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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旭东

五月的季节，山川披上了绿装。
在去土城子镇的路上，从车窗往外瞭

望，山坡上正是各种花儿开放的季节。
大有你花开罢我花开的霸气。杏花用粉
色装扮山川河谷，桃花用艳红粉饰着庭
院，白白的苹果花、山楂树花、梨花，像白
白的雪，干净、素雅、不落俗套。绿色把
土黄掩饰起来，大地恢复了生机勃勃的
样子。

汽车从崇山峻岭间冲了下来，界碑上
显示着已经进入克什克腾旗境界。眼睛
忽然亮起来，有一种久违的感觉。一种
回到家乡的亲切。

从车窗往外看，那一片片平整的土
地，地处大川的土城子显得那么宽阔，条
块分明，一块红色的牌子立在地头上，红
红的字标着“中草药种植基地”给人一种
充满生机的感觉。左侧是一座高山，裸
露着青青的石头，棱角分明，筋脉铮铮。
一条大川把龙头山和凤凰山分开，似乎
向人们诉说着一个古老的传说。

相传龙头山是一条土龙，一个南方过
来的一个货郎挑，都说他眼很毒。夜宿
龙头山下时，听到龙头山有动静，一瞅，
山往对面的凤凰山行进，每天都长一点，
已经逼近河套，就和老百姓说了，大家很
惊奇，发愁如果再长就要堵塞河道，将河
水截住，下游老百姓将无水可用。于是
乡绅就发告示求高人相助，“货郎挑”就
揭了告示，说：“这条土龙如果和对面的
凤凰山长在一起，这里就能出个皇帝，长
不到一起就出个娘娘。而且这里河道就
会堵死，下游百姓就无水可用。”老百姓
听后让“货郎挑”赶紧想办法，“货郎挑”
告诉大家准备五堆牛粪，烧完就添，七天
七夜不停，听见叫声也不停。等到七天
后就风平浪静了，而我则会瞎一只眼
睛。说完，“货郎挑”叹了一口气。果然
夜晚牛粪烧起来的时候，乡民们好像听
到牛吼的声音，胆小的就想跑。“货郎挑”
在一边就拽住他。火越来越大，吼声越
来越强。乡民堵住耳朵，渐渐的声音小
了下去。七天后，土龙再也不长了，“货
郎挑”一只眼睛瞎了。乡绅们奉上白银，
千恩万谢送走了“货郎挑”。后来，据传
说娄营子还真的出过娘娘。传说归传
说，但土城子人与自然抗争的勇气却令
人钦佩。

土城子是一座有历史的古镇
大安 6 年（1090）在此设置属饶州道

（在林西县樱桃沟）所辖的安民县。因当
时防匪，筑有巨大的土城墙，所以取名土
城子，并沿用至今。

该镇位于西拉沐沦河南岸，地处乌日
都浑地、敦德浑地、辉图浑地三条川道
内。境内南部山脉蜿蜒起伏，北部沙地
丘陵相间，地势南高北低，最高海拔1311
米，平均海拔1064米。发源于乌日都浑
地川的苇塘河，境内流域长42公里，北流
至清水口注入西拉沐沦河。

在过去，由于人对自然的破坏力极
小，西拉沐沦河流域水草丰美，雨量充
沛，西拉沐沦河水流湍急，而流经土城子
地区时，由于河床较宽致使河流较浅缓，
再加之当时并没有翁牛特旗境内的巴林
桥，所以往来于赤峰与林西以北的商贾
都要经过此地。传说中的“风雪巴林道”
就经过此地，当时来此经商者络驿不绝，
是塞北与内地的交通枢纽和商贸集散
地。

土城子镇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有许
多历史的遗迹，如湾子的石人，据传说，
日本人就把这些石人的脑袋割下，打包
带走，半截身子留在当地，成为千古之
谜，也无从考证这些石人的来历。

