籍人口6798户
15504人，常住人口3873户 5718人。脱贫人口
651户1612人，各类监测户57户128人。全乡国
土面积55万亩，草牧场面积20.59万亩，耕地面积
15万亩，其中水浇地面积1.1万亩，粮食作物面积
12.95万亩。2021年末，肉牛存栏5205头，肉羊存
栏34642只。全乡地区国民生产总值3.14亿元，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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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有一条河流，虽没有长江黄河的大气磅礴，

但在它默默无闻的流淌中，不经意地把自己流
淌成中华民族的祖母河。

这条河就是西拉沐沦河。
如果只提西拉木伦河，还远远难负中华民

族祖母河的尊誉，获此尊誉的缘由，应该大半归
功于她的一级支流——白岔河。

白岔川即白岔河，白岔来自蒙语拜察的音
译，意为“有风水的河”。 所以，要寻踪白岔川
的“风水”，还得从白岔河的源头说起。白岔河
的源头在塞罕坝上的四其波，海拔1751米的塔
头湿地处，汩汩泉涌，汇集成溪，在三百余里的
流程中，容纳了百岔川108条沟坡的水脉，于万
合永镇下陈家营子处汇入西拉沐沦河。它不仅
见证了克什克腾亿万年的沧桑，同时也见证了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演变。

白岔河从源头启程，当它流下塞罕坝，便一
头扎进马架子村，首先接纳它的是哈巴其拉（蒙
古语，意为“峡谷”）村民组。

如果说马架子村是塞罕坝下第一村、白岔
河源头第一村、商先祖第一村，应该都不为过。
若论“风水”，这里不仅风调雨顺，林茂山奇，土
肥水美，而且有着厚重的文化历史底蕴。
马架子村十三个村民组，大多始于康熙、雍正、
乾隆年间，最晚在民国。尤其最上游的几个村
落，如哈巴其拉、莫力沟（蒙古语“毛瑞沟”，意为

“多湾的沟”）、布勒格（部落，蒙古语，意为“部分
人家”），证明这里元代、明代或更早时期就是蒙
古族的聚居地。

其实，马架子村最厚重的历史和最好的“风
水”在三姓庄。

史书载：“清康熙年间，刘、王、从三姓在此
居住，故名。”坊间又传，是一女嫁三夫而得名，
这只能是后话，三姓庄的名字蕴含的历史更为
久远。

1990年8月23日，河北承德、秦皇岛，辽宁
锦州、阜新、朝阳，内蒙古赤峰六市地方史协会
议在克什克腾旗热水塘召开，与会专家学者经
过研究讨论，一致认为，克什克腾旗白岔川为商
民族的发祥地。根据考证，商先民长期活动的
地方应该是一个叫作砥石的地方。砥石又在何
处呢？《水经注·大辽水篇》称：“辽水，亦言出砥
石山，自塞外东流。”辽水即辽河，而西拉沐沦河
是西辽河的发源地之一，作为西拉沐沦河一级
支流的白岔河，其源头就是砥石，因此把克什克
腾旗南境的白岔川称为商文化的摇篮。克什克
腾最初的扎萨克府在白岔河上游的三姓庄，蒙
古名为霍特必勒，“霍特”为城的意思，“必勒”为
磨石，而三姓庄一带的山就是一种灰白色的精
细磨石山，这与史载“砥石”相吻合。由此可见，
三姓庄的名字（霍特必勒）与百岔岩画一脉相
承，进一步印证了白岔川就是商先民族的发祥
地。后来商族从白岔川南迁进入渤海之滨，后
入主中原。可见，商先民族在这里活动的历史

远在殷商之前，属夏家店文化和红山文化，从马
架子村走出去的著名红山文化史学家于建设曾
撰写《万岁赤峰》，论述红山文化的源远流长。
这就是西拉沐沦河谓之“祖母河”的缘由，三姓
庄也当之无愧成为商先民族在此活动的历史和
地理坐标。

三姓庄的“风水”在村子的后山。山的整体
像一头大象，人们叫它象山，奇特的是，在大象
的怀抱中，还有一座小山，状似元宝，当地人叫
它元宝山。大象是吉祥物，元宝是财富的象征,
吉祥加财富，这里的“风水”还真不一般。

