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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夫

刚来到新开地乡，红石砬村就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天穿村
而过，并没有落脚，但整齐清新的村
容村貌却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在乡
政府住了一晚后，我让乡党委的宣传
委员马明学介绍一下红石砬村，他
说：“咱们去吧，总有你感兴趣的人和
事儿。”

车子一路飞驰，两侧林阴茂密，
这感觉特像一趟惬意的旅行。

红石砬村以种植业为主，主要
种植小麦、莜麦、玉米、大豆等作物。
根据本村实际情况，建设完成了旱作
高标准农田 4000 余亩，建设出与现
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基
本农田，形成了集中连片、高产稳产、
生态良好的发展格局。村里发展种
植业的同时，养殖业也没放松，以肉
牛、肉羊为主的养殖业也在稳步发
展。同时还搞起了“庭院经济”，村民
们养的农家土猪，已经接到订单，鸡
心果种植也打开了新局面。

“吃粉条就吃红石砬的”，这句话
克旗人常挂嘴边。这里的土豆好吃，
软糯香甜，做出来的粉条Q弹光滑，
久煮不化、不粘锅，是上好的食材。
可以说，马铃薯粉条加工是红石砬村
的特色产业，光粉条加工厂就有 2
家，年均产销粉条达 30 余吨。产业
搞上去了，红石砬村的村民的钱包鼓
了起来，幸福指数也高了。

要说幸福指数最高的是哪里？
那必须是幸福新村了！新村的前身
是红石砬村下沙岭沟组，是 2008 年
整体移民搬迁至此的。端午前的幸
福新村，节日氛围已经拉满。家家户
户门口都挂上了大红葫芦，当然，也
有彩色的。微风拂过，葫芦连同长长
的穗子一起左摇右摆，悠闲的很。蓝
天白云映照着整齐的街道，云杉排列
两旁，像两排青葱的士兵，守护着新
村的安宁。脚下踩着的水泥路整洁
光滑，两侧围墙上的画形象生动，仔
细一看，讲的全是中华传统美德故
事，后羿射日、孔融让梨、孟母三迁等
故事画满了墙壁。上午九点多钟，村
民都下地干活了，鲜少有人在街巷走
动。偶尔有几声狗叫鸡鸣传音入耳，

疑似到了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别看
这里现在安谧静美、恬静祥和，但是
以前的下沙岭沟组，却一言难尽。

说起原来的下沙岭沟组，老党员
孙桂堂最有发言权，找孙桂堂老人并
不费力，因为他正坐在我们右手边的
小矮墙上和一位大爷拉家常。老人
家七十多岁，头发全白了，上身着深
色上衣，里面的一件明红色打底衫映
着他红红的脸庞，显得格外精神喜
气。他是村里的老主任，一说起小村
的变迁来，话就特别多。

“我们在原来那屯子都住老土
房，院墙是板打墙，村里的那破土路，
晴天还好，一走落一身土，一下雨，老
天爷哟，保管你两脚都是泥。还有那
大水坑，一不小心就掉进去，臭烘烘
的。你看，你看看我们现在这新村”
孙大爷抬起胳膊前后左右指给让我
们看，他的胳膊肘处有些弯曲。我
猜，也许是年轻时劳累过度留下的后
遗症，也许是受过什么伤。我顺着大
爷手指的方向看，一户人家的大门
口，小蒜苗长的正起劲，菜畦打理的
非常好，像是才松过土，一棵杂草都
没有，不用想，主人家一定是个利索
能干的主。

下沙岭虽在沟谷，但这个村历来
家风向好、民风淳朴、邻里和睦。整
体搬迁以后，为了充分挖掘其良好的
民风底蕴，激发治理乡村的新活力，
展现村民的新面貌。他们打造出了
一个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家
风、民风、村风“三风优良”；生产、生
活、生态“三生同兴”的新时代美丽乡
村。现在的村民们，在院里的小园里
搞养殖，倒垃圾有集中堆放点，商议
村里的大事小事有自治议事厅，村民
们看着眼前的这一切高兴啊，开心之
余他们给现在的下沙岭沟组取了个
美丽的名字“幸福新村”。

和孙大爷一起唠嗑的老人叫王
启，今年76岁了。老人有点耳背，和
他说话要大声喊。

“大爷，您在这村住多少年了？”
我问。

“啥？我听不见，老了，不中用
了！”