早年我曾听一位朋友说起，土城子镇
下面一个村老师领着学生上山时，发现
了一个三条腿的青铜器，后来交给了文
物部门。经过认证，命名为青铜甗，是商
朝用来蒸食的一种炊具，就是这个东西

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早期商朝就在这
一带活动的佐证。

土城子镇是一座文化传承之镇
在土城子镇土城子村的村部里，我们

看到了两条扎制的金龙盘踞在会议室的
两边，栩栩如生，眼睛如电，鳞衣闪光。
土城子舞龙已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获
批。

舞龙是一项优秀的传统运动，也是民
族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特定
的文化底蕴。土城子的舞龙技艺是由山
东迁居的回族传入的。土城子本身就是
一个由移民的进入而形成的村镇，汉族
回族并不是当地的土著居民。在土城子
的舞龙习俗中，回族人起到了桥梁和媒
介的作用，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回
汉两族在这里共同生活，传承百年的舞
龙艺术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构成了
特定环境下的乡土文化氛围，而舞龙则
成为两民族在文化认同上的纽带。

土城子镇是一座发展之镇
沿着土城子镇街区走去，从南门到北

门，大约1.5公里的街道，店铺林立，具有
特色的土城子咸菜疙瘩在各个商店里均
有销售，并成为地方名土特产。路过的
车辆不时有人提着袋子从商店里出来，
土城子龍泉青稞酒，作为本土蒸馏白酒，
纯粮麸麯酿造，酒体清柔绵香甜，广受喜
爱，是地方的招待酒，也是一款很有潜力
的好酒。历史上土城子镇的人就以商业
眼光独特著称，改革开放初期，侯长城、
韩广勇等人就开商店、开饭店，掘金挖
银。在土地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广开门
路，实现新的收入和增长。土城子镇人
的经商意识很强，头脑活络，这里有历史
的原因。因为这里的人基本都是山东，
河北，山西过来的移民，不少人就是买卖
人，所以他们不断寻求生路，广开财源。

要想富，工业来铺路。沿着205公路
我们分别走进了位于十里铺内蒙古金沐
伦葡萄酒种植基地和把式营子龍泉青稞
酒厂。金沐伦葡萄酒和克旗青稞酒是土
城子镇党委政府倾力打造的项目。

夏初的葡萄藤在微风中露出了新芽，
白白的，像一条蠕动的幼虫，成片的大地
被四面的林网包围着，这里就是内蒙古
金沐伦葡萄酒在十里铺的葡萄园。土城
子镇地处北纬43度线，这一纬度与欧洲
意大利的葡萄园纬度大致相同，所以，这
里的葡萄品质优良，生长周期短，甜度
高，颗粒饱满，玲珑剔透，是高端葡萄酒
酿造的理想原材料。每到秋天，葡萄园
里，熟透的葡萄大串大串地挂在交错的
叶子中间，如一颗颗珍珠，点缀着秋天的
缤纷。

2015年，王志刚从松山区来到了土城
子镇的十里铺村，在这里租地种下了第
一片葡萄，2018年8月，金沐伦葡萄酒有
限公司正式成立，形成了葡萄种植、加
工、销售一条龙。在土城子镇党委政府
的政策支持下，经过几年的发展，如今他
们已经实现北冰红、龙紫宝、北国红、公
主白等多个葡萄品种的种植，同时实现
了本地特色杂交葡萄品种“沐伦一号”的
培育，年产各类葡萄酒产品300 吨。金沐
伦吸引了周边农民来此务工，每名务工
人员一年可增加收入一万多元。在金沐
伦葡萄酒有限公司的示范带动下，十里
铺村周边村民打开了致富新思路，积极
投身到葡萄种植中。

葡萄，成就了农民的梦想吗，为他们
开创了精彩的生活。

午后的太阳，把克什克腾旗龍泉青稞
酒业有限公司铺上了一片暖阳。制酒车
间正在出酒，师傅接了一碗酒让我们品
尝，喝上一口还真是具备绵软清香的感
觉，这纯粮麯酒就是不一般。看到旁边
的一眼小井，我忽然想到了“龍泉”，它在
昭示着我们龍泉酒厂，甚至更远的年代
这里就是制酒的绝佳之地。

