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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树果

草原也没什么好看的，在
城里呆惯了的人，第一眼看着
挺新鲜，看得久了，除了草还是
草，一条路望的人眼发酸，不知
不觉就睡着了。一觉醒来，车
窗外面仍然是草，一两个小时
过去了，汽车仿佛还在原地，没
走出多远。

反到是草原上的云，离人
更近一些，其实草原上的人，就
是在云的目光下长大的。

草原的云，和城里的云不
一样。草原上的云没有那么多
规矩，率性而为，变幻无穷，浩
渺无际。有时候像万顷波涛，
滚滚而来，有时候像群山连绵，
亦行亦止，若重若轻；有时候调
皮的像个猴子，上蹿下跳，一会
儿一个样；有时候迟缓的像个
骆驼，慢慢腾腾，安详有加。

额日和木的家就在白云下
面。额日和木打小就想伸手摸
摸云，可云总是半推半就，半掩
半露，老也摸不着。直到额日
和木上了大学，坐上了飞机，离
云更近了，额日和木仍然没摸
到云，只是觉得飞机上的云和
草原上的云不一样，至于哪块
不一样？额日和木也说不上
来。

草原有时候也堵车。一群
西门塔尔牛正在公路上漫步，
见后面有车上来，丝毫没有让
路的意思，依旧不紧不慢在公
路上走着，偶尔还会回头看上
一眼，那意思我就不给你让开，
你能把我怎么样？没办法，你
就是丰田霸道也只能跟在牛屁
股后面一步一步往前挪。开车
的额日和木说：“它们都是大
爷，惹不起。”

额日和木是吉日嘎查的会
计，吉日嘎查就在公路边上，远
远看去，蓝天白云下面，草原上
的吉日嘎查像个度假区，不，像
个花园：红色或是蓝色的屋顶，
雪白的墙面，平整干净的水泥
路，每个路灯上面都有一个太
阳能电池板，有的人家还在自
家房子外面的草地上装上了漂
亮的木栅栏，看起来和城里的

花园没什么两样。
和农区相比，牧民的生活

是悠闲的。现在是上午九点多
钟，牧民们刚刚喝完早茶，有的
去了夏牧场，有的去了旗里或
是附近的嘎查走亲戚办事去
了，村里静悄悄的。不远处，一
排蒙古包后面出现了一个建筑
工地，有工人正在干活，看样子
都是些外地人。果然，工地负
责人向我们介绍，这是个牧草
种植项目，他本人是项目经理
姓吴。吴经理说，正在建设的
是一个 600 平方米的双层保温
大棚，举架高度是 6 米，能达到
最大的温控效果。大棚内要建
起8层种植架，采用水培的方式
种植麦芽草，不使用添加剂，也
不使用任何化学用品，麦芽草
在七八天内就可以出芽成形打
卷，直接用来喂牛喂羊。因为
大棚是恒温，一年四季可以循
环种植，也就是说，每天都在下
种，每天都在出芽，每天都可以
成形打卷，每天都可以用新鲜
的麦芽草喂牛喂羊。以目前这
个600平米大棚计算，日产鲜草
2000 公斤，能够养羊 1000 只左
右。

这样说来，只要有这么个
棚，一只羊从出生到出栏，可以
不占用一亩草场。吴经理说，
理论上说是的，这已经是一项
成熟的技术，在我们国家的吉
林 、新 疆 等 地 已 经 大 面 积 推
广。如此说来，将来的养殖业，
完全可以摆脱对草场的依赖，
不仅牧民可以这样做，农民也
可以搞养殖，牛、马、骆驼、羊这
些传统的由牧民们在草原上放
养的牲畜，变为现代的工业化
生产，随之而来的是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牧民也不
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牧民。这令
人吃惊，因为，这简直是一场革
命！一场颠覆性革命！

额日和木告诉我，这个项
目由政府投资，建成后承包给
个人，是我们吉日嘎查畜牧业
产业化的一部分。

额日和木自己就是一个养
殖大户。大学毕业后，额日和
木先是在外面闯荡了几年，最
后还是选择回到了自己的家
乡，是眷恋母亲亲手烧制的那
碗奶茶，还是眷恋白云下面那
悠哉游哉的快乐时光？不管怎
么说，额日和木觉得还是回到
草原才能过上自己想要过的日
子。额日和木和人合伙办了一
个养牛合作社，从澳大利亚引
进了 128 头纯种西门塔尔基础
母牛，建起了800多平方米的圈
舍。现在，老婆在旗妇联上班，
孩子在旗里上幼儿园，额日和

