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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荼

人在车中坐，车在画中游。穿行在河
南营子这个美丽山村里，我看到绿水青山
风景旖旎，见到田野肥沃阡陌纵横，感到微
风不燥阳光正好，一下子，我就爱上了这个
同兴镇的小村庄——河南营子村。作为一
名资深旅行达人，我对美景有一种天生的
发现力，所以我对民风淳朴的河南营子有
一种由衷而来的亲近感，哦，我爱河南营
子。

多年来，河南营子村坚持以农养牧、农
牧促旅的发展方针，人口密度小，土地面积
大，可谓是地大物博、地广人稀。在海阔的
带领下，我深入到街头巷尾与当地百姓攀
谈，感受到这里的人们很勤劳，把自己的庭
院收拾得干净整洁，各种器物摆放得井井
有条；这里的人们很善良，团结友爱、睦邻
友好，遵守法纪和村规民约，你来我往促团
结、齐心协力共进步、共建美丽新农村；这
里的乡风很文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讲
文明、树新风、做榜样、传后人；这里的家风
很敦厚，孝老爱亲、最美儿媳、五好文明家
庭等综合评比彰显的是荣誉、体现的是家
风。说真的，我爱河南营子。

据河南营子村支部副书记马秀英介
绍，这里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逐步
实现，机械化种植、滴灌化作业、托管化养
殖、硬质化道路、群众性活动等一系列惠民
举措让人民的生产生活有了质的飞跃和提
升，百姓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问及河
南营子村三十年前后变化比对时，她非常
感慨，声音呜咽：“梁老师，不瞒你说，三十
年前我和爱人刚结婚时候河南营子是啥都
有，就两样东西没有啊，就是这也没有，那
也没有。那时候咱农村这大土路，一走一
过就是尘土飞扬；老百姓种地全靠畜力，又
受穷又受累啊。后来呀，条件逐渐好起来
了啦，我们进行了生态环境大会战，植树造
林改造荒山，人是累了点，但是我们团结有
力啊，几年后看到荒山披绿翠，我们开心地
笑得像个孩子。再后来，有了小流域治理
工程，我们又甩起膀子干上了，解决了水土
流失的问题。近年来，我们村在国家大方
针大政策的领导下，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支
持和指导下，我们进行美丽乡村建设，改造
水电路户桥，消除绝对贫困，我们调整产业
结构，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现在，我们的日
子越来越好了。现在的河南营子村仍然秉
持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伟大先进正
确理念，忆苦思甜，好好干。”马秀英的话，
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是啊，三十年沧桑巨
变，几代人接续努力，坚持生态优先的发展
理念，把河南营子村从破财的小门小户小
山村，变成了现在的大家大业大营子，这是
一种坚定的信念做支撑、先进的精神为指
引、庞大的力量促发展，不入河南营子亲眼
看、亲耳听，感受不到这沧桑巨变，我被这
里的人、这里的事、这里的变化深深地打动
着，流下了深情又幸福的泪水。讲真的，我
爱河南营子。

听村里的老校长说，河南营子村名的
由来众说纷纭，其中有一种传说是这样的：
当年闹饥荒，有几户人家从河南向北逃荒，
本想奔到北京落地乞讨，行至半路见此地
水草丰美、地域辽阔，遂在此安家落户，繁
衍生息，外人问及此为何地，答曰河南营
子，即河南人所在的营子。另有一说法，是
村里另一王姓老人告诉我的，他说在建村

之初，不叫“村”，叫“营
子”，兵营的“营”。我国
长城以南，一般把村落
称作“村、庄、屯、集”。
在赤峰一带，一般称呼
村落为“营子”。这是历
史遗留下来的习惯。赤
峰这一带是古战场。每
逢战乱爆发，这里都是
兵家必争之地。战争期
间，这里不适合人类居
住。国泰民安之时，才
有居民开荒种地。这里
的拓荒者，一般都是朝
廷派来屯垦戍边的人，
亦军亦民，在“兵营”居
住。所以，这里的居民
把村庄称作“营子”，如