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这里的柳编酒
海，木制酒海，在库里一排排的矗立着，
里面盛满了酒，它们在时间的长河里吐
纳呼吸，就变成了一坛坛老酒。

近年来，龍泉酒厂科技创新，开发新
品种，使青稞酒增加了市场活力，也为土
城子镇的闲置劳力得到安置，增加了农
民收入，为镇里增加了税收。既带来了
经济效益又带来了社会效益。

土城子镇是克旗的一个农业大镇，农
业的好坏，关系到国计民生。

十里铺村紧靠205国道，在村部里好
几台进口的农业机械放在一边，村里一
万多亩土地，七八天就种完了。村里还
涌现出了种田高手，如王海涛、王海波、
史海成等人，他们不但承包附近的农村
土地，还去外地承包土地，一代新型农民
正在向我们走来。许多农民正在走向富
裕，他们有自己的小汽车，有和城里一样
的房子，还有自己的农场，合作社。

在土城子村，王洪义养牛场，大约四
百多头西门塔尔牛分布在各个圈棚里或
躺或卧。红白分明的纹理，硕大的身躯
显示着它的优良性。好大的一个养殖
场，王洪义的儿子领着我们边参观边介
绍，他说：“我们最多养过八百多头牛，现
在四百多头，每年也能拿个一百多个。”
也就是一百多万啊！他们正在带动其他
人共同致富。

一条条林网，一片片树木，蔽日遮
天。在土城子镇五星村，我看到了三北
防护林的“庙道”（通往水头敖包及乌兰
布统方向的大道）两边的树木还是保存
的那么完好，“庙道”现在已成为连接南
北的柏油路。心里不由的赞叹和感慨，
如果政府不下力气治理和保护，这么多
年恐怕早已面目全非了。这是从北边的
前进村到上头地村大约几十公里的大林
带，大林带辐射的一格格的林网，护佑着
田野里的庄稼。土城子镇是克旗小麦、
莜麦、荞麦、马铃薯的重要产地，这里土
地肥沃，草茂粮丰。秋天一到，五颜六
色，远处有起伏的山峦，具有独特的漫甸
风光，有人航拍过这一带秋天的风光照，
在网上发表后，报好声一片，绿水青山，
美好家园，令人向往。

在五星新村，原来的老牛槽村，已不
见昔日的老旧模样，一排排的房屋排列
整齐，干净的小院里，小白菜绿油油的，
韭菜已有半尺多高，进入院内，就有一种
回家的感觉。李发，60多岁的年纪，刚从
田里回来，拍打着沾着土的手，伸手摘下
挂着的手巾擦了擦，握住了我的手，看着
很激动。我们曾是一个煤窑里打煤的工
友，一起吃过苦，感情自然不一般。问起
他现在的生活怎么样，他高兴的说：“现
在可是比咱们那时
好了不知多少了，吃
喝不愁，住的也好，
文 化 娱 乐 也 可 以 。
你听，外面的鼓声，
这 帮 老 娘 们 、老 爷
们，闲着没事就跳大
秧歌，那鼔点敲的你
不精神都不行。”

无意中，在村部
的墙上，看到土城子
镇的农村规划图，什
么玉米制种带、果蔬
种 植 带 、特 色 养 殖
带、饲草种植带、中草药种植带、小麦良
种繁殖带、杂粮杂豆种植带、万亩青稞带
等等。真是村村有项目，共同走向富裕
路啊！