“现在村里好不好啊？”我提高了
几个分贝。

“好，好着呢！”这下大爷听清楚
了。

“老驴拉磨，老驴拉磨，我以为这
辈子也走不出那个圈呢！你看，这不
就走出来了吗？老东西你说是不
是？”王大爷看着孙大爷裂着嘴笑了，
露出了缺了门牙的黑洞，显得特别可
爱。

幸福新村的新鲜事有很多，每一
件老百姓都津津乐道。他们开展树
典型、立新风、激活力等活动，积极为
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设立星级文明户
挂星榜。村里还设置了好人好事光
荣榜挂在一入村最显眼位置，每年进
行一次先进典型评选。现在村民办
事都找红白理事会，既合乎情理也符
合经济实际，即彰显了人情也维持了
关系，摒弃了大操大办、攀比浪费的
陋习。村里还启动了“阳光技能培
训”计划，有针对性的进行培训。培
养出了种植、面点、厨师、建筑等专业
技术能人，还扶持了王臣家这样的种
植、机械大户。办普法培训，还设立
幸福互助社，为生活不便的老人提供
代购代办等服务。

驻步在一面宣传栏前，感触颇
深。左面的旧貌图片，低矮的茅草
屋，破旧不堪的门窗，斑驳破落的木
栅栏门，曲折泥泞的土路，随处可见
的垃圾，这是原来落后贫穷的小山
沟。右面图片窗明几净的大屋，宽敞
平坦的马路，随处可见的绿植郁郁葱
葱。如此泾渭分明的图片放在一起，
新旧巨大反差一目了然！2019年新
开地乡党委在此成立了幸福新村党
建联合体，移民新村”打造成了“党建
高地”。那块“幸福新村党建联合体”
的大牌子高高的矗立在村口，像一座
丰碑又像一块基石。

就这样，一个阳光睛好的上午，
我们走在幸福新村的幸福路上，听，
幸福的故事……

红石砬村简介：红石砬村位于新开
地乡东南部，东与苇塘河村毗邻，西与高
地村相交，南与翁牛特旗接壤，北与土城
子镇紧连。辖区内的主要公路是新北
线，距经棚镇170公里。全村总面积5.6
万亩，耕地1.9万亩，草牧场2.4万亩，林
地3.1万亩。红石砬村辖9个村民组，户
籍人口871户2171人，常住人口363户
872人。2021年人均纯收入1.5万元。

散文

幸福村里说“幸福”
■青华

乌兰布统境内的四条河流麻排子
河、照格都尔河、吐力根河及北沟河为
滦河水源地之一，其中有三条河流经
乌兰布统苏木浩斯敖包嘎查。

被称为坝上母亲河的吐力根河，
是滦河的源流，相当出名。吐力根河
发源于乌兰布统漠海恩都尔山西麓的
七道沟、八道沟和老鸦甸子湿地，因源
头湿地植被保护较好，泉水源源不断
地向外涌流，多个泉眼汇集成蜿蜒曲
折的小河，小河流水潺潺、清澈见底，
河中盛产细鳞鱼，为国家二级保护鱼
类。

我从河北围场县的塞罕坝景区前
往乌兰布统苏木浩斯敖包嘎查，越过
内蒙古自治区与河北省的界河吐力根
河。吐力根河道蜿蜒曲折，水流潺湲，
清波流韵，远远望去，像一条玉带飘落
在坝上高原。河的北岸草原辽阔，丘
陵起伏，山花烂漫，植被保存完好，大
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观景象；河的
南岸是无边无际的人工林，浓荫如盖，
松涛阵阵，让游人切身感到人类改造
大自然的惊人壮举。在河道宽阔、地
势低洼处，形成了若干湖沼，星罗棋
布，如火泡子、沙仁脑泡子、长腿泡子
等。水随山转，山因水奇，山水相携，
山川草木，灵性而生，荣枯岁月。山泉
伴有美丽的神话传说，让人浮想联翩，
神思飞扬。

走进浩斯敖包嘎查，见到了嘎查
党支部书记李艳波。这位三十多岁的
中年妇女，看上去十分年轻，也非常漂
亮和爽快。我端着她递过的奶茶，和
她聊了起来。

她说，她是黑龙江人，在大连打工
时认识了浩斯敖包嘎查的一位男子，
他就成了自己的丈夫。他们 2013 年
回到村里结了婚，之后，丈夫又出去学
习了兽医，2015 年返乡，在苏木兽医
站当了一名防疫员。她则在村里劳
动，后被选为嘎查支部书记和村委会
主任。他们有两个孩子，姑娘七岁，小
子两岁，家庭和和美美，日子过得很充
实。李艳波告诉我，现在就是觉得忙，
觉得累。她管自己家的事情少，整天
在嘎查忙来忙去，好像时间不够用。