“张家营子”“李家营子”
“河南营子”等等。

不论哪种说法，如
今均已不可考，但是河
南营子人民精耕细作、
孝老爱亲的优良传统一
代一代地传承了下来，
在走访过程中，有一位本地妇女吸引了我
们的注意，她叫鞠秀琴，她是名副其实的孝
老爱亲贤内助，她是同兴镇河南营子村一
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孝老爱亲”深深
地刻在她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中。她用心
侍奉年迈多病的婆婆，用情教导孩子的成
长，用爱呵护家庭的和睦，成为三里五乡的
佳话。鞠秀琴的婆婆宗秀云因脑梗留下了
后遗症，偏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由于丈
夫每年都要去外地务工，照顾家庭、种地养
牛、伺候老人的重担就落在了鞠秀琴自己
的肩上。几年来，婆婆的头发都是她亲自
给清洗、修剪。鞠秀琴生性善良贤惠，面对
多病的婆婆，她毫无怨言，婆婆总是说：“有
好儿子不如有个好媳妇，有这样的儿媳妇
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啊”。她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默默诠释着“孝”和“爱”的传统美德，
展现着一个时代女性的博爱仁兹、善良真
诚的美丽形象。如此典范，实在让人动容，
此刻，我只想对鞠大姐说一声：您真好！如
此厚德满村的河南营子，怎能不让人热爱，
我是真的好爱河南营子。

从河南营子村返程时，热情的村民给
我们递鸡蛋、拿李子、送黄瓜，我和海阔摆
手说不要了不要了，他们还是一个劲儿地
顺着车窗往里塞，争先恐后地说：“俺村不
大，难得来了个小作家，我们咋也给带点
啥，都是新鲜的，拿着路上吃昂。”

淳朴的民风，亲切的话语，让我们为之
感动，车子缓缓地开出村子，村民们的身影
渐渐缩小，不知不觉中，两行清泪在我两腮
静静地淌，是的，我爱上了这个地方。这里
是牛羊马匹栖身之所、沙漠骆驼育犊之乡、
产业发展振兴之地、白发老翁享乐之邦。
河南营子，我爱你……

河南营子村简介：河南营子村位于同兴镇
东北部，北与安乐村和天合村相邻，东与林西县
统部镇接壤。全村总面积13.8万亩，土地总面
积8.7万亩，耕地面积1.1万亩，辖7个村民组，
户籍人口512户1069人，常住人口185户425
人。2021年人均纯收入8000元，村集体经济收
入累计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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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韵新生的墩墩坤兑川，犹如
它古老的名讳，饱含着神奇。造物
主在此布设了数以百计的山峦，墩
敦厚重的，亭亭玉立的，层层叠叠，
挨挨挤挤，把河川挤压成一条窄窄
的狭道，人们出行东西尚可，绕河
而行；南北可谓蜀道之难，难于登
天。方圆数十里只有一条九曲十
八弯的路通往前漫甸，且坡陡弯
独，经常有车毁人亡的惨剧发生。

云瑶古洞佛爷府，山出旮旯供
圣神。在川中段雪花营子后山，怪
石嶙峋，古木丛生，半山腰处有一
宽敞明亮的石洞，曰圣佛洞，洞深
约数丈，左右和上方挂满了红色的
彩头，前面的香炉周围有些许零
钱，香客说不上络绎不绝，也三三
两两的有余。旁边一条土道已被
踩的光亮无尘。信众们的求仙拜
佛目的不得而知，灵验程度也无从
考究，久而久之的传说却给这一带
山水增添了几分神秘。

听老人讲，全国解放后，直到
了七十年代末，新道梁村并不富
裕，人们住着破旧、低矮、窄小的茅
草屋；至高无上的神佛并没有给这
里的人们带来任何好处；山上光秃
秃的，少有树木。唯一的树木，是
在一个叫喇嘛坟的地方，有一片野
生杨树林。

