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红桃

2022年07月15日

端午节前，我和张广成、刘玉国结

伴驱车去巴彦查干苏木采访，沿 303

国道转达达线，一个多小时，我们便来

到了克旗最北部的巴彦查干苏木所在

地。接待我们的是苏木党委宣传委员

白一杰，小伙子三十多岁，皮肤白皙，

高度的镜片后透出年轻人的英气与智

慧。

巴彦查干苏木属温带大陆性季风

气候。其特点是太阳辐射强烈、日照

充足，夏季短促温凉、冬季漫长寒冷，

昼夜温差较大，入秋明显，降水集中、

雨热同期。巴彦查干草原，水草丰盈，

有得天独厚牧养优势，也是三个牧区

苏木最富裕的地方。

我去的嘎查是都希也图嘎查，都

希也图嘎查是本地的老名号，汉语意

为“靠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更名为

“幸福大队”，改革开放期间又恢复为

都希也图嘎查。都希也图嘎查的嘎查

达毕力格（汉语意为有才干）四十多岁

的年纪，果然人如其名，是个精明强

干、有才华的小伙子，他蒙汉语兼通，

一边讲述着都希也图嘎查的历史，一

边翻译成汉语，这使我的采访很是顺

利。

都希也图嘎查，位于巴彦查干苏

木北部，距苏木政府所在地5.1公里，

在这17.7万亩的草原上，都希也图嘎

查有着天时地利的牧业优势，成为巴

彦查干苏木最富裕的嘎查。这里后靠

哈登恩格山，南有起伏隆起的山梁，东

面丘陵绵延远去，西面的凤凰山如围

如抱，抗拒着西北寒潮。四面环山，绿

草如茵，平展展的草原望不到边际。

从东面流入的大吉日河，西南有海拉

苏宝力格河，（海拉苏汉语意为榆树的

意思，宝力格汉语意为水泉，连起来就

是榆树水泉河，）两水在此交汇形成一

个Y字，滚滚向东北流淌素有润土生

木之寓意。这里山清水秀，草木茂盛，

最适合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都希

也图嘎查的草牧场很大，夏有夏场，冬

有定居，这里不单单占据着天时地利

更重要的是人和，都希也图人的勤劳、

奋进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致富之

路。

都希也图嘎查后倚的哈登恩格

山，也是当地人称的龙山，龙首高高昂

起，巍然屹立在都希也图嘎查身边，悬

岩高耸，峭壁如铁，以其特有的灵性庇

护着都希也图，并与西面的凤山相峙

对望，一龙一凤，这是一块龙凤呈祥的

风水宝地。凤山如一只巨大的彩凤，

展开双翼，在西面压住阵脚，与西北寒

流时刻抗衡着，翼抱着整个嘎查，略无

阙处。两水排闼，涓涓溪流穿过草地，

带着咯咯的嬉笑声，奔腾远去，这里的

山山水水、草草木木，天然成诗成画，

一幅壮丽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画锦展

现的淋漓尽致，让人沉醉在这无限风

光美景之中。

说到这里的自然环境，毕力格嘎

查达不禁叹了口气，前些年修路、垒石

头墙等等，硬是将一个风景优美龙山

的“龙头”给炸去了，大大地破坏了这

里的风水景色。由于超载养牧，加之

一大部分牧民为了赚钱，大量收揽外

地牲畜在此牧养，使这里的草原得不

到合理的休养生息，草牧场退化严重，

牧民是富裕了，可是山秃了、草稀了

……

过去，都希也图嘎查也是个好地

方，人民公社时期，“白音查干供销社”

“白音查干粮站”都在这里，人民公社

时期的“都希也图小学”是克旗牧区仅

有的两所蒙古族小学其中的一所，这

里也是当时的白音查干公社所在地。

说到当时的繁华，毕力格嘎查达的脸

上露出一些欣慰感，这也是对时代的

眷恋之情吧。那个时代克旗的警卫连

就驻防在都希也图嘎查，毕力格嘎查

达指给我在一处山湾地势较高的平台

上，有几间瓦房和几处毡房，就是当时

的解放军警卫连的旧址。与警卫连旧

址相对的山脚下是“甘古如庙”遗址。

因为我出生就是踏着“人民公社”