木 每 天 的 任
务 就 是 为 嘎
查 的 事 跑 跑
腿，偶尔到自
己 的 放 牧 场
转一转，日子
倒 也 轻 松 自
在。

牧 民 毕
力 格 也 有 相
似 的 经 历 。
毕 力 格 刚 从
自 家 的 牧 场
回来，因为有
人 要 给 牲 畜
打疫苗，毕力
格 还 兼 着 嘎
查 的 防 疫
员 。 毕 力 格
年 轻 的 时 候
也 在 外 面 打
过工，后来也
选 择 了 回 家
创 业 。 现 在
和媳妇还有老岳母经营着80多
头牛、200 多只羊，有草场 7000
多亩，孩子在呼市上大学。我
给毕力格估计了一下，保守一
点，年收入二三十万不成问题，
毕力格嘿嘿地笑了。

毕力格家里有冰箱、洗衣
机、电视机，进屋是客厅，有沙
发、茶几、组合柜，厨房是整体
橱柜，有冬天取暖用的锅炉，外
面有俗称大锅的卫星电视接收
器，院子里停着一台蓝色的轿
车，阳光房里还放着一张单人
床，想必是男主人天热时乘凉
的地方。

中午我们回到嘎查两委的
办公室，正好驻村第一书记刚
从外面回来。第一书记叫额日
登巴雅尔，是旗市场监督管理
局稽查大队的副大队长，去年
九月份来的。虽然到任半年多
的时间，却也争取来两个项目，
一个民委 92 万元的发展基金，
引进 31 头西门塔尔基础母牛；
一个是39万元的棚圈项目。这
些天除了禁牧，正在推进牧户
的厕所改造，政府给每户 2500
元，牧户自筹 500 元，这项工作
也要在年底前完成。额日登巴
雅尔说，总之，现在要解决的是
如何让牧民们生活的质量更好
一些，钱能挣得更多一些的问
题。

吉日嘎查简介：吉日嘎查位于
巴彦查干苏木西南部，距离苏木所
在地30公里，毗邻达达线。嘎查总
面积80万亩，其中草场面积65万
亩，林地11万亩。辖6个独贵龙，户
籍人口260户665人，常住人口156
户 475人。2021年牧民人均纯收
入1.42万元，嘎查集体经济收入累
计10.6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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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村是我的故乡。故乡是什么？
故乡是李白的“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
舟”；故乡是王维的“君从故乡来，应知故
乡事”；故乡是宋之问的“近乡情更怯，不
敢问来人”；故乡是我玩笑中的“穷山恶水
和我”。联合到底是什么样？就让我以心
为眼去描述她吧。

联合村没有红星村优越的地理条件，
也没有碌碡湾发达的畜牧业，甚至都没有
红石砬的交通位置。她如同我的父亲那
失去弹性的，干瘪的手，看上去有些丑
陋。她如同跋涉千山万水的乞讨人，衣衫
褴褛风尘仆仆。但她却是一个让我牵肠
挂肚的地方。是一个我可以嫌弃她，可以
说出她的一百种不好。但如果是外人说
她一句不好，我都会怒目圆睁与他争个昏
天黑地，直到他说好为止的地方。

联合村隶属芝瑞镇。因村民委员会
驻地位于联合村，故得名。联合村民委员
会位于芝瑞镇人民政府驻地西北 55 千
米。东邻万合永镇兴盛义村，南接永丰
村，西连富盛永村，北与先锋村为界。

具体到我的出生地，她是联合村下的
元隆店组。记得小的时候村组前后都是
树，在村组后有一个大果园，果子刚长到
拇指肚那么大，孩子们就开始对它垂涎欲
滴了。有淘气的孩子就会趁果农不注意
去偷果，被抓现形也不太责罚，只是警告
一下。果农也知道，孩子不仅仅是淘气，
还有饥饿。村组旁边有条小河，那时河水
清澈，从山上干活回来会掬一捧水喝。三
伏天一到，大人们会带着孩子们去洗澡，