怀都坤兑川让我领略了它的雄伟壮
阔，领略了它的无限生机。这片辽阔的
土地，已迎来民族复兴的曙光。

土城子镇简介：土城子镇位于克什克腾旗
东南部，距经棚镇87公里，距赤峰市125公
里，辖15个行政村，户籍总人口27405人，常
住人口10377人。土城子镇是一个以农促牧、
农牧结合的乡镇，辖区总面积986平方公里，
其中耕地面积23.85万亩（水浇地6.76万亩），
林地面积58.86万亩，草地面积49.95万亩。
2021年，全镇牛羊存栏8.2万头只（肉牛1.3
万头），全镇农牧民可支配收入达到1.66万
元，年增长6%。

散文

在希望的田野上

草原嘛，肯定是
无际无边——这是
我一直的看法。但
在巴彦宝力格采访，
却 颠 覆 了 我 的 认
知。这个嘎查是巴
彦查干苏木所属的
嘎查之一，位于苏木
的东北部，距克什克
腾旗人民政府所在
地经棚120公里。她
的面积不可谓不大，
竟有 26.9 万亩，其中
放牧场也有 14.3 万
亩 ，打 草 场 12.6 万
亩。但我第一眼看

到的却没有漫无际漄的草原，却是山环
水绕的青山。巴彦宝力格嘎查东西北三
面环山，南面是出口。山虽然不太高，但
有的很陡峭，只有东南的钱达木尼敖包
相对平缓，牧民们丰收后就是在这里祭
敖包、开那达慕大会。村后有吉林高勒
河流过，环绕草原后流向锡林郭勒，村前
有毛日河汩汩流淌。虽然是山川环绕的
地方，但却是真正的纯牧业嘎查，鳞次栉
比地排列着暖棚暖圈。春夏秋季牛羊自
由自在地散落在草原，冬季则进圈饲
养。牲畜当然不少，但他们守定着一个
原则，草畜平衡。我在巴彦查干或巴彦
宝力格发现，不管是苏木的宣传委员白
一杰，还是嘎查的干部宝力日、哈斯，都
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难怪他们有一
股闯劲。我在采访中还发现，嘎查的工
作有三个亮点：

亮点一是党建基础打得牢。党员和
牧民一条心，以引领产业发展为目标导
向，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基础打牢了，畜牧业
就发展壮大了，2022 年最新统计养殖牲
畜数量为牛3944头，牛犊864头，羊8144
只，羔羊4500只，马275匹。这就是打好
基础的效果。

第二个亮点就是民族团结。民族团
结历朝历代都不能小觑，尤其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更加重视，
我在巴彦查干苏木和巴彦宝力格嘎查发
现，他们特别重视民族团结，把这作为发
展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毛泽东同志所
说的“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其实，
哪个民族都是互相依存的，谁也离不开
谁，就像一颗大树，扎根于沃土才能枝繁
叶茂。巴彦宝力格，以党建引领民族团
结，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将民族团结工作与党史学习教育、
三会一课、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等有机融
合，提升广大党员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工作的认识，进一步坚定立场，坚定信
念，自觉做民族团结坚定的维护者、捍卫
者。由此我想起了一句中华民族的俗
语：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这是真
理，其不闻中国名言曰：美美与共，天下
大同。连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荀况也有
言云：民齐者强。也就是说，如果大家团
结一致，齐心协力，国家就一定能繁荣强
盛。邓中夏也曾告诫我们：五人团结一
只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像泰山
——团结就是力量吧。

第三个亮点：振兴乡村，促进了经济
发展。基础筑牢了，民族团结了，当然经
济就会发展——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平凡的，但正因为
平凡才显示出不一般。其不闻别林斯基
有云：一切真正的和伟大的东西都是纯
朴而谦逊的。巴彦宝力格嘎查在创业的