都忙了些什么呢？“还不是一些嘎
查里的大事和小事，养羊、养牛，开展
旅游业，壮大集体经济，搞乡村振兴。
农村牧区的那句俗语说对了，老母猪
拱磨盘，家雀扑拉房檐的事，都要管。
一句话，老百姓的小事就是咱的大事，
这就叫情系民生吧！”说到这里，李艳
波笑了。

李艳波说：“浩斯敖包嘎查附近有
阿斯哈图石阵旅游区、克什克腾世界
地质公园、曼陀山庄、青山岩臼景区、
青山冰臼群、达里诺尔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等旅游景点，有克什克腾亚麻籽、
克旗黄芪、达里湖华子鱼、达里湖鲫
鱼、蒙古碗、蒙古族银器等特产，有巴
林左旗皮影戏、蒙古族婚礼也就是阿
日奔苏木婚礼、蒙古族林丹汗宫廷音
乐、巴林格斯尔、阿鲁科尔沁旗勒勒车
制作技艺等民俗文化。这些都是非常
好的资源，我要在旅游产业上下功夫，
让家家户户稳步富裕。”

嘎查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需要
仔细办、认真办。2021 年 5 月 20 日，
针对嘎查群众提出的人居卫生环境条
件差的诉求，嘎查“两委”班子联合内
蒙古路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生
活垃圾、牲畜粪便等环境污染物的卫
生清理工作，人居环境质量得到了极
大的提升，得到了 6 个独贵龙牧民的
一致好评，切实提升了群众生活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您的身份证号是多少？我帮您
填上，做一下人脸实名认证，听语音提
示，您往左转头，再张张嘴……”李艳
波在手把手地帮助嘎查老人陈秀芳安
装国家反诈中心APP。李艳波说，人
啊，年纪一大容易被骗，我们两委班子
成员就下到各户，手把手地教这些老
年人如何安装和使用反诈骗软件。牧
民挣点钱不容易，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钱被人骗去。为了防止被骗，嘎查按
照走访一户、帮助一户的“1+1=N”工
作思路，动员本地牧民通过微信视频
连线的方式，远程帮助在外居住的亲
朋好友实名安装注册，实现一带多的
推广效应，确保应装尽装、全员注册。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中，嘎查
建立了“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
民”活动台账，通过面对面沟通、“零距
离”接触的调研方式，了解牧民的急难
愁盼，倾听他们的真实诉求。这是平
时我们做的常态化工作，实际上，我们
做的工作，就没有昼夜之分，什么时候
群众有了困难，我们什么时候就要帮
助解决，哪怕是黑天半夜。扶贫、乡村
振兴、发展经济、文明建设要干，老百
姓丢了牲口、牲口病了、牲畜防疫、出
栏、产羔下犊，还要管，林林总总，大大
小小，事无巨细，谁让咱是老百姓的

“当家人”呢。李艳波又笑了。
李艳波告诉我，嘎查对产业发展

进行了定位。浩斯敖包嘎查紧紧围绕
旅游和高质量肉牛、肉羊两大发展主
线，以“三横一纵”为新的发展格局，全
力推进人均纯收入快速稳步增长。“三
横”指：三道河口至河夹心生态旅游经
济带、跑马场至东河头生态旅游经济
带、“药浴池”湿地公园至五彩山生态
旅游经济带；“一纵”指：304国道作为
肉牛、肉羊养殖及优良品种购进重要
纽带。产业发展的思路：一是2021至

2025 年，计划投资 3060 万元，构建产
业发展新格局。其中计划投资600万
元，着力打造三道河口、河夹心精品民
宿度假村20户；计划投资500万元，修
建麻排地至东河头通组路25公里，打
造精品草原游线路；计划投资1500万
元，分二期实施产业振兴跑马场建设
项目；计划投资460万元，实施产业振
兴木栈道建设项目。二是在打造河夹
心组肉牛改良示范点，聘请专业技术
员进行改良。2022年，河夹心组初步
计划改良100头牛，截至目前，已成功
改良127头牛，推动建立了以点带面、
面面结合的肉牛、肉羊改良繁育基
地。同步推进养殖小区高质量建设，
打造专业化养殖小区，生产加工一体
化，积极与辛颖肉牛养殖合作社对接，
采取连帮带的方式让农牧户的肉牛到
合作社集中饲养，带动广大人民群众
共同致富。