村民王东清晰地记得，原来村子东面还有
一口老井，年代不详，井边长有一棵古松，树龄
大约有三百余年，神奇的是，它和坝上的“一棵
松”一样，同一树种，相距近百里，两棵独苗隔空
相守，是千里松漠的遗存。不幸的是，这颗古树
十多年前遭遇雷击枯萎而死，古树将化为尘埃，
但历史却不会湮没于风尘。

在三姓庄东行不到一公里，便是马架子村
民组，据王东讲，清乾隆年间，他的祖上兄弟俩
在此搭马架子扎营，马架子村由此得名。

如果站在村南的山岗上，你便可以看到，村
子背后的大山，形似一朵巨大的莲花，莲花的中
间，一条巨大的鲤鱼头尾相衔，似乎要挣脱莲花
的拥抱，颇具动感，一静一动，整座大山用粗犷
而细腻的线条，惟妙惟肖地勾勒出一幅气势恢
宏的鲤鱼卧莲图。

上有吉象衔宝，下有鲤鱼卧莲，中间有白岔
河水的润泽，坝上有赛罕神灵的佑护，一川风水
汇聚于此，难怪商先民族在此发祥，扎萨克府在
此尽领风骚。

在马架子村民组，还留有当年日伪时期伪
警备队强行日本法西斯式统治而修筑的高墙大
院的断壁残垣。

马架子村还有两处八路军坟。
对于八路军坟，最知情的人是夏成，土生土

长的马架子人，退休执
业医师，因为他的父母
当年为了埋葬在桦木沟
剿匪牺牲的两位八路，
险些丢掉了性命。他在

《克旗桦木沟的八路军
坟》一文中详细叙述了
整个过程。

对于八路军桦木沟
剿匪，根据权延赤的传
奇纪实文学作品《狼毒
花》的记述，应该是抗日
战争胜利后的 1946 到
1947 年间，权延赤的父
亲权显垣在赤峰军分区
担任政委，先以和谈的
方式收编了和子章的内
蒙古自治军第四师这支

民间武装，和谈收编后不久第四师反叛，后赤峰
军分区便派林西驻军以武力清剿，《狼毒花》中
描述“西北风带来的黄沙被高山所截，几乎填平
了山的北边一侧，于是，山就变成了坝。”由此推
断八路军和内蒙古自治军第四师就在塞罕坝和
浑善达克沙地一带交火。战斗中，八路军近一
个连的战士牺牲于此。

青山有幸埋忠骨，八路军坟中的英烈虽然
无名，但历史没忘记他们，人民没忘记他们。二
0二一年，在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
朝辉的倡议下，以全体村民的名义，为无名英烈
立了碑，马架子村从此成为八路军英烈魂归故
里永恒的精神家园。

“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如今的马架子村，正在实现传统农牧业向现代
农牧业的华丽转身，村“两委”班子正在为构筑
新的经济业态，完善产业的转型升级上谋篇布
局。在第一产业上，依托坝上坝下优良的草牧
场，坚持以牧带农，以农促牧，抓农业增产促牧
业高质量发展，以昭乌达肉羊产业为依托，全力
推动农民增收致富；在第二产业上，充分利用坝
上风能资源、森林资源和农牧业资源，积极招商
引资，加快产业转型升级。2022年全旗单体投
资规模最大的兴龙20万千瓦风电项目落户马
架子村，内蒙古鼎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
物有机肥基地建设项目正在洽谈中；在第三产
业上，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在努力发掘和打造历史人物景观的同时，大力
发展生态休闲游和乡村风情游，引导群众有序
参与旅游业经营，靠绿水青山景，吃生态旅游
饭，在金山银山中，赚乡村风景钱，实现绿色与
和谐并举，美丽同发展共赢 。

科学的规划一旦付诸决策，就变为群众的
实际行动，美好的希望已触手可及。

在经历数千年历史风雨沧桑后，马架子村
正以全新的风貌，从青翠欲滴的赛罕坝下，足踏
白岔河的清波，迎着壮丽的晨曦，阔步走在乡村
振兴的大道上。

马架子村简介：马架子村位于克什克腾旗西南
部，南邻河北省塞罕坝林场，西与桦木沟林场相邻，北
与大兴永村接界，东与上柜村相邻。全村辖13个村
民组，户籍人口为854户1910人。常住人口 339 户
945 人，村域面积45万亩约300平方公里，其中耕地
面积为1.7万亩，林地面积7万亩，草牧场面积为29
万亩，牲畜存栏14500头只。2021年全村农民人均
纯收入1.3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7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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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罕坝下第一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