路上不断前行，他们坚信前行的尽头就
是光明。

巴彦宝力格也曾耕种过田地，曾几
何时，迁入了六户农民，他们开始开荒种
地，后来竟达到了六十多户，但逐渐大家
都发现了开荒对草原的影响，苏木和嘎
查的干部开始了劝导农民退耕还牧还草
的工作，工作当然是艰难的，但面对现
实，加之干部和牧民们的诚心、耐心，终
于感动了一切。现如今，这六十多家汉
族兄弟早已和牧民们融合在了一起，过
起了以牧为主的生活。难怪我们的先人
说“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能用众智，
则无畏于圣人矣。”巴彦宝力格嘎查的干
部给我说：“现如今，牧民们的生活确实
好了。”多么普通朴实的一句话，从这句
话里，我们不难看出党和政府对老百姓
的一片诚心。当然，从打基础到振兴乡
村，这是一条崎岖不平的路。创业当如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奋斗当如穿井，井
愈深，土愈难出,若不坚心正行，岂得泉源
耶——这也是古人的说道。

“草原连天碧，鹰飞骏马驰。 牧人胸
怀里，处处有新诗。”

巴彦宝力格汉语意为富饶的泉水，
这不竭的泉水不停地流淌，滋润着千里
草原，滋润着牧民的心田，牧民的生活比
蜜还甜。

巴彦宝力格嘎查简介：巴彦宝力格嘎查
位于巴彦查干苏木东北部，距经棚镇120公
里，嘎查总面积26.9万亩，其中放牧场14.3万
亩，打草场12.6万亩，集体草牧场为0.32万
亩。嘎查辖5个独贵龙，户籍人口215户506
人，常住人口146户 373人。嘎查以牧业为
主，2021牧民人均纯收入8500元，嘎查集体
经济收入累计13.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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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
房苦涩的井水,住了一年又一年，
生活了一辈又一辈……”

来到这里，不知为何，一下子
让我想起了这首西部老歌。

这里虽早已不见低矮的草
房，也没了苦涩的井水，但是多少
年来，这里的人们一直在力行着
歌里的那句“一片贫瘠的土地上，
收获着微薄的希望；我要用真情
和汗水，把你变成地也肥水也美
……”

这里属高寒漫甸，是克什克
腾旗芝瑞镇十八盘梁上一个叫下
头地的地方。

离开镇政府所在地芝瑞，一
直走到镇辖区的东南端，就是下
头地。一路穿延百岔川，车子从
一条蜿蜒的小河边走过，这是百
岔河的一个分支。百岔河时常都
会有新的支流被发现，就像这里
的人们祖祖辈辈都在寻找美好生
活的源泉一样。

百岔河两岸每个季节的景色
都很美。春天四野初绿，蓝天白
云与满地翠色遥相呼应，一片生
机勃勃；夏天百岔河水清澈流淌，
碧绿的草地上点缀着无数的繁
花；秋天的百岔川层林尽染，金黄
的落叶在阳光辉映下，璀璨而温
暖；寒冷的冬天，百岔川呈现的是
冷峻刚毅而又朴实宽厚的银色世
界。

纵观历史，这里可谓是物华
天宝、人杰地灵。为了缅怀革命
烈士赵芝瑞而改地名为芝瑞的故
事流传已久，在下头地还长眠着
一个叫潘书声的革命烈士。他的
墓碑立在村头，一直给这里的人
们以精神的领引和方向的指引。

我来这里的时候，时值初夏
时节，一场夏雪过后，刚刚播上种
子的黑土地坦坦荡荡地铺展在我
的眼前，用它的宽厚、热情、朴实
迎接我的到来。

以诚挚之心待客的还有这里
勤劳、淳朴、善良的人们，特别是
那个面容黝黑，表情凝重，眼里满
是急切和希望，一心为一方百姓
谋幸福的村党支部书记杨海东。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
句诗放在这里，我把它叫做下头
地人的“漫甸情怀”。这里是乡亲
们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地方，无
论穷富，都改变不了他们对家乡
的热爱和感激。在这里，他们学