李艳波指着修建的木栈道、跑马
场后期工程，显示出了一种自豪。她
说，咱就要带领群众迈出乡村振兴的
好步子，走出一条文明富裕的好路子。

离开浩斯敖包嘎查已近黄昏，红
红的晚霞，照耀着敖包，显得格外美
丽。住在乌兰布统苏木的宿舍里，夜
里披衣而坐，写了一首诗歌，表达自己
对浩斯敖包的感想。《浩斯敖包：道出
我的思想》：内向者，孤独了思路/外向
者，说出了沧桑/浩斯，以一个数量词
语/标注了敖包的份量/这是一座山的
名字/山的下面/是炊烟袅袅的村庄。
白云/依恋着远方/苏鲁鼎/守护着英
雄上马的地方/旗语/被山风吹响/吉
祥的祈愿/猎猎飘荡。哦，浩斯敖包/
这一夜的梦/就在套马杆上安放/梦中
的萨日朗/在一朵白云里芬芳绽放/牧
羊鞭，甩出的粗犷/已经挂在墙上/羊
咩牛哞的歌谣/缠绕在草库伦/成为碧
草青青的绝唱……

浩斯敖包嘎查简介：浩斯敖包嘎查位
于乌兰布统苏木的西南部，东与孤山嘎查
毗邻，南与河北围场接壤，西与多伦县相
交，北与元宝山嘎查紧连。距苏木政府35
公里，嘎查总面积为36万亩，其中草牧场
27.7万亩，约占总面积的77%，林地面积
7.6万亩，约占总面积的21%。嘎查下辖5
个独贵龙，户籍人口362户732人，常人口
154户308人。2021年牧民人均纯收入
12970 元 ，嘎 查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累 计
9597531.4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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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 斯 敖 包 散 记

据说，多年前那里有一匹远近闻名
的走马，为追寻它的足迹，我怀着试探的
心里，再次走进贡格尔草原。

车驶过黄芹沟门，凝眸入眼的是广
阔无垠的贡格尔大草原。达里湖像一颗
璀璨耀眼的明珠，镶嵌在这片沃野上，倾
诉着草原亘古通今的变化……

此刻的贡格尔草原，一片寂静，虽然
草原上的冰雪早已融化，但是今春的干
旱少雨，嫩草还没长出来，草原看上去略
微有点绿意。蜿蜒的贡格尔河像一条飘
动的洁白哈达，缓缓地流淌在草原上。

河岸上偶遇几朵无精打采的白头翁
花，时令干旱可它还是应季盛开了，彰显
出草原上花草那种顽强生存的能力。正
处于禁牧期，看不到牛羊遍地的景象，这
对于草原来说无异于“带薪休假”。

到了达来诺日镇政府，迎接采访的
是达来诺日镇年轻的党委宣传委员塔
娜，因镇政府今天召开重要会议不能陪
我们去嘎查，她电话安排各个嘎查的相
关人员来接我们。

带我去托里嘎查的是一位阳光帅气
的小伙子，他叫那日苏。路上，那日苏担
忧地说，今年比往年旱，至今还没有下一
场雨，这给靠天生存的牧民带来很大麻
烦，有的牧民家冬储的草料不充足，这养
牧不光是辛苦简直就是一种负担。

走了十几分钟，下了公路去往托里
嘎查的草原小路，老远的看到有一位骑
马的白发苍苍的老人，手里拿着望远镜
向西边的沙窝子边瞭望。

那日苏说，老人是咱们嘎查的德格
西巴亚尔老人，今天遇到他是很幸运的，
他比较了解托里嘎查的事。

“赛音白努”我向老人问候。
“赛音！赛音！塔赛努”老人也回

敬。
我握住老人粗糙的手，向他讲明来

这里的目的，仨人就地盘腿而坐。我开
门见山：“想了解托里嘎查的一些事，老
人家能不能给我讲一讲。”老人从蒙古袍
的怀里掏出一盒烟，点了一支乐呵呵地
说，可以，我这老头子正想找谁说说话聊
聊天儿呢，你们来的正好，接着他就打开
了话匣子……