对于熬过漫长冬天的人们来说，能在河里
泡澡，简直就是一种无与伦比地享受。村
组中央有一口辘轳井，那是全村赖以生存
用水的来源。那时候不懂事，和小朋友们
向井里投石子，被哑巴大爷发现，追着
打。对于这件事，每每想起都会满心愧
疚。

后来，果园变成耕地，很多树木也被
砍伐，就是为了多种粮食，人们是饿怕
了。有多饿？听大人们说，有一年闹灾
荒，有的人家真的是到了吃土的地步。耕
地逐渐变多了，可是因为原有植被被破
坏，环境恶化。春天村里开始刮《中条山
的风》一天进嘴四两土，白天不够夜里
补。冬天又总爱下雪，常常大雪封路，进
不去出不来，偶尔过一辆车，都会目送它
消失在天际线。

那一段时间，对于故乡的感情就是逃
离。我嫌弃她，害怕这种贫穷和饥饿延续
整个人生。所以，那时努力读书的原因就
是为了离开故乡。外面精彩的世界不但
是吸引着我，也吸引着故乡的人。就在那
时候，很多人背起行囊开始了外出打工。

故乡人从饥饿到吃饱饭，这中间的过
程省去若干文字。后来，随着国家的政策
越来越好，各小组打了机井，有了水浇地，
从此告别靠天吃饭的痛苦。砂石路被水
泥路替代，有雪的时候，村部会动用现代
化机械推雪，保证交通。还进行了危房改
造，脏乱差的环境被改变。退耕还林把环
境治理起来，风沙小很多。最近几年，村
民通过调整种羊结构改善了生活。很多
人家安装了太阳能，无论冬夏都可以洗澡
了，这是老一辈人做梦都不会梦到的事。
也别以为村子人思想落后，其实，与时俱
进是村子人暗藏的标签，院子和棚圈装上
监控设备，躺在炕上看牛在圈里的活动情
况，现在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随手一开
电源，外面井里的水就顺着管路流到缸
里。

三十年前，姨姨家因为下雨淋塌了房
子，连夜搬到我家，我因为家里拥挤把姨
姨家大弟弟踹下炕，仿佛就在眼前，可又
无法与眼前的事物联系。现在，修好的房
屋空置起来等待它的主人回家，听姨姨说
明年就从外地打工回来了，看来金窝银窝
不如自己的老窝。

曾经有逢五的集市，半里路长只有一
个两个摊位，也逐渐走向消亡。因为路修
到了村里，机动车多了起来，去镇里街里
购物也成为稀松平常的事。集市逐渐消
失也在情理之中，成为过去的不仅仅是集
市，还有曾经的天盛号总校，它的高光时
刻是出了一名清华的学生，这个人一度成

为老师和家长教育我们的典范。
时代总是在变化的，如果细说联合村

的变迁，会有一段生冷的数字。在这里只
简单交代一下，1956年3月广兴源区划建
立4个乡，联合村隶属天盛号乡；2001年7
月天盛号乡与广兴源乡合并，改建为广兴
源镇，天盛号乡联合村民委员隶属广兴源
镇；2005年12月广兴源镇并入芝瑞镇，联
合村民委员会隶属芝瑞镇。把数字载入
文献，把文章赋予情感。跟着文字继续了
解联合村。

这次村里人知道我要写故乡了，很少
走动的大叔叫我去吃了顿饭，满满一大桌
菜。他嘻嘻的笑着，搓着手说：“丫头，你
可要好好写写，咱祖祖辈辈在这里生存不
容易，别嫌弃它。过去吃不饱穿不暖，咱
都熬过来了，会越来越好的，你知道我无
儿无女，生病长灾都是村里管，要是旧社
会我能活到现在？你看看我现在吃的喝
的不知道比过去强多少倍。”我知道大叔
说的是实话。刷个朋友圈，也常刷到故乡
人在朋友圈晒家里刚刚下的牛犊羊羔和
长势好的庄稼呢。

我开玩笑说故乡穷山恶水，东沟脑人
不愿意了，东沟脑有钼矿啊。听说要打造
成绿色矿山呢。如果能够合理开采，故乡
人会受益很多的。我开玩笑说故乡穷山
恶水，西沟脑人也不愿意了，西沟有蕨菜，
黄花，獐狍野鹿到处跑。