的土地成长起来的，所以我对“人民公

社”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商品虽然是计

划经济，可是没有假冒伪劣产品，人们

都是将最好的农牧产品上缴国家，无

私地支援祖国建设；学英雄见行动的

事迹不断涌现，“草原英雄小姐妹”“花

拉”社长的事迹传唱草原，“没有英雄

的民族是可怜的，而遗忘英雄的民族

是可悲的。”

改革开放以来，都希也图嘎查成

为巴彦查干苏木经济发展的领军嘎

查，常住的117户牧民，平均每户养殖

牲畜 110 多头只，许多养殖户成为嘎

查乃至苏木的领路人。

以养殖业为主导产业的都希也图

嘎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引进优良品

种，加大改良力度，注重养殖业提质提

效。随着“兴牛贷”的好政策，购买优

良种牛，使牧民的收入大大提高，并依

托阿斯哈图石林景区，推动旅游产业

的转型、发展、升级，有多家牧民家庭

走上了牧旅融合的发展之路。牧民有

了干劲，腰包也鼓了起来。由于党的

一系列惠民政策的落实，修通了各嘎

查的路，使得这里的牧副产品远销全

国各地，“巴彦查干”的品牌食品成为

人们舌尖上的享受。

结束了采访，我的心久久不能平

静，小的时候经常和牧民小朋友打交

道，而今又亲临牧区采访，今昔对比，

牧区的确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牧民

们的纯朴、善良、好客给我留下极深的

印象。融入其间，真正体会到中华民

族融合多元、源远流长的文化内涵。

都希也图嘎查简介：都希也图嘎查位

于巴彦查干苏木北部，距苏木政府所在地

5.1公里，嘎查总面积17.7万亩，草牧场面

积16.9万亩，耕地面积0.8万亩，下辖4个

独贵龙，户籍人口164户329人，常住人口

117户249人。2021年牧民人均纯收入4

万元，嘎查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9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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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说：“此身惟有一躬耕，乞得

余年乐太平。”陆游还说：“地偏无客

谈闲事，麦熟逢人乐太平。”