建国前夕，托里嘎查归属于巴鲁阿
鲁努图克，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划分到
达来诺日人民公社，叫托里大队，到了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候，因为兴起红色名
字“托里大队”改成“光明大队”，到了
1984年，自治区行政区域统一更名时，改
为达来诺日苏木托里嘎查，到了1998年

苏木改镇命名为达来诺日镇托里嘎
查。

“托里”是蒙古语，意思为“镜子”。
托里嘎查的名字来由是“托里庙”。

清朝中期，这里有座寺院，民间称之
为“托里庙”，据说托里庙香火鼎盛时
曾今有过二百多名喇嘛，周边居住的
牧民，都到这里为草原风调雨顺和五

谷丰登祈福。这里有一个传说。在很久
以前，有一位和尚从遥远的拉萨布达拉
宫流浪到这里，为了生存他找到富人家
放牧维持生活，他学问很高，神通广大，
能给牧民算卦，他有一枚神奇的镜子，他
算卦时就拿出那面镜子，开始讲述，据说
你所问的事情会显示在这枚神奇的镜子
里。

那位和尚年老临终的时，把富人家
的公子叫到身边，把镜子交给了他，告诉
他这镜子是一种宝物，你要随身带着，将
来有一天这面镜子掉落的地方要建一座
庙为民造福，说完老僧就安息了。

过了很多年，有一天，富人家的公子
骑着马过河的时候一不小心，怀里的镜
子竟然掉落在河水，河水把镜子卷进去
再也没有找到，富人家的公子想起老和
尚的交代，就在这条河的岸边建起了一
座庙，命名为托里庙，这条河便成为托里
河。

老人接着讲，他世代都是托里人，小
时候这里就有十几户人家，那时候这里
的牧民住的是蒙古包，骑着马，放着牛
羊，赶着勒勒车，很安详地过着游牧生
活。七十年代末，因游牧生活慢慢转向
定居，这里开始盖了土木结构的房子。
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好政
策，嘎查牧民在镇党委政府指引下，牧民
不仅住上宽敞明亮的砖瓦房，生活水平
也有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老人们常说，
那宝镜也在保佑。

我把话题有意转向马群，就是想探
寻那匹草原上传说的骏马。

老人说，记得在集体经济年代，托里
嘎查拥有七百多匹马，分三个马群放养，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包产到户”，公
家的畜群也散了，牛羊马和草牧场都分
给了牧户，“吃大锅饭”的时代结束了。

那时候，生产队把一匹枣红马分给
了大队的老书记孟根仓家。那匹枣红
马，一双黑而有神的大眼睛，支棱着两只
像树叶一样的耳朵，长长的鬃毛披散着，
跑起来四只蹄子像不沾地似的。就是这
匹马在那达慕大会的赛马比赛中，连续
几年夺冠。孟根仓很爱这马，与它相依
为命。老人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给我叙
述了那匹枣红马后来的故事：上世纪八
十年代初，孟根仓老人骑不了马，就把那
匹马卖给了锡林郭勒盟的一位驯马手，
很奇怪的是第二年的一个夏天早上，一
匹又瘦又脏，蹄子上还带着伤痕的马，站
在马群旁，孟根仓靠近它仔细看，发现这

匹马竟然是自己卖出去的枣红马。
心爱的马跑回来的消息一传十，十

传百，传遍了全营子，那天孟根仓大宴宾
客，把所有邻居都叫来说，我的马回来
了，我的这匹马从遥远的地方向着家的
方向回来的，从此以后，不让它做任何劳
务，不准任何人骑它，让它永远在家乡的
草原上。

后来那匹马老了，有一天那匹马离
了群跑到托里河西边的小山上死了，马
死后孟根仓按照古老的习俗，在马的头
上系上一面哈达，滴了一些马奶，葬在了
山顶上。

老人感慨地说，从那以后托里嘎查
再也没有出现那样好的马，走马的足迹
也渐渐地消失在这片草原了，说到这儿
老人也热泪盈眶，看不出这位老人是怀
念那匹马，还是怀念他老朋友孟根仓。

老人说，后来孟根仓的儿子当了嘎
查支部书记，带领牧民发展畜牧业，托里
嘎查的牲畜达到过一万头只，在全苏木
各嘎查里遥遥领先。现在养殖马的牧民
越来越少了，骑马的年轻人更少了，我这
一匹马是当做交通工具用的。他指着自
己的马，十分得意的样子。