六十年代中期，天气干旱少
雨，连年自然灾害，国家贫困，人民
贫穷，多数百姓吃糠咽菜，就连做
饭的烧柴也难以为继，于是心乖手
快之人像小猫见了鱼一样盯上了
这片山杨林，起早贪黑、披星戴月，
偷偷摸摸地去山上砍伐，喇嘛坟在
呻吟，喇嘛坟的白杨在哭泣，渐渐
地喇嘛坟的绿装被撕扯的肢零破
碎，变成了瘦骨嶙峋，满脸皱纹，容
颜丑陋的“老太婆”。失去了往日
生机。

过度滥砍盗伐，植被严重破
坏，水土流失，水位下降，墩墩坤兑
河每到汛期洪水肆虐，常常冲破堤
坝，冲毁房屋，淹没庄稼，给村民的
生产和生活造成巨大损失。当时
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禅：“新道梁
村多忧愁，连年灾荒粮歉收。春天
刮风黄沙起，雨后山洪冲走牛”，可
见气候与环境多么恶劣。

更为严重的是人们饮水成了
最大的难题，特别是代家窝铺，整

个营子三四百口人只有两眼井，每
次打水只能蒯到两盆水，每天天刚
放亮，人们排成一长队挤在水井
旁，抢到的水仅能维持人畜生命。

农民种地靠天吃饭，即使好年
景，由于地少人多，土地贫瘠，收的
粮食也只能填饱肚子，生活十分贫
困。村里的姑娘抢着往外村嫁，外
村的姑娘谁也不愿意嫁到这地方
来，当时这里流传着这样几句打油
诗：“两岸秃山夹一沟，山穷水恶少
羊牛，家贫屋破妇难娶，盼儿成家
愁白头。”

改革开放的东风如雨后春笋
般吹遍了新开地乡，吹醒了新道梁
村，当时，高瞻远瞩的新开地乡政
府向全乡人民提出了要在极其艰
苦的条件下，举全乡之力建教学楼
的倡议，发出了“再穷不能穷教育，
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口号，全乡每
人捐款五十元，建教学楼。倡议得
民心、顺民意，得到了各方力量的
踊跃支援，用了两年时间，克旗农
村的第一座教学楼在新道梁村头
拔地而起，成为当地一道靓丽的风
景，被誉为“克什克腾旗农村教育
的明珠”。楼上“崇尚科学、追求真
理、赤诚爱国，奋发成才”十六个红
色大字熠熠生辉，教学楼左侧是餐
厅楼、楼后依次是学生宿舍楼、教
师公寓楼、幼儿园。校园内松柏蓊
郁、白杨参天、花草飘香、争奇斗
艳；书声琅琅、歌声阵阵，新道梁村
沉浸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之中。

新环境催生新成就，新开地乡
总校师生不负众望，为国育才，拼
搏进取，连年取得优异成绩，在全
旗名列前茅。

近年来，随着国家“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新道梁村
牢固树立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纳
入乡村振兴的主攻方向，把“美丽
乡村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
目标，保护自然，顺应自然，落实强
农惠农富农政策，精心谋划暖民心

行动，发展多种经济，农业、牧业、
养殖业综合发展，生态补水、围封
禁牧成效显著，以绿色发展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春天来临冰雪融化，村东、村
西两侧高山上的雪水汇入墩墩坤
兑河中，河水上涨，人们把河水引
入农田，浇地春播。春日艳阳下，
孩童们在河边掬水追逐，阵阵欢声
笑语；鸭、鹅在河水里畅游，捕鱼嬉
戏，“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
美景尽收眼底；大人们拿网提桶，
筑坝捕鱼，吃在嘴里肉嫩味鲜，是
餐桌上待客的美味佳肴。墩墩坤
兑河上架起的墩墩坤兑桥，是新道
梁村连接东西漫甸的咽喉要道，便
利的交通，使新道梁村成为新开地
乡的交通枢纽，促进了经济的快速
发展。