陆游一生宦海沉浮，而生平所

愿，也无非是一个“天下太平”，而“太

平”二字，不仅是陆放翁所愿，更是所

有华夏子孙的心愿，所以中国人爱以

“太平”两个字命名，诸如，太平年、太

平鼓、太平岛、太平街，当然还少不了

太平村。

在克什克腾旗土城子镇有一个

太平村，村子就在蒙古高原沟壑纵横

的大川里。其实太平村原名叫十大

份。在我童年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这

个名字，长辈们习以为常，并没有觉

得不妥，而我却很不解，好好一个村

子，为何要取一个有“糞”字的名字？

当然这也成了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

题。直到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走进

村里，听村里的老人讲起来时，才知

道原来这是一个同音字引发的笑话。

那应该是清朝末年，这片荒无人

烟的土地来了十户人家，他们在这里

安家落户，开荒种田，最后把所有的

耕地平均分为十份，故称为“十大

份”，即使到了现在也依旧有人叫这

个名字。因此对自我做了深刻的反

省，并且告诫自己，凡事要深入调查，

多学多问，不可道听途说，不能凭借

臆想。

“十大份”虽然叫了很多年，但生

活在动荡年代的人们更加向往太平

盛世，所以后来改名为“太平村”。不

过能不能实现这份美好的愿景，却不

是一个名字可以决定的。在新中国

成立以前，太平村其实并不太平，因

为自然灾害、贫穷、饥饿种种，还有在

北方长期难以根除的匪患，老百姓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拿不尽的虱

子，抓不尽的贼”。

解放初期，我们这一地区地主恶

霸横行，部分国民党残部与本地土匪

勾结，形成新的战斗力更强大的土匪

势力，他们四处流窜打家劫舍，袭击

新成立的人民政府，让本就生活困苦

的人们更加雪上加霜。共产党为了

老百姓能有一份安定的生活，在这片

土地上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清算反

霸斗争和剿匪斗争，赵芝瑞、秦荣、潘

书声等许许多多的烈士在剿匪过程

中牺牲。太平村因为地理位置特殊，

群众基础好，觉悟高，1947 年三区人

民政府这里成立。

三区政府办公地址就建在太平

村中心位置，在一些老照片中可以看

到，那是一个土墙围起来的大院子，

里面有办公区、家属住房、马棚、还有

地道，最显眼的要属院子里高高的炮

楼。当时区长、区小队等人员就在这

个院子里，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

地，镇压反革命，指挥剿匪战斗。

时光如流星一般划过，一转眼七

十五年已经过去了，几经变迁，行政

区划一变再变，曾经的区政府已经成

为历史，但是当我们再次走进这个土

围墙的大院子时，却依旧能感受到它

承载的历史与故事。

已经退休的老村长讲起这院子

和区政府的故事时神采奕奕。原来

的房舍早已坍塌，院子里种满了樟子

松还有红色的枫树，初春时节，树木

还是枯黄的，但脚下的绿草却已经发

芽，俨然一派勃勃生机。

此时院子里只有一段十米左右

的围墙还是最初的建筑，老村长指着

墙上很深的孔洞告诉我，这是弹孔。

我们沿着围墙寻找着当年的痕迹，有

约近两米宽的墙根，四方形炮楼的底

座。老村长说，土匪不止一次偷袭过

这个院子，试图消灭三区的人民政

权，但是都被我们的武装人员打败，

直到最后剿匪斗争取得最后的胜利，

让太平村的老百姓可以真正享受到

了天下太平。

血液里流淌着红色血脉，骨子里

刻着红色基因，太平村将革命传统代

代相传，直到现在，村里的年轻人们

依旧踊跃参军，将保家卫国视为自己

的信念。就像《觉醒年代》里的一句

台词说的：“我们的国家，我们不爱，

谁爱？”

看着手机的信息，满屏俱是俄乌

战争的消息，那片富饶的黑土地上长

满了谷物，也迷漫着呛人的硝烟，还

有无数的尸体和颠沛流离的难民。

当抬起头，眼前山川秀美，村民们脸

上洋溢的幸福的笑容，田里长着玉米

高梁，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三区政府

仅剩的十米土墙静静的见证着太平

村的人们从贫穷到富裕，从苦难到幸

福变迁。

做为革命老区，太平村近些年的

发展非常快，人们的生活水平稳步提

高，村里的街道整整齐齐，路边围墙

上写着太平村历史，革命先烈的英雄

事迹。一路走着，我恍若看到那些永

远留在黑暗中的人们，他们衣衫破

旧，却站在这条干净的街道上，他们

静静看着，脸上挂着笑容，只是眼中

却含着泪水，转身又向黑暗中走去。

一百年前革命先驱李大钊说：

“中华民族之振兴，一百年后的中国，

他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社会主义

绝不会辜负中国。”这也许就是太平

村和太平村中仅余一段土墙的三区

政府大院向我们表达的真正意义。

太平村简介：太平村位于土城子镇西

北部，邻土关线附近，交通便利。全村总

面积62平方公里，水浇地5000亩，草牧

场 54000亩，林地 55000亩。户籍人口

554户1333人，常住人口286户756人，

下设7个村民组。该村有全镇最强党支

部，有党员45名，2020年被镇党委授予

“先进基层党组织”。村党委因地制宜发

展食用菌产业，迄今为止已建成50个食

用菌大棚，投入使用后，预计每年增加集

体经济收入1万元，同时带动当地劳动力

就近务工，增加农民收入。2021年人均

纯收入为1.2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

1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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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浩舒的百灵鸟在草原上唱着动
听的歌，看到有人来，嗖一下从眼前飞过
去消失在茫茫草原中。

这是初春的下午，搭乘巴彦浩舒牧
民的车去采访。一路上司机和同路人用
蒙语交谈着，我偶尔听懂一两个汉字，那
是小区的名字，据说要在经棚镇买楼
呢。到达嘎查所在地时，来自各独贵龙
的牧民正把嘎查办公室挤的水泄不通。
原来是农行下乡办理“育肥贷”。和我对
接的嘎查党支部书记额尔登特古斯正忙
的脚不沾地。上午，一直在等待。采访
的可真不是时候，我心里想。