会了努力生活，学会了艰苦奋斗。懂
得了穷则思变，懂得了拼搏向前。

高寒漫甸自古以来就是名符其
实的荒原，寒冷、荒凉、贫瘠，存在的
诸多不利条件,制约着经济和社会的
发展，比较其他一些地方，这里的人
们生活尤其艰难。

穷则思变，乡亲们首先想到的是
用知识改变命运，鼓励孩子们努力读
书。他们也许不懂得什么是教书育
人，但是这里的每个人却都尚德崇
礼。说这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也
许有些许夸张，但确实少有违法犯罪
或者吵架斗气的事情发生。全村一
共 14 个村民组，每个村里都有至少
四五个大学生，他们学成后都有了自
己的一份工作，在外发展，不但带动
了自己家庭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也带
动了家乡的人外出务工、创业。

树高千尺，忘不了根。这里常驻
人口虽然在大幅度减少，但是努力生
活，拼搏进取，改变家乡的面貌永远
是人们不变的守候。离乡和回乡的
人一样，同样凝聚着悠悠的乡情，有
一颗爱家的心和回家的踏实坚定的
脚步。

下头地村海拔1500米，积温低，
昼夜温差大，无霜期只有百余天。因
为处于高寒地区，草牧场面积少，莜
麦，小麦种植是主导产业。没有水利
设施，基础条件比较差，可以说基本
是靠天吃饭。这样的恶劣条件，就造
就了一份刚强。

贫穷、善良、充满期望的乡亲们，
总是要有一个或几个领路人和主心
骨，帮助、带领他们往好日子上奔。
村委班子就是这样的角色，他们就像
一粒粒种子，播撒在村子里并生根发
芽，他们搭建起服务群众的桥梁，主
动扛起了责任。在这片被老百姓寄
予了无限希望的黑土地上，不断创造
机遇。

下头地村是芝瑞镇的旱地莜麦
种植基地，莜麦是当地的特色品牌。
晚夏季节，万余亩绿油油的莜麦秧
苗，铺满山坡，幸福的颜色从这高原
漫甸向四面八方流淌，让这北方的蒙
古高原显得更加辽远、宽阔，站在高
岗一眼望去，清代诗人姚鼐的那句

“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的意境与这漫
荡荡的麦苗一起随风起伏，荡漾着下
头地人悠悠的故乡情。

在村部后院，我发现有一个面粉
加工厂。整洁的房屋、先进的技术和
崭新的设施，加工了无数香喷喷的莜

面。可是，此时是它们的“夏休”时
间。

秋收结束后，这些沉默不语、
蓄势待发的机器又将“轰隆隆”地
运转。杨海东告诉我，莜麦加工主
要在冬季进行，时间短、任务重，主
打产品是燕麦粉和精莜面。莜麦
以其优良的品质深受消费者的喜
爱，下头地人走莜麦深加工的路
子，前景比较乐观。

尽管下头地村的道路现在已
经实现组组畅通，但这里的交通毕
竟属于整个芝瑞甚至整个克旗的

“神经末梢”，外来的投资者不愿意
进来，自己的产品销售也成问题，
价格也受到了影响，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

每到农时，村委们叼着旱烟，
在田间地头，在村头巷尾，反复徘
徊，一筹莫展。之后这些乡村汉子
成为了一个个销售员、宣传员，甚
至是指挥员、谈判员。他们让自己
的产品走向了四面八方，并借助农
牧业局的“一体化”项目这个平台，
打开每家之间土地的界限，使土地
成片，实现大型机械化生产。

在我的视野里，村民的麦田正
在集中连片、初见规模。为了实现
产品集约化和商品化，村委会以合
作社的形式带动农户，种子、化肥、
粮食统购统销，统一管理，并在养
殖等方面积极进行突破和改进。
村民的收入逐渐提高，村集体经济
不断壮大，为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治
理，奠定了基础。展现在眼前的，
就是一条致富的康庄大道。

了解了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我
感慨万千。

曾经，这里的人靠着吃莜麦度
过了艰苦的岁月；如今，他们让四
面八方的人们咀嚼着他们的美食
美味。
辽远、清澈的高原漫甸，莜麦散发
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温暖。让我在
描摹这一片土地的同时，不由得融
入这麦香里，与乡亲们一同体悟这
悠悠的漫甸情怀。