经过几年的努力，如今的新道
梁村生态美、环境优、产业兴、百姓
富；新房幢幢、牛羊群群、良田畦
畦、绿树森森、花香阵阵、鸟鸣啾
啾、兔跑狍奔……

文化广场是新道梁村亮丽的
景观，“逢盛世国运昌盛，沐春风万
民同欢”的巨幅对联是国泰民安的
真实写照。体育健身场、排球场、
篮球场、舞蹈场、公园等，为人们健
身、娱乐、休闲提供了理想文明的
场地，火树银花下，健身跳舞，吹打
弹拉，唱歌攀谈，形式丰富多彩。
新时代、新生活、新气息，尽显其
中。

国泰民安享盛世，风好正是扬
帆时。

新道梁村在党的阳光沐浴下，
在实现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将锲而
不舍、驰而不息，续写传奇，让新道
梁村天更蓝、水更碧、花更香、民更
富，万象更新……

新道梁村简介 ：新道梁村位于新
开地乡政府所在地。全村总面积10.5
万亩，其中耕地面积2.49万亩，全村辖
14个村民组，户籍人口1019户 2378
人，常住人口348户717人。2021年人
均纯收入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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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道 梁 村 万 象 新
■韩广江

一
山连着山，四周全是山。
在克什克腾旗境内，大兴安岭支脉黄岗梁东

麓的群山之间，坐落着一个美丽的小镇——同兴
镇。

据《克什克腾旗地名志》记载：“清乾隆年间，
有一商人在此经商，商号“同兴号”。清代旅蒙客
商在赤峰地区进出草原的商道有三条，即林西统
部坝筒子沟商道，刘营子—苍松峡—白音查干商
道和经棚—阿巴嘎商道，同兴属中线商道，也为盐
道。2000年木希嘎乡和天和园乡合为一镇，镇名
亦沿用了“同兴”二字。

同兴镇的一切，都和山有关。
同兴的水，发源于山间。古老的木石匣河自

黄岗梁北麓大东沟流出，沿着山间的沟壑蜿蜒前
行，形成了动人的“十三道湾”。驱车前行驶下黄
岗粱，沿着木石匣河缓缓而行，但见山上林木掩
映，天然次生白桦林既密且厚，行车于群山之间，
彷如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绿色真空之中，一切尘世
的喧嚣都被隔绝在了外面。摇下车窗，木石匣河
的水声欢快而有力，像是怀揣梦想的少年，意气风
发地奔向远方。此刻，我们一行三人耳目并用，听
水声而观山色，大有武陵人入桃花源之感。一时
间，恨不能教车子坏掉，好留人山水间长住不走。

傍晚时分，抵达同兴镇。夕阳只剩下一竿高，
悬在山顶上洒下金色的余晖，那金色落在木石匣
河的水面上，河水却不甚在意，仍旧不知疲倦地沿
着河道奔向更远的地方。反倒是四周的群山，在
余晖的照耀下展现出一种别样青涩的柔媚。每当
有微风吹过，山上草摇花落，流光于花草间荡漾开
去，让人不禁怀疑那是一块绿色的锦，被天地的妙
手细细裁开来，为群山做了衣裳。

暮色散尽之后，镇区长街上渐次亮起路灯，灯
光与街道两旁民居中透出的灯光交相辉映，缓缓
的在长街上流淌。街道宽阔干净，水泥路面散发
出坚实的质感，抬眼望去，夜空像一块蓝色的绸，
群星如同银瓶乍破后的碎片，杂乱中透出异样的
和谐之美，自夜空中洒下银白的微芒勾勒出远山
的轮廓，群山由近及远铺陈开去，像是一幅神明自
亘古以来便在提笔描绘的画卷。