我和老人正在热聊的时候，刚刚参
加完会议的现任嘎查党支部书记朝鲁开
着车过来。

朝鲁向我介绍了嘎查正在实施“乡
村振兴”和人居环境改善方面取得的成
就，还介绍了嘎查牧民合作社经营情况，
他说，我们嘎查的牧民大胆地改变了传
统养牧方式，现在按照国家的惠民政策
逐步走上了科学养牧之路，这样一来牧
民的投入少了，收益高了，牧民的日子过
得越来越好了。

这时老人接着说，你所寻觅的骏马
的主人现在找不到了，那匹骏马你也看
不到了。我虔诚地说，亲自听您讲述栆
红马的故事就已经找到了那匹走马。

我坐上车，从车的后视镜看到，陪伴
我度过半晌的那位老人依然挥动着手，
老人用沙哑的声音叮嘱：“下回必须到我
家喝奶茶聊天儿……”

年轻有为的朝鲁向我挥手。他誓言
一样铿锵自信的话语，一直在我耳边回
荡：“我们就是贡格尔草原的主人，我们
就是骏马的主人，我会带领托里嘎查二
百多位牧民，奔向更美好的明天。”

托里嘎查简介：托里嘎查位于达来诺日
镇东南部，距旗政府所在地经棚镇48公里。
总面积176平方公里（26.4万亩），草牧场面
积26万亩。共辖扎哈、达尔罕塔拉、贡湖都
嘎、四万亩、托里庙、罕苏鲁6个独贵龙，户籍
人口525户251人，常住人口132户228人，
主导产业以养殖业为主，2021年末牲畜总头
数13074 头只，其中牛 5834头、绵羊 6582
只、山羊20只、马635匹、骆驼3峰。2021
年，牧民人均纯收入2.3万元，嘎查集体经济
收入累计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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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辞》有一句“旦辞黄河去，暮
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
胡骑鸣啾啾。”曾经千里燕山的胡骑，
在草原上嘶鸣叫嚣，而诗中的黑山头
究竟在哪里，已无从考证，但我所知的

“黑山头”是古代“燕赵大地”的延展，
古人的地理指向范围大，与燕山胡骑
有没有关系尚未可知，而黑山头是游
牧民族世居的宝地却是有史可循，这
里有一个嘎查，叫哈达英格，我们的故
事就从这里开始讲起。

湛蓝的天空飘浮着白云，漫散的
牛羊在绿茵下游荡，铮亮的河水在静
静流淌……几多美妙，几多神奇。

67岁的巴特，是一位慈祥的老人，
头发梳得十分认真，没有一丝凌乱，可
那一根根银丝一般的白发还是在黑发
中清晰可见。微微下陷的眼窝里，一
双深褐色的眼眸，悄悄地诉说着岁月
的沧桑。

室外，远离平房的偌大牛圈、羊
圈，挤着一帮正在吃草的牛羊。室内，
无所不有的现代化电器，还有独立的
卫生间……

以前养的牛多，困难也多，现在条
件好了，我却力不从心了，养这些够生
活就行。我有些惊愕，这不叫够生活，
这应叫财主。巴特听我这样定义，赧
颜一笑。

五十年前，巴特的老家白音板因
林地沙化严重无法生存，全村28户在
政府协助下集体弃农搬迁达来诺日养
牧。迁居的嘎查叫“发展”后叫哈达英
格。巴特充满自豪地抬手一指，你看，
我们的牧场——贡格尔草原。

贡格尔草原这个天然大牧场，可
是个“养人”救助贫困的地方。搬迁来
那年，草都一人多高，时常有成群的黄
羊路过，也有成队的野鹿出现。散养
的牛羊个个都膘肥体壮，那场景叫什
么来着？我赶紧接话“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地见牛羊。”对！就是这句。有
了这茂盛的草原，生活就有了盼头。

后三十年，哈达英格嘎查的牛羊
多了，外来人寄存养牧的也越来越多，
骤然剧增的牲畜导致了草牧失衡，不
仅毁坏大量植被，连牛圈也成了难题，
牛圈建在阳面，冬天雪大，阴面的雪都
被风吹过来落在牛棚上，导致坍塌，一
次损失20多条牛，搁谁摊上这事不急
眼才怪。好在嘎查书记出面帮忙挨家
销售牛肉，把损失降到了最低。