下头地村简介：下头地村总面积
12.6万亩（84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26800亩，草牧场面积42630亩，林地
面积12000亩（其中退耕还林面积为
3491.6亩），全村辖14个村民组，户籍
人口 1081 户 2511 人，常住户 344 户
876人，2021年人均纯收入1.31万元，
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3万元。

散文

悠悠漫甸情
■魏桂平

在西拉沐沦河的臂弯里，有一
个村子叫联丰村，听到联丰这两个
字不仅想解释一下，还想挖掘一些
联丰村的故事。

首先说这个“联”字，连也，甲骨
文属会意字，就是从耳从丝，以丝绳
贯穿器耳便以提挂。“丰”当然是丰
收、丰硕之意。

从经棚城隧道出来，行驶在通
往乡村的黑色缎带上，乡道两边长
满了形态不规则但却记忆深刻的小
老树，这些小老树应该是绿色丢失
的象征，虽然年龄不小但个子不高，
皲裂的树干，虬劲枝条。看着心里
有些酸楚，但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自
然美。这些老树见证了经棚镇百姓
从贫困到致富的全部过程。

联丰村的村部坐落在西拉沐沦
河北岸三百多米处，走进联丰村辖
区，一排排银色的大棚在阳光照射
下显得耀眼，大棚对面是挑选蘑菇
的敞篷车间，案子边上的工人把蘑
菇分等装箱，然后送到保鲜库，等河
北、平泉一带的商贩来拉货。

联丰村党支部副书记孙丽丽
说：“长得像乌龟壳的蘑菇为一等，
可以出口还能卖上好价钱。”

“这样的最高能卖上多少钱？”
“前几年最好的时候卖过八块，

这两年可能受疫情影响价格不太
好。”

“长的略大一点的叫平菇的价
格稍低。”

随行的镇党委宣产委员宋晓伟
举着一个大的蘑菇说：“最次的就是
这种叫菜菇，也就是市场经常见到
的。”

孙丽丽补充说：“移民搬迁到这
里的每户村民都有五十平米的房子
和三个配套大棚，2019年三个棚收
入能达到八至十二万元，当时蘑菇
棚紧俏，想租都租不上。这两年疫
情闹得，收入也就赚个人工费，不过
今年的行情有所回升。”

路边有载满菌棒三轮车向棚区
驶去。

“这些菌棒是在外地进的吗？”
“不是，咱们当地的润棚食用菌

有限公司统一发酵，把发酵好的菌
棒运到蘑菇棚，菇农们定时喷水，掌
握好温度和湿度，一周左右就能采
摘，他们现在的经验和技术都很过
硬。”

“哦，这里就是移民搬迁的燕窝
新村吧！有这么好的环境和配套设

施，想不富都难。”
山环水绕，景色宜人的移民新

村，叫“燕窝”，听到燕窝这两个字，
可想而知是燕子安家落户的地方。
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许下
的心愿，选址燕窝新村的人很有思
想。

据说燕窝还有一个老名字叫烟
窝棚，那是在民国时期，每年夏天在
西拉沐沦河水经过的地方都盛开着
鲜艳的花，这种花不但娇艳还有很
强的动感，在微风拂过的瞬间，抖动
的花瓣得像极了少女的裙摆，这花
就是现在禁种的罂粟花，也就是大
烟。在民国期间这里是大烟的重要
产区，因为大烟的生长习性特殊，对
土壤环境和气候光照要求比较高，
可以联想到从前这里一定山清水
秀，气候温和，光照适宜。

白色西拉沐沦河水和以前一样
像炊烟缓缓延伸，可山川原有的绿
色不知在何时降了色调。搬迁移民
也是还原绿色恢复植被的开始，把
不符合居住条件的地方种树、种草，
发展林下经济，改革农牧区生活条
件。