于是我们便知道，群山间还镌刻着同兴的历
史。

黄岗梁位于大兴安岭从东北到西南漫长山脊
线的西南端，森林覆盖率达55%以上，植物种类逾
千种。除了丰富的物产，黄岗梁的矿藏也极其丰
富，有铁、锡、钨、砷、铍等多种矿藏，堪称有色金属
的“聚宝盆”。日伪统治时期，日本人就曾觊觎黄
岗梁丰富的矿藏。为了给侵略战争提供物资，日
本满铁株式会社组织调查队前往黄岗梁勘察铁锡
矿地质资料，并准备进行开发利用。1945年8月
15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满洲国瞬间灰飞烟灭，
黄岗梁铁矿也得以保存下来。1993年7月，黄岗
梁铁矿正式开工建设，历时三年建成投产。2000
年6月，黄岗梁铁矿经过企业改革组成内蒙古黄
岗铁矿有限责任公司。到2010年，内蒙古黄岗铁
矿有限责任公司全年生产铁精粉超百万吨，生产
锌、锡精粉超千万吨。

二

许是数量太多的原因，同兴镇区四周的山大
多没有名字，人们早已习惯于以镇区为中心用东
南西北四个方位来称呼它们，但群山却并不与人
们计较，仍旧兢兢业业地将历史传承了下来。

同兴镇四立本地区山高沟险，呈三山夹三川
之势，其三川西至经棚，东通林西，北达同兴号，三
山呈倒置的锅撑型，互为犄角之势，是天然的军事
要塞。

1939 年，日本关东军侵犯蒙苏以失败告终，
对苏联红军产生了畏惧心理，对苏联的战略布局
也随之由进攻态势转为战略防守，关东军为了保
护日本东北和热河的战略基地和既得利益，开始
在各战略要点构筑军事要塞和“国防”工事。

为了防止苏联从大兴安岭南北两翼突袭东
北，自1941年春天开始，日本关东军开始在四立
本修筑防线。他们将四立本、敖包两个营子极其
周边三面山头方圆几公里地域划为军事禁区。日
军依山崖挖掘坑道，三年多的时间里，共修筑碉堡
18座。

彼时的同兴镇，犹如陷入了漆黑的夜里，人们
的生活处在深水火热之中，不见一丝光明。然而，
再长的夜，也终会有尽头。

1945年8月16日，苏联红军分路攻入林西、经
棚，住在四立本的日军躲在防御工事里负隅顽抗，
不敌后顺川向林西方向逃窜，在林西南小乃林沟
被苏军全面歼灭。

于是，同兴镇的天亮了。
三

同兴镇的清晨是凛冽而又清新的，空气中夹
杂着薄薄的凉意，又混杂着草木释放出来的气味，
呼吸之间沁人心脾。趁着太阳还没爬上山头，起
身来到公路下，趟过凝结着露珠的花草，有老树不
均匀的分布在无垠的草场上，像是一个等候多时
的老友，无需言语，便把同兴最美的风景展示给你
看。踩着石头涉过木石匣河，来到东山脚下，风吹
草低，各色山野菜争先崭露头角，山芹菜、山韭菜、
山白菜、哈拉海、山莴苣，不一而足，皆可烹食。