上个世纪80年代包产到户把牧场

按人均分给各户，每家是一二百亩草
场，各家都把草场围封上，在自己的草
场放牧打草，政府按牧场面积给予生
态补助，多有多补少有少补。每年定
期禁牧、定期放养，10月中旬圈养，实
行以草定畜的方式养牧，雨水好的时
候草就够了，雨水不好的时候草不够
吃就去东乌旗西乌旗买草，当时每吨
草1500 元，补助的钱不够就借小额贷
款，逐渐把牛棚换成钢结构，风雪再大
也没了后顾之忧。

也有人家承包多处草场，自购草
籽种草。还可以在附近买到比较便宜
的青储和玉米秸秆。附近？这里都在
放牧怎么还能买到自种的？巴特告诉
我附近还有一个嘎查叫“农队”，他们
那里的土地，一半地种各类粮食，一半
种青储和草苜蓿。他们都是蒙古族人
吗，不是，他们都是从农区迁来的，山
东、河南、河北的都是老一辈逃荒过来
的。印象中的达来诺日就是蒙古族居
住的地方，还真不知道这些村民有一
半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汉族，也不知道
这里尚有半农半牧的嘎查。

遇到干旱少雨，天气恶劣，沙化面
积不断扩大，牧民的生态保护意识的
缺乏，能够放牧的草原退化至无法再
养牧。镇领导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意
识到要治理沙化的同时也要把部分牧
民带动起来，首先是响应乡村振兴危
房改造，全村100多户危房得以改建，
建设围封草牧场40余万亩，建成暖棚
圈420处，每户都有牲畜棚圈，有效防
止冬季牲畜冻死现象的发生。嘎查打
机电井和小口井34眼，种载各种树木
500亩，电力投资达到了100余万元，变
化中的哈达英格陆续实施了现代化养
牧。

青年牧民特日格乐属于养牛大
户，大约有一二百只牛。牛棚分散几
处，他以家庭牧场方式壮大牧业，引进
优质西门塔尔基础母牛为主，机械添
草喂牛，解放人力随时去学习畜牧科
技人员定期为牧民举办的改良、草场
保护、牧草种植等培训班。

特日格乐说，听专业技术人员的
亲身讲述，感到我和这些人的差距，一
定要改掉那些不科学的懒人养牧方
式，走现代养畜之路。

贡格尔草原总面积480万亩，被称
为“花海草原”。这里有白桦松柏相间
的原始森林，有烟波浩渺的达里湖。
亮子河、贡格尔河、耗来河等河流为贡

格尔草原戴上了一条美丽的项链。
近年的草原经过政府封闭保护，

平衡养牧的正确引导，由于植被优良，
草场沙化、退化较小，繁多的植物恢复
长势。草原生态处于恢复状态。草原
自然资源丰富，盛产白蘑、黄花、山韭
菜等山野菜，其中白蘑远销国外。黄
芪、甘草、芍药、苦参等中草药产量也
很大，在草原上常有“一步踏三草，草
草皆是药”的说法。

夏季，仰望苍穹，白云厚重，慵懒
地躺在湛蓝湛蓝的天空上，绿草萋萋，
混杂花朵的馥郁，一层层一片片，一簇
簇一串串，傲然怒放。空气中，弥漫着
浓郁的芳香，滋养着这里的万物生
灵。这里是花的绣毯，花的原野，也是
鸟儿最惬意的天堂。

青青草原，悠悠我心，啾啾鸟鸣，
忽远忽近，令人沉醉其中。

回到哈达英格嘎查便民服务中
心，这里现有办公用房 240平方米，内
设便民服务大厅、会议室、党员活动
室、退役军人服务站、草原书屋、综治
办公室、驻村工作队食堂宿舍、多功能
活动室，户外有健身广场一处，能基本
满足村民文化生活需求。

天下最美的草原，是我故乡的贡
格尔草原。生活于此的牧民守住了这
片天堂草原，就是守住自己的故乡，守
住这片赖以生存的土地，由己传子，子
传孙，子子孙孙，代代相传，那嘹亮的
歌声，永远回荡在这辽阔无边的草原
上。

哈达英格嘎查简介：哈达英格位于达
来诺日镇中心位置，总面积17万亩，其中草
牧场面积16.4万亩，饲料基地面积0.4万
亩，养殖户平均每户20亩饲料基地，辖4个
独贵龙，户籍人口384户758人，常住人口
为151户426人。2021年牧民人均纯收入
1.5万元，嘎查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2.8万
元。

散
文守

望
草
原

■
李
景
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