有时我就想，什么是绿水呢？或许没
有真正意义的河水，只是各小组打了机
井。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什么是
青山呢？或许，这山出了石头，铺成了
路。不用再害怕大雪封了路出不来进不
去。大自然在这里转化着不同形态养育
着她的这些儿女，走出去的没走出去的。
从不吝啬，从不嫌弃。故乡的发展路还很
长，未来的故乡是什么样，我无法设想。

长辈们总爱说一句话，凡事别急，慢
慢来，会守得云开见月明。你信吗？反正
我信了。秋天各家院子里红彤彤的沙果，
李子，使村子有了收获的喜悦，我回联合
摘果子的时候，你和我一起去吧！

联合村简介：联合村总面积21万亩，其中
耕地面积5.7万亩，草牧场面积6.9万亩，林地
为13万亩（人工造林面积0.6万亩）。下辖道
旁、东沟脑、西沟脑、徐营子、阳坡、铁匠炉、石
岗、铁营子、上范家、上窝铺、大营子、元龙店、
娘娘庙、天盛号、好来沟15个村民组，户籍人口
842户1827人，常住人口257户592人。半农
半牧，要种植荞麦、莜麦、玉米，养殖牛、绵羊。
2021年人均收入9600元，集体经济主要依靠
帮扶单位。2021 年集体经济收入累计 5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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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一个午后，雨在哗哗
下，我被雨滴包围着，微风中裹挟
着熟悉的那种沤肥腐烂的气味，
趟着乡路上的细流，走进永明村。

“党群服务中心”走廊的墙面
上，写着“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
人民的心。”“促进各民族在中华
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一条
条习近平的语录很醒目。

据万合永镇党委副书记王凤
莲介绍，这个村从 2014 年开始土
地流转，由老书记李志存带头流
转了几百亩土地，并积累了经验，
到第二年，流转土地达到两千亩，
采取机械化集中连片作业，多品
种轮作，普获丰收，尝到土地流转
的甜头。工作对了路子，村民就
有了好日子。随后涌现出冷青
松、宋玉林两家千亩以上的种植
能手，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实现
了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

正说这话，刚从地里看苗情
的村党支部书记刘树披着雨衣闯
进村部，简短介绍，我们就熟络地
聊起来，“在镇党委政府的正确引
导下，大搞设施农业建设，自筹资
金900多万元，开发了700多亩大
棚，共流转13个村民组237户村民
的 6600 余亩土地，按照土地的位
置和肥沃程度每亩土地租金在50
到500元之间，流转的土地由种植
大户进行集约化经营，主要种植
谷子、马铃薯、中草药和甜菜。土
地集约化经营，把土地流转给懂
技术、有实力的个人或合作社集
中耕种，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
效。食用菌产业成为村民增收致
富的主渠道，实现了就业在门口，
盈余年年有。下一步我们村继续
加大土地流转力度，扩大现有规
模，开拓农户租营，自建自营等模
式。引进特色种植和有机农产品
深加工项目，打造多元化农业产
业园区，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这几年我明白一个道理：生态好，
才能生存好，不为村民办实事，村
干部也会被淘汰！”

唠到劲头上，刘树感慨：“万
事开头难，不怨天不怨地，关键在
思想上，得把工作做到家，用不动
声色的典型引路，看得见摸得着，
比如说，在设施农业建设中，耕地

里乱七八糟的电线杆子，挪就得
费几帽头子劲儿，不是把鞭子打
在背上就动弹，而是老百姓付价
还价，看给的钱是多少。改革很
难，农村的改革更难，难的还是镇
政府工作组和村干部。”

一席话，让我体味到农村工
作的艰难。

在永明村采访，有许多让人
感动的帮扶故事，共同的特点是
抱团脱贫，如王瑞林、宋国明、张
显军和黄德仁等，他们互学互助，
取长补短，学技术，兴产业，共同
创造幸福的家园。

吕凤全是永明村老窝铺村民
小组的一个双残家庭贫困户，一
度是脱贫攻坚中最难啃的一块

“硬骨头”。儿子吕长春多年在外
打工，成为“裸奔月光族”，这样

“穷叮当”的户，在镇党委政府和
村两委的帮扶下，采取流转土地
搞种植，村聘用公益岗，去大棚打
短工，结合地域关系，整合人、财、
物资源，镇村组拧成一股绳，打破

“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实行
抱团取暖模式，从单兵作战变为
握拳出击，年收入达 5 万元以上，
一举脱贫。如今的吕长春，马上
就要娶新媳妇，告别“光棍”生活，
脱贫脱单，双喜临门。