傻等也不是办法，干脆和这些牧民
攀谈起来。牧民们热情地向我讲述着这
个养育他们的地方。巴彦浩舒嘎查位于
达日罕乌拉苏木东北部，东与乌拉苏台
嘎查毗邻，南与达来诺日镇接壤，西与贡
格尔嘎查相接，北与锡林郭勒盟紧连。
距离经棚镇七十五公里。巴彦浩舒嘎查
很早就以养殖业作为主导产业，现在更
是立足嘎查实际，发展特色肉牛养殖，在
2021 年只有二十户牧民申请办理了“兴
牛贷”，看到前景广阔，办理“兴牛贷”的
牧民就多了起来。嘎查依托肉牛养殖合
作社，采取“党支部+养殖专业合作社+牧
户”的模式，科学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肉牛养殖产业，增加牧民收入，助推乡村
振兴。嘎查还特意从呼市请来专家为牧
民讲课。现场，专家给我作了一番介
绍。科学养牧不但能帮助农牧民提质提
效，而且有利于生态恢复。利用科学养
牧的方法缩短出栏时间，减少劳动量减
少草场压力，能够做到初生小牛不过冬，
不出场。科学养牧下，牛最少每年可减
少30%的草场压力，羊可减少50%的草场
压力。科学养牧有利于长远发展。在发
展畜牧业的同时，巴彦浩舒的牧业机械
水平也大大提高，割草的、种草的，这些
设备的出租也给集体经济带来可观的经
济效益。

听完牧民和专家的介绍，到会议室
继续等待。会议室墙上挂着很多奖牌，
2017 年荣获全旗先进党组织、2021 年被
克旗委评为“优秀基层党组织”。看到这
些我暗暗竖起了大拇指。

到过巴彦浩舒才知道什么是草原，
才真正理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
牛羊”；到过巴彦浩舒才知道什么是富饶
之地，人们生活富裕百姓安居乐业是什
么样的状态；到过巴彦浩舒才知道什么
是宜居之地，风景如画还有历史传奇。
讲到历史就不得不说金界壕。金界壕又
称金长城、兀术长城，始建于金太宗天会

年间，东北向西南贯穿盟境，是规模宏大
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其构筑别具一
格，金界壕由外壕、主墙、内壕、副墙组
成。以防御游牧民族骑兵的南下。界壕
的修筑，是金朝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一
种新的尝试。金长城大约始建于金太宗
天会（公元1123年）年间，至金章宗承安
三年（公元1198年）前后竣工，历时70余
年。

现在，界壕上面长满了野草，内墙建
筑已荡然无存。从这些遗址上依然可以
看到当年气势恢宏的影子。站在壕边上
向远方眺望，心中生出无限感慨。感叹
古代北方草原民族的伟大。在广袤无垠
的草原上，修筑这雄伟的建筑，堪称历史
上的奇迹。又为这些修壕的人哀叹。脑
海中范仲淹的一首词浮现出来。“塞下秋
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
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
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
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
泪。”

金王朝劳民伤财兴建的金代最大的
防御工程，并没有挡住蒙古铁骑的攻
击。铁木真率领兵马在13世纪初期统一
了蒙古高原各部，于 1206 年登上蒙古大
汗的宝座，尊号为成吉思汗。界壕的军
事防御作用也随之消失，逐渐变成一条
断续不全的遗迹。站在金界壕怀古思
今，被那些劳动人民创造的奇迹震撼，为
那些百姓生在那个战乱的年代而痛惜。
只有祖国的统一完整，才不会有那些悲
惨的事情发生。

金界壕遗址于2001年6月25日被公
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
去参观金界壕的路上，有一段上坡路，路
两旁竖着两块木牌，木牌立在石堆里，因
为是在草原腹地，显得有些突兀。字迹
有些斑驳，突然一下出现在我眼前，还有
些愣神。当反应过来，车已经行驶一段
距离。那些字要表达的是：经此须静穆，
不可扰先民。好熟悉的场景。于是，开
始在记忆里努力搜索。可无论如何也想
不起在哪里见过。事实上，我以前并没
有见过。猛然间明白了，是那一瞬间，那
些字，让我的心为之一振。那是巴彦浩
舒嘎查的牧民对修壕人的一种缅怀。它
之所以触动我，让我觉得似曾相识，是我
和这里的人们一样，对生的渴望，对死的
敬畏。

看罢金界壕，心情久久不能平复，遂
成诗一首以缅怀先烈，珍惜当下。

咏金界壕
大漠横长戟，苍穹阅古今。
乾坤分界地，往事任浮沉。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去了
巴彦浩舒，怎能不说一下贡格尔河，贡格
尔发源于克什克腾旗东北部的黄岗梁，