原来同兴的山，还托举着人们的胃。
从前，山野菜是粮食的替代品，人们无奈之下

采来果腹充饥，如今依然用来果腹充饥，其境况却
已大大不同，如今的山野菜已然成了同兴镇的招
牌。

沿着镇区的主街南行，有家红色招牌的饭馆
立于街道西侧，其主打品类便是山野菜水饺。

进店点了一份山芹菜水饺，坐在小方桌前看
老板娘在厨灶间里忙碌，摘菜、洗菜、焯水、剁馅、
擀皮依次有序进行，腹中馋虫却早已等得不耐，恨
不能顷刻间便尝到这人间美味。待到饺子出锅，
老板娘端着饺子刚放下一半，便急急的夹起一只，
在早已调好的酱油、陈醋、蒜泥作料里一蘸，放入
口中，咬破外皮，山芹菜的清香刹那间便在口中弥
漫开来，来不及慢慢咀嚼便囫囵将第一只饺子吞
下。复又夹起第二只，仔细端详，薄薄的面皮中透
出晶莹的绿色，一蘸之下放入口中细细品尝，三两
口将馅团咬碎，山野菜里夹杂着细细的肉糜在口
中来回滚动，却并不油腻，再细细咀嚼，牙齿品尝
到了山芹菜纯天然的质感，仿佛打了胜仗一般，舌
头一动，将食物卷至喉头，任其自食道中畅快地跌

入胃里。
“这么好的东西，你该做强做大。”我建议老板

娘。
“已经有人发扬光大了。”老板娘一边在围裙

上擦手，一边骄傲地说道，“我就开着这个饭馆，让
远道而来的客人尝尝鲜就得了。”

于是，我便从老板娘的口中知道，同兴的山上
还长着同兴人的钱袋子。

将山野菜水饺发扬光大的人叫贾凤欣，她的
丈夫名叫于海龙。早年间，他们夫妇二人曾在林
西、经棚一带做食品批发生意。一次偶然回乡，激
发了味蕾对童年的回忆，于是贾凤欣便去山上采
来山野菜制作了水饺，没想到童年充饥的山野菜
竟然在口中幻化出了别样的风味。于是，贾凤欣
便决定不在做食品批发生意，转而创建食品加工
厂。2016 年，贾凤欣夫妇筹备建厂，2017 年注册
成立赢福达食品有限公司，2018年试生产成果良
好。2019年贾凤新收购山野菜800吨，生产加工
山野菜系列面制品500余吨，实现年产值1700余
万元。任谁也想不到一株株小小的山野菜，竟会
产生如此巨大的收益。

山野菜满足了味蕾之后，便需要一览绝美的
景观一饱眼福。

黄岗梁国家森林公园，集草原、山地、河谷、湖
泊、草甸、森林、疏林、沙地等多样景观于一体。清
朝时期，康熙帝出巡兴安岭视察边务，曾登黄岗梁
观景狩猎，其景色之美，由此便可见一斑。

除却黄岗梁，阿斯哈图石林同样撼人心魄。
在同兴镇与白音查干苏木的交界地带、同兴镇北
大山西北山脊上分布着世界上罕见的花岗岩地貌
——石林。置身于石林之中，但见有的状如城池
堡垒、有的形似宝塔石碑、有的拟作飞禽走兽，奇
峰峻岩，巧夺天工，让人不由得感叹造物的神奇。

“山清水秀，有酒有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
意到同兴来了。”吃罢饭，去柜台结账时，老板娘没
由来的冒出这样一句话。

悠久的历史，绝美的山水，奇特的地貌，自然
风光和人文景观交织融汇，这样的地方谁会不愿
意来呢！

走出饭馆，沿着长街返回住处，同兴镇的人民
已经走出家门，准备开始一天的生活。

望着四周苍翠的群山，我想：山川，就是同兴
镇的坐标，只要循山而来，终会去到心中向往的地
方。

天空不时有白云飘过，远山生机勃勃，在这山
环水绕的绝美风景之中，悠然扬起一抹醒目的红
色……

同兴镇简介：同兴镇位于克什克腾旗东北部、黄岗
梁国家森林公园东麓，距经棚镇80公里。全镇总面积
192.7万亩，其中耕地11.3万亩，草牧场110万亩。辖
四义号村、同兴村、义成永村，努其宫村、河南营子村、天
合村、安乐村和兴源社区，92个村（居）民组，户籍人口
6975户14730人，常住人口2643户6501人。2010年
被评为国家特色景观旅游名镇，2014年被评为国家级
重点镇，2016年被评为全国美丽宜居小镇。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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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阳光明媚,
天空湛蓝。