联丰村村部前广场中间立着一
个很抢眼的标记，一棵柳树上挂着
一个燕子窝，这就是燕窝新村。燕
窝新村是由六个村民组搬迁移民组
成的新村。搬迁之前的六个组有三
个组是因为没有路，它们分别是石
门子组、下店组还有牛粪簸箩组，他
们进出比较困难，尤其冬天下雪村
子基本被封住，出入困难，吃水更是
难题，平时的生活用水要到村外的
一个泉眼旁边的小坑里取，那里的
水很少，得等水渗满小坑，用小水舀
子往桶里淘，需要等很长时间才能
装满一桶。

“吃水比吃油还金贵。”
家养的牲畜用水更是困难，夏

天接雨水存放起来，冬天就把雪和
冰融化了留给牛羊喝，这样的环境
条件如何致富？

另外几个组，分别是沟里组、张
营子组和史营子组，勉强能有个砂
石路，底盘高的车还可以勉强通过，
种的农作物基本靠天收。附近的山
上还经常有野猪、貉子、猞猁等出
现，尤其野猪既祸害庄稼又袭击羊
群。这样的日子可怎么过！

燕窝新村的住宅区在联丰村委
会两侧，整齐的粉墙红瓦，显得格外
温和，院外的榆叶梅开得正艳，镇里
还给每户门前新种了几棵樱桃树和
鸡心果树。这些树既美化环境又能
收获果实。一同走进张金财家的小
院，干净的水泥地面上散落着香菇，
这应该是在晾晒蘑菇干。孙丽丽
说：“这就是菜菇，晾干了做蘑菇酱
或者炒菜用，干了好存放”

门口有一颗开满白花的果树，
果树旁边养了许多鸭儿，鹅儿。他

家的院子很大也干净，推开门茶几
上立着一个圆型玉石平安扣，平安
扣上印着联丰村的村民公约。村民
公约放在最抢眼的地方，可想村民
的觉悟有多高。

张金财家就是新村的代表作，
茶几当然是在客厅，客厅往里走是
卫生间，卫生间里是坐便，卫生间的
角上有一个蓝色圆筒，大概一人多
高，“这是什么？”“蓄水罐，所用的生
活用水先储存到这个桶，然后带着
水桶去工作，冲厕所等用。”“搬进我
们村的都是拎着笤帚上炕，在你们
城里也叫精装了。”孙丽丽幽默的
说。

正说着，张金财的手机响了，电
话那边告知爱心超市有顾客。“哦，
原来他还经营着‘三位一体’的爱心
超市。”我们一同走进超市，超市的
货很全，来买货的有燕窝新村的，也
有就近组的村民。一位村民看上去
五十多岁，怀里抱着一只很小的小
绵羊，绵羊咩咩的叫着，看着可爱我
就伸手去摸，小绵羊马上张开嘴凑
了过来，感觉就像家里养的宠物狗。
村民在货架上拿一桶1.5千克的通
辽大酱和两瓶酱油，爱心超市的大
酱价格是8元。

这也太便宜了！难怪联丰村入
选“寻找乡村振兴榜样案例”的榜样
村！

望远山如黛，风景如画；闻村民
质朴，甘之如饴。通过走访和交流，
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乡村振兴所带来
的变化和对村民的影响，曾经的贫
瘠和焦虑已经一去不复返，在一张
张洋溢着灿烂笑容的脸上是光辉，
是希望，是不断地追求和向往。

或许当我再来的时候，这里会
有更大的变化，但我不会吃惊，我的
脑海中已经想象着再见时的景象，
丰盈而充实。

联丰村简介：联丰村位于经棚镇南
部，距经棚镇区八公里，辖11个村民组，
其中六个村民组整组搬迁至燕窝新村，
总面积22万亩，耕地面积3229.77万
亩，草牧场面积17.51万亩，林地0.49
万亩。户籍人口443户883人，常住人
口212户438人。2021年人年人均纯
收入1.73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
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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