大学生刘宇奇，2016 年毕业
于辽宁省信息技术学院，2017 年
开始回乡创业，组建宇润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暨万合永镇永明村食
用菌扶贫产业园，注册资金达200
万元，自筹资金 236 万元，流转土
地324亩。在采访中得知，食用菌
产业，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发展规
模化栽培，通过“公司+基地＋农
户+贫困户”的模式，发挥利益纽
带作用，有效带动当地贫困户脱
贫致富，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条。彻底改变资源浪费型的传统
农业，实现“点草成金、化害为利、
变废为宝、无废生产”，为农作物
秸秆的综合开发利用开辟了一条
最为有效、持久的捷径，具有“不

与农争时、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
地、不与地争肥、占地少、用水少、
投资小、见效快”等特点，是延长
农业产业链和促进农业生态环境
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
利国利民的三农大事业，前景广
阔。

在青山环抱中，白色的大棚
连绵成片，有机蘑菇让农民在家
门口“掘金”，装满钱袋子。汪彦
军是杨营子组村民，以前是家庭
的主要劳动力，在 2017 年患了冠
心病之后做了心脏支架，失去了
部分劳动能力，加之连续供两个
孩子念书，被村里评为贫困户。
自从有了蘑菇棚，村委协商两口
子打工，有了稳定的收入脱了
贫。目前，公司完成总投资846万
元，年种植香菇菌袋 110 万袋，安
置就业80人，每人每年收入突破2
万元，救助贫困户12人，为村集体
增收11万元。

采访结束了，雨也停了下来，
西边的太阳露出笑脸，一弦彩虹
挂在东面，圈住永明村的“只此青
绿”。

“山外深林林外村，绿荫冉冉
掩柴门，宦游到此豪华尽，鸟语花
香酒盈尊。”这是当地流传的一首

“夏日山居”，当地的地质奇观“岩
臼群”也流传着“九缸十八锅，不
在阳坡在阴坡。”其实，绿水青山
已成为永明人永恒的财富。

永明村简介：永明村1958年建大
队，命名为九神庙大队。1966年更名
为永明大队。1984年1月新井人民公
社改建为新井乡，永明大队改建为永
明村。2005年12月合乡并镇，隶属于
万合永镇，驻地在山后村民组，距镇政
府6公里。永明村是典型的高寒土石
山区，属于半农半牧混林丘陵地带，川
平地与山坡地并存。全村总面积18.5
万亩，其中耕地 1.392 万亩，草牧场
12.1718万亩（打草场3.6万亩，牧场
8.5718万亩），林地3.2万亩。辖13个
村民小组，户籍人口 605 户 1645 口
人，常住人口231户559人。2021年
人均纯收入8396元，村集体经济收入
累计17.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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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明 村 见 闻
■何景瑞

你知道锡林河发源哪里吗？有人会说，
锡林郭勒盟。其实，锡林河发源于克什克腾
旗黄岗梁流域的巴彦查干苏木境内的陶力盖
山，古时称为淖沦诺尔。那么，这条汉语译为
高原上的河，就让人有了诸多兴趣。

古人云，百川东到海。一切河流的方向
是大海。谁能想到，锡林河在克什克腾贡格
尔草原蜿蜒41公里后，一个华丽的转身，悠
然掉头西去，流入锡盟境内，衍生出了现在河
流的名字——锡林河。

而锡林河流过的这片原生态草原，就是
我这次之行的达日罕乌拉苏木乌拉苏太嘎
查。

神奇而旖旎的乌拉苏太，是一个斑斓多
彩、人文积淀丰厚的地方。境内那些名叫贡
格尔的草原，名叫保木台的湖水，名叫金界壕
的边堡，名叫锡林河的溪水，将岁月沉淀成一
种姿态和芬芳，演绎出这片草原的前世今生。

乌拉苏太是由境内的乌拉苏太山得名，
它的前身是保木台嘎查。这个不同寻常的名
字，凝聚着草原的历史沧桑，记录着草原的品
德，是草原的丰碑。而被誉为草原上的领头
雁花拉的故事，则是这里一个永不忘却的话
题。