来到乌套海嘎查，
巍巍萨拉巴日海日汗
脚下的莎仁根塔拉大
草原，白蘑菇般的蒙古
包镶嵌在绿草如茵的
草原格外醒目，羊群在
青草中浮动，像一把珍
珠撒在绒毛毯上。嘎
查北山上缓缓转动着
一座座银色的大风扇，
犹如迎接宾朋的哈达。

乌套海嘎查，与我
有一份特殊的缘分。
2018 年身为扶贫工作
组成员的我，来这里驻
村，与同乌套海嘎查八
百多名勤劳、淳朴的乡
亲们在一起，怀着“上
下同心、尽锐出战、攻
坚克难、精准务实、开
拓创新、不负人民”的
心情参加了前所未有
的“脱贫攻坚战”。

今日是久别重逢，一种亲切感油然而
生。近两年“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让乌
套海嘎查有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一眼望
去，一排排乳白色的新房，有序地排列在
伊和吉日河岸边，恍若来到一个崭新的世
界。站在巴乌乡村公路边，迎风而立，舒
展双臂，深深呼吸。温暖的阳光垂落在我
的肩头，鸿雁和百灵鸟的声音在我耳边缭
绕。

今年的乌套海草原又是风调雨顺，为
保护草原生态和建设美丽家园而奋斗不
息的乌套海人，得到大自然的馈赠和回
报，迎来一个莺飞草长、河湖丰沛、百鸟蹁
跹的好年景。

乌套海嘎查位于巴彦查干苏木北部，
与西乌珠穆沁旗接壤，全景为原生态草
原。提起乌套海嘎查，让人第一个联想到
的就是远近闻名的“乌套海奥代羊”，因为

“奥代羊”就是这里的名片，也是这里的品
牌。

“奥代羊”属蒙古语，意思就是“短尾
巴羊”。

这里的奥代羊历史悠久，属于克什克
腾旗三大地方优良畜种之一。

据有关历史材料表明，上世纪四十年
代有部分布利亚特部落牧民搬迁到该地
区养殖的一种羊种，因各种原因面临灭

绝，但是仍少数羊种保留至今。
乌套海奥代羊属于短脂型肉用绵羊，

奥代羊的头大小适中，体型强壮，四肢结
实，大腿肌肉丰满，后躯发达。公羊部分
有角，母羊无角，体躯绝大多数以白色为
主，具有耐寒耐热、生命力强、体大早熟、
生长发育快、适应性好的肉用地方优良品
种，该品种羊，肉无膻味，肉质鲜美，营养
丰富。

奥代羊肉化学成份中，脂肪酸的不饱
和程度低，脂肪品质好。肌肉的脂肪酸主
要由豆蔻酸、软脂酸、硬脂酸，油酸和亚麻
酸组成，占91.5%。各种氨基酸含量较高，
特别是谷氨酸和天门冬氨酸的相对含量
比其它羊肉高，使乌套海奥代羊肉鲜美可
口，味道特别好。乌套海奥代羊成年公羊
平均体重 70-80 公斤，母羊 60-70 公斤，
平均日增重 150—250 克，平均屠宰率
53.8％，净肉率 42.9％，产羔率为 110％，
是适合高寒地区养殖的优良品种之一。

到乌套海嘎查我必须先去嘎查部。
“一肩挑”嘎查党支部书记额尔登达

来和副嘎查达格日勒朝格图带我去了奥
代羊专业合作社。

坐落在嘎查部东南方 1 公里处的整
洁大院里有两处新建的暖棚和新建的一
排房子，大门上方挂着醒目的“克什克腾
旗乌套海奥代羊专业合作社”牌子。

身着民族服装的合作社主人额尔登
乌拉和社员户代表哈斯巴特日、那仁巴
图、布和也穿上民族盛装，让我惊喜，也让
我感动。因为此举不仅是一种悠久的礼
仪，还让我看到在这个各种文化交相辉映
的时代，草原人对自身文化的坚守，看到
一个民族在新生活中的从容自信。额尔
登乌拉说，今天从呼伦贝尔来客人，与我
们洽谈种羊交易业务，他迎我们到了办公
室。