从阿拉烧哈
山西麓发源
后，向西南蜿
蜒而去，流经
白音敖包国
家自然保护
区，穿过美丽
的贡格尔草
原，最终流入
达 里 诺 尔 。
它是赤峰市
第一大内流
河，也是达里
诺尔最大的
淡水补给河
道。这条河
也养育着巴
彦浩舒嘎查
的人们。河
水的浩荡，草
原的辽阔成
就了这里热
情淳朴的牧
人。听着他
们滔滔不绝的讲述，看着他们红红的脸
颊和清澈如水的眼睛。想起电视剧《国
家孩子》里的台词，“你的眼睛如天上的
星星一样明亮，你的胸怀如草原一样辽
阔。”牧民说，我们不是这样表达，我们会
说，男人的胸怀可以容的下拉着双套马
车、带着笼头的马。瞧，这就是语言的魅
力，有差异却可以融合。

有的地方传说很美丽，有的地方传
说很广泛，而巴彦浩舒骆驼峰的传说却
很神秘。因为有很多种说法，其中一个
是这样的，一位牵着骆驼远道而来的波
斯商人，走到这个地方累了休息，突然睡
着了。梦见远处仙雾缭绕，商人被美景
吸引，不愿醒来，就羽化成石，同时变成
石头的还有他的两头骆驼。那远处的风
景大概是砧子山和达里湖吧？不得而
知。还有很多说法，如果您有兴趣可以
去寻找啊！

牧民苏达拉图的车行驶在草原上，
他用不那么流利的汉语给我讲述着巴彦
浩舒的故事。夏季还没到来，草原上的
草发着黄。那些沉睡了一个冬天的生
命，正聚拢起一股力量，等待着春风的吹
醒，那时巴彦浩舒的草原将一片生机。

巴彦浩舒嘎查简介：巴彦浩舒嘎查位于
达日罕乌拉苏木东北部，东与乌拉苏台嘎查毗
邻，南与达来诺日镇接壤，西与贡格尔嘎查相
交（相接），北与锡林郭勒盟紧连。距离经棚镇
75公里，邻经303公路，距离苏木40公里。嘎
查总面积22.8490万亩，草牧场20万亩，辖6
个独贵龙，户籍人口242户567人，常驻人口
189户 422人。2021年牧民人均纯收入1.2
万元，嘎查集体经济收入累计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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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岗梁以它的俊美雄姿盘踞