花拉，这个 1903 年出生的蒙古族牧民，
她的名字就像草原的鸿雁一样，在草原上四
处传扬。人们赞美她的睿智、善良、博爱、公
而忘私的品质。

新中国成立后，花拉响应党的“组织起
来”的号召，带领牧民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创办克旗第一个牧业互助组，改变一家一户
小格局的放牧业态，四季轮牧，春走敖特尔，
夏游牧，秋冬定居，让生态休养生息。为转变
牧民传统养畜观念，自己花钱从外地引进优
良种畜，改良当地土种畜。她情系草原，心里
装着牧民的饥寒冷暖。有一年冬天，她去看
望一位年迈病重的老额吉，深夜骑马回家途
中陷入齐腰深的冰河里。据传说，是上苍佑
护了花拉。被困在冰层里半个时辰的坐骑，
突然，一声嘶鸣，四蹄腾空，踔厉而起……花
拉的许多感人事迹在草原上妇孺皆知，她用
平凡的生命谱写了不平凡的人生。1959 年
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同年出席全国群英会，曾
两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接见。

初夏的贡格尔草原，还尚未完全蜕去冬
春的基调，放眼望去，青黄相间，绿色朦胧，漫
漶迷离。当下，正值草原禁牧期，阔野之上，
只见云影投落，不见牛羊游动。

同行的嘎查书记图格杰指点着眼前告诉
我，那就是草原长城——金界壕，是迄今保存
最完整的一段。我知道，这些不起眼的“大土
堆”，却是金代的古长城。若是在翠色欲流的
七月来草原，凭吊迤逦而行的金长城，那是最
惬意的艳遇。远古的风，从草原深处缓缓吹
来。这些历经800 余年砥砺的土墩台，催化
成了一坨坨大地的骨节，远眺如卧龙蜿蜒，蔚
为壮观。

文化是草原的根，草原的魂。金界壕，遗
落在草原上的文化印记，引起世人的关注和
青睐。2020年，金界壕遗址——乌拉苏太段
入围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保护段；金界壕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已纳入规划，指日开
工建设。

遥望苍茫的草原，空阔、无际、寂寥，此
时，仿佛就进入了古代边塞诗的境界。在草
地和沙丘间，藏着一泓形似方舟的清亮，它，
就是保木台湖。冠以地名的湖泊，当然因为
知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保木台嘎查名播
遐迩，我曾两次叩访这里。黄牛改良，绵羊育
种，防疫抗灾成果斐然，几级媒体都作过报
道。至今，保木台红牛，大尾巴羊，依然是值
得炫耀的当家品种。蔚蓝的湖面上，凫游着
星星点点的天鹅和水鸟，我们的到来，惊扰了
它们此刻的安宁和沉静，野鸭嘎嘎鸣叫着骤
然飞起。湖边一侧，一群不同肤色的马匹，低
垂着脖颈，静静伫立在水泽里。

汽车驶离湖畔，前往沙窝子独贵龙，那里
一个叫青格勒的牧马人引起我的兴趣。乌拉
苏太近年养马业正酣，数量一跃接近 2000
匹，马的身价也在攀升，成为乡村振兴的朝阳
产业。自古蒙古人是十分爱马的民族，历史
上有多少关于马的故事。

驶过一道山梁，四周山谷柔曼起合，在浅
绿青褐的背景中，一爿爿民宅错落，别致又醒
目。驻足在一所偌大的庭院前，两棵高大并
肩耸立的杨树吸引了我。图格杰书记走过来
对我说，知道不？乌拉苏太的汉译名就是杨
树。一时，让我多了几分好奇与敬重。

青格勒是个典型的牧马人，脸膛黑里透
红，目光坚毅。他25岁起在贡格尔草原上放
马，26 个寒暑，“烈日摇闪马杆，风雨浇灌蹄
声。”扯开嗓子唱响的牧歌，飞扬回旋在草原
深处。

提起养马，青格勒就会仰起头，眯起眼，
如数家珍地讲给我听。出入居室，随处可见
牧马人的用品：马鞍子、马笼头、马嚼子、马
棒、套马杆，还有房间里挂在墙上的马鞭、马
仔帽、皮腰带、马甲…… 青格勒的骏马情结，
与他特殊的乐趣有关，一生喜欢纵马驰骋，着
迷蒙古马的改良和驯化。他至今牧养的130
匹骏马，改良率达到90%以上，并遗传了蒙古
马的筋骨、血脉、气韵、精神。那种“龙马精
神”，闪现在乌拉苏太的良种马身上。