嘎查书记介绍说，额尔登乌拉以前任
嘎查党支部书记、嘎查达的职务。他在任
期间，即 2012 年在旗委、政府着力打造

“全市生态工业大旗、全区生态牧业强旗、
全国生态旅游名旗”发展战略的引领和推
动下，组织嘎查32户牧民申请创建了“乌
套海奥代羊专业合作社”经营至今。

额尔登乌拉说，合作社建立初期，牧
民的认识低、积极性不强，不愿意参加合
作社，刚建立时仅仅有 200 多只奥代羊，
到了2018年，合作社在原有的基础上，从
呼伦贝尔引进了750只基础母羊和32只
种羊，近两年又引进一批基础母羊和种公
羊，扩大了奥代羊的养殖规模。现在我们

合作社养殖的奥代羊已发展成 5000 多
只，其中种羊已达到 1000 多，基础母羊
4000多只。

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奥代羊和本地
羊的市场价格悬殊，每只奥代羊市场价在
3000 元左右，可本地羊的市场价格仅仅
在 1500 元左右，尤其合作社建立奥代羊
种羊场，外售奥代羊种羊年利润达到300
万元，由此看出奥代羊的经济收入高于本
地羊，从而有效保障社员户生产收入的稳
定增加。

我们围坐食堂摆满奶茶、奶食品、手
把肉的餐桌前。我问他，今后合作社有什
么打算。他说，进一步扩大合作社的养殖
规模，提高乌套海奥代羊市场竞争力及合
作社抗风险能力，提高乌套海奥代羊的品
质和数量，将合作社基础设施建设到位，
为合作社高效运营提供基础保障，为当地
畜牧业发展和提高牧民收入发挥带动作
用，开创一条企业化管理畜牧业的新路。

我们正在尽兴的谈天说地时，合作社
大门口来了两辆轿车。额尔登乌拉说，呼
盟的朋友到了，因社方有事只好向额尔登
乌拉握手告别。我们坐上嘎查书记额尔
登达来的车返程了，车子路过嘎查南部的
丘陵时，自后视镜里观望这旷远而静谧的
草原、策马而驰的牧马人，与这蓝蓝的天、
白白的云、绿绿的草如一幅清丽绚丽的油
画。

草原游牧让蒙古人领悟到大自然万
物赖以生存的摇篮，人与自然水乳交融、
是密不可分的关系。“游牧”，这种生存状
态，从形而下的生存需求上升到了形而上
的精神文化。草原生态智慧贯穿、凝炼于
蒙古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
教信仰、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蒙古族游
牧文化始终执着地表达着一个古老而新
鲜的主题——人与自然的和谐。只有敬
畏自然，顺应自然，大自然才会像母亲一
样庇护人类，恩赐草原吉祥富裕。

嘎查书记打开他的车载音乐，我眯着
眼睛聆听着马头琴悠扬的旋律，回味着以

“奥代羊”作为支柱产业的乌套海的繁荣
昌盛的现状和辉煌腾达的未来。

乌套海嘎查简介：乌套海嘎查位于巴彦查
干苏北部，距旗政府所在地经棚镇170公里，
是以养牧为主导产业的纯牧业嘎查。嘎查总
面积41.8万亩，其中打草场18.8万亩、放牧场
23万亩。共辖6个独贵龙，户籍人口256户
817人。常住人口208户518人，党员33名。
大小畜存栏为1万头只，其中大畜4000多头，
小畜 6000 多只。2021 年牧民人均纯收入
13167元，嘎查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2.5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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