在大兴安岭的最高峰，那高高的山

峰，满坡的白桦树、山杨树，蒙古栎

把黄岗梁罩上了一层五颜六色的

云纱，站在山上远远望去，一条玉

带般的河流从南往北流去。它叫

嘎拉德斯汰河，几百户人家分布在

河的两岸，这就是克旗宇宙地镇新

地村。

新地村依山傍水，山清水秀。

嘎拉德斯汰河养育了两岸的人

们。这里的人们依靠党和国家的

好政策，过上了幸福生活，走上了

小康之路。在新地村的走访让我

有了新的感受。这些干部，这些农

民正在用新的思维，新的发展理

念，在乡村振兴中走出了一条符合

当地实际的新路。

村委会的干部们
来到新地村，给我最大的印象

就是乡村建设中有一批好带头人。

嘎拉德斯汰河，温柔时，像绕

指缠发的新娘，水静无浪，低声吟

唱，滋润着一方水土。可近些年

来，河床的冲刷，早已伤痕累累，一

到暴雨来临，它忽然就变了脸，河

水凶猛，像怪兽一样向村庄扑去，

威胁着新地村两岸的土地房屋，人

们的生命安全。村委会的干部们

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这修河床，筑

堤坝是需要很多资金的。咋办？

他们就到应急管理局争取资金支

持。经过多方努力，资金到位。护

坡堤坝，铅丝拍子，1950 米的河道

工程有了着落。于是，村委一班人

马就分工合作，找人抓紧施工，当

看见长长的大坝垒起来，铅丝拍子

网住石龙，村委班子才放下心来。

山湾子村民组再也不用担心大水

冲进村庄了，两岸的庄稼也得到了

保护。

用老百姓的话说：“这样的干

部，都是好家伙！”村委会一班人马

就像新地村的活地标，他们心里装

着整个新地。那块地，那个人，那

个家，那件事，都会如数家珍般的

给你一一道来。有这样的精力和

干劲的干部，令人肃然起敬。

返乡青年李宏伟
见到李宏伟，是在一面山坡

上。这是一片中草药种植园，一百

多亩的样子，别看是山坡地，但塑

料滴灌却布满了山坡。黄芩，防

风，桔梗等草药在微风吹动下，摇

晃着小身子，有的漏出了小小的蓝

花，恣情的回应着夏季的到来。

李宏伟腰杆挺直，中等个，两

眼很有神。一问才知道，他曾经当

过兵。复员后曾经做过二手车买

卖，而且做的风生水起，在城里安

下了家，有三百多平米的楼房。有

一定的积累。况且也是行业内的

知名人士。是什么让他又有了再

创业的念头呢？

李宏伟是一个爱学习，有思想

的青年，家乡始终是他的牵挂。看

到国家对农村的政策越来越好，在

土地上做文章大有可为，不少有志

青年纷纷回乡承包土地，瞄准市场

需求，规模化生产，机械化操作，科

学化安排，呈现出一片新气象。李

宏伟正是看准这一点，坚定的返乡

创业，用每亩 800 元的价格承包几

百亩土地，种植中草药。

李宏伟承包土地种药的事媳

妇知道后非常不满，说他：“在农村

你还没干够是咋的？每天一身汗，

一身泥，累个臭死不说，到头来所

剩无几，多苦啊！我们家刚刚过上

好日子，你又瞎折腾，我不同意！”

媳妇扔下一句话，头都不抬就走

了。家里的人也反对他回来。

但李宏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

人，他排除各种阻力，种下了仿野

生中草药，等待他的必然是大地的

回报。

这是一个有志青年，也是农村

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全面振兴

乡村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需要许

许多多的这样青年回到家乡去建

设，去发展，美丽乡村的到来就不

会太远。

要离开李宏伟的创业园了，他

悄悄地对我说，今年他又上了一个

新项目，准备种植甜玉米，并且建

一个加工车间，生产袋装甜玉米，

打入国内各大超市，甜玉米在冬天

是很贵的，我记得一箱20棵左右就

60元。看他那充满信心的样子，我

想，这就是新时代的新农民。

那里有片新村庄
在新地村的一片土地上，有一

片规划整齐的村庄。远远望去，四

周绿草茵茵，树木葱茏，炊烟袅袅，

牛在草地上悠闲的摇着尾巴吃草，

正要赞美这个村庄两句。同行的

一位村干部说，这是一个整体移民

的村民组，为了纪念这个移民村，

起名叫新宇组。

新宇组前身是后营子村民组，

那里山高坡陡，自然环境差，饮水

困难，生活水平低下。是有名的贫

困村，为了使他们脱贫，村里上报

镇里决定对他们整体搬迁。44 户

182人，政府补助了资金，很快一座

新村建立起来了。他们搬进了有

自来水的新家，有的老人感动的流

下了热泪。村里还为每人分了1.8

亩的水浇地，保证村民的基本生

活，原有的部分土地还可以耕种，

使他们脱贫走向了小康路。

变化中的新地村
新地村发展了，变化了。这些

话是我在新地听的最多的话，特别

是五六十岁的人，他们感受最深。

现在不少人家的住房装修的程度

不亚于城里的楼房，而且宽大明

亮，家电配套，独立卫生间，洗澡间

一应俱全。小院里畦田里，绿油油

的蔬菜高低不齐，但给人一种蓬勃

向上的灵气。

新地村为了方便 23 个村民组

的办事，搬到了公路边上，居中的

位置。整齐的院落，办事大厅，活

动室，书屋，会议室，无不呈现出新

农村发展的勃勃生机。

新地村没有停下脚步，他们正

在制定新的发展规划，养殖场，草

药园，蔬菜大棚，经济作物，富民之

路已经铺开。乡村振兴号角已吹

响，不久将来，新地一定会变得欣

欣向荣，变成一个崭新的地方。

新地村简介：新地村位于宇宙地镇
中部，沿 303国道分布，总面积 25万
亩。风景区黄岗梁，热水温泉。耕地面
积 3.95 万亩(其中水浇地面积 1.1 万
亩)，退耕还林面积0.86万亩，草牧场面
积12.02万亩，有林面积7.71万亩。下
辖 23 个村民组，户籍人口 1464 户，
3659人，常住人口525户1220人。全
村家畜存栏9119头只，其中牛977头、
马 133匹，羊 7791 只。以蔬菜、中草
药、玉米种植为主导产业，粮食产量905
万斤，2021年人均收入11500元，村集
体经济收入累计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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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村的新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