几年前，著名诗人、散文家、画家席慕蓉，
欣闻来到乌拉苏太，看到青格勒在夏季牧场
的马群后，不胜欣喜，啧啧称羡。从 2015 年
起，连续4年，她年年夏天飞越海峡，从台北
来到贡格尔草原，来到青格勒的牧场，尾随着
马群徜徉，采风抒怀，吟赏咏志。她说，她喜
欢看北方草原的群马，尤其蒙古马奔跑的样
子，流泻着力与威严。“那群马从山坡的那一
边/越过天际线潮水一样呼啸着奔涌过来的
阵势/地动山摇/尘烟蔽日/青格勒扬一根套
马杆在奔驰的马群里起起伏伏/像个弄潮儿

出没在绿色的波峰浪谷。”
在乌拉苏太的那些日子里，观察马渐渐

成了席慕蓉的一种艺术享受，从马的世界里
找到了驰骋的诗韵，激发了创作灵感，写出了
纪实文学《青格勒的马群》。阅后你会对那个
缥缈而神秘的地方心驰神往。还有一位本土
摄影人，不经意来到这里，巧遇青格勒的马
群。从此他迷恋上了这群马，每年带着摄影
器材过来跟拍，把蒙古马的雄浑壮美留在影
集里，传播给世人。

青格勒为回馈养育他的这片草原，近年，
先后两次自己出资举办那达慕，除了常规的
体育赛事外，又增加一项精彩的套马比赛。
在诸多骐骥角逐中，青格勒和他的坐骑青骢
马、枣红马骁腾纵横，所向披靡，出色的表演
赢得喝彩声不断。

当我将返回时，主人在惋惜未能见到毡
子口的景色，说相距并不远，只是途中要过两
个沙梁。我不想此行留下遗憾，于是决意走
一趟。我们将轿车换成越野，由熟悉路况的
牧民胡格吉勒图驾驶。原来，毡子口就在老
胡的夏营盘，东朱日和敖包下。这里的秀美
风光的确不容错过。

这座隐于乌拉苏太北端的毡子口，渲染
着一种另类的美。近旁有朱日和敖包托举，
脚下清澈的锡林河蜿蜒，两岸芳草斜阳，虬枝
蓬茸，一簇一簇高低苍遒的榆树直接天际。
顺流往下，蓦地，河上耸兀起两座峰岩，似灵
龟之孤，称高吉格日哈达（汉译为对峙的峭
壁）。史上“毡子渡口”的故事即发生在此。

早年，这里居住一位有名的巴彦乌拉代
（富人）。某日，去锡盟参加一敖包盛会。下
山途中，他捡到几块彩石，放进随身的褡裢
里，当地一巴彦见此，则诬陷他偷了玉石，当
众奚落难看他。乌拉代巴彦忍辱返回后，一
时咽不下这口冤枉气，愤然萌生堵断锡林河
水源的想法。于是，他把存储的羊毛赶制成
许多毡袋子，装填上砂石，垒在河床对峙的峭
壁间，使河水受阻回流入贡格尔河。不久，锡
盟阿巴哈纳尔旗王爷主动提出和解，经协商，
对方每年向克什克腾旗扎萨克颜缴纳40头
二岁（碧如）牛，作为拆坝放水的条件。这便
是毡子口地名来由，而用卖牛的钱建起了“碧
如浩特”，也就是现在的小城经棚。

回望时光，岁月如风斯年远去，毡子口犹
在，静静耸兀在草原的寒暑里，向世人低吟融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山水佳话。

此刻，天边仿佛传来袅袅歌声，那是一首
在心中沉淀已久的歌：

“锡林河啊锡林河/日夜不停地在草原上
流过/你是辽阔草原的母亲/养育着两岸鲜花
朵朵……”

乌拉苏太嘎查简
介：乌拉苏太嘎查位于达
日罕乌拉苏木北部，距苏
木政府所在地38公里，
纯牧业嘎查。总面积38
万亩，其中草牧场30万
亩，牲畜头数 4.3 万头
（只）。嘎查辖6个独贵
龙，户籍人口373户、878
人，常住人口254户、620
人。2021年，牧民人均
纯收入1.8万元，嘎查集
体经济收入累计12.2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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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 林 河 流 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