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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忠升

草原的早晨，是从一缕阳光，
一碗奶茶开始的。

努图嘎蒙餐，是整条街上最早
开始营业的奶茶馆。努图嘎是故
乡的意思。我进来的时候，女的正
在灶台前忙活，男的正拿着苍蝇拍
到处转悠，尽管没见到一个苍蝇。
我知道蒙古族不像汉族人那样有
早起的习惯。我为我过早的到来
有些不好意思，男的说不打扰不打
扰，女的说好的嘛好的嘛。

这是早晨七点多一点。老板
是一对老两口，说是老板其实就是
夫妻两个，茶馆不大，但是收拾的
干干净净，一看就是那种不在乎挣
钱多少，把经营当做营生，把生意
当做生活的那种人家，让人一下子
变得轻松起来。果然，老两口都是
挣工资的，男的叫朝鲁巴特尔，女
的叫图雅，从巴彦查干中学退休没
几年，每个人的退休金都是8000多
元。我说你们老两口挣不少啊。

“够用了，”朝鲁巴特尔说。我说除
了工资还有牲畜吧？巴特尔说公
家人没草场，我儿子和闺女有，不
多，2000 多亩，他们都在草场呢。
我说那你们可是好生活啊，夏天经
营茶馆，冬天可以出去转一转，到
南方吃点好吃的。图雅忙说不行
不行，吃不惯的，没有奶茶，没劲
儿，浑身没劲儿。

是的是的，这就是牧民。那首
歌怎么唱的？“住遍了琼楼宇阁，蒙
古包里睡的最甜；尝遍了山珍海
味，奶茶手把肉最香。”

在巴彦查干苏木朱日和嘎查
其木德斯仁家，我第一次见到了奶
豆腐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们进屋
时其木德斯仁的老伴儿乌云正在
锅里㸆酸奶子，老伴儿的汉语不
好，其木德斯仁的儿子给我们当翻
译。

做奶食品一般是这么个过程：
先是把挤好的奶子用纱布过滤一
遍，过滤之后把奶子放在缸里发
酵。一般发酵一到两天，视情况而
定，天热的时候一天就可以了。发
好后把上面一层奶皮子（嚼口）撇
出去，下面就是酸奶子，接着在锅
里㸆，直到奶豆腐和奶汤子分解，

把酸奶汤子倒出来，锅里的就是奶
豆腐了，再反复搅拌，出锅，放在木
头做的模子里，压成型，四五个小
时后，放在木头板子上晾晒，奶豆
腐就做成了。

当然还不止这些，发酵过后出
来的奶皮子放入白布袋中，悬挂空
中，待乳清渗漏下来，把奶皮子放
在盆里用木棍搅拌，再加凉水，凝
固后即是奶油；把凝固奶油倒入铁
锅加热，出现清澈的黄色油脂叫黄
油；冬天，牛奶很难发酵，为了易于
保存，一般会把牛奶放进铁锅加
温，一边扬，一边把浮起的泡沫取
出放到盆里，直到不再起沫为止，
盆里的泡沫慢慢凝固，就成了奶
酪。

牧民们把这种用乳汁（无论是
牛奶、马奶还是羊奶）做成的食品
通称为“察干伊德”，汉语译为白色
的食物，据称能做成26种不同的食
物，包括胡乳达、阿尔查、图德、楚
拉、嚼口、乌如莫、查嘎、齐格、萨林
酒、曲其盖、奶茶、黄油等等。随着
时代的变迁，察干伊德制作技艺也
逐渐演变成了蒙古族弘扬传承传
统文化的独特名片。2014年，奶制
品制作技艺（察干伊德）经国务院
批准，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察干伊德”还有纯洁和崇高
的意思，是蒙古族主要的传统食品
之一，同时也是招待贵客的必备食
品，用以馈赠，也表示祝福。

在节日里，察干伊德的摆放也
十分讲究。奶豆腐会被摆在最中
间的位置，放置在多边形木质高边
盘子上，盘子上先放一层阿尔查
（乳清经过熬制后形成的一种固体
奶食品），再将环状的奶豆腐由大
到小一层层数层整齐摆放，在环状
顶端放置饼状奶豆腐，奶豆腐的摆

放只能是奇数。蒙古族的传统中，
奇数表示吉祥的意思。

去年，朱日和嘎查曾经以“弘
扬传统文化，展现巾帼风采”为主
题，在嘎查开展了“察干伊德”奶食
品制作技艺展示活动。牧民们像
过节一样，身着色彩艳丽的民族服
饰，笑逐颜开，自豪地展示介绍着
自己精心制作的察干伊德，现场十
分热闹。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朱日
和嘎查还评选出了本嘎查的“好儿
媳”“巾帼志愿者”，并进行了表彰
和奖励。

“察干伊德”对于蒙古族来说，
不仅是简单的食物，更是对当下美
好生活的赞美，是对草原和长生天
的祈盼和祝福。

“你知道朱日和是什么意思
吗？”嘎查年轻的女干部“晚霞”问
我，我说我知道，因为在内蒙古叫
朱日和的地方不少，解放军有个合
同战术训练基地就叫朱日和，我在
网上查过的。反倒是女干部的名
字让我费了半天脑筋。女干部连
说带比划：我叫“道楞”，道就是道
路的“道”，楞就是“楞”，道楞就是
晚霞。

我明白了，我也给“晚霞”解
释，朱日和就是“中间”或是“中央”
的意思。“晚霞”直摇头，“不，不，”
然后两手在自己的胸前比划一个
圆：“这里，心，心，中间”，怕我还不
明白：“我们朱日和，在巴彦查干苏
木的中间。”我心说，呵呵，美女，那
不一样吗？

朱日和嘎查简介：巴彦查干苏木朱
日和嘎查，距离经棚镇160公里，辖4个
独贵龙，户籍人口215户566人，常住
人口157户444人，总面积27.6万亩，
草牧场 24.92 万亩，林地 26655 亩。
2021年牧民人均纯收入1.32万元，嘎
查集体经济收入累计5.8万元。

散文

心 中 的 草 原
■韩广江

讲真的，我喜欢这个叫天合园的秀
美村庄，不但是因为她充满温暖气息的
好听名字，更因为她浓重的文化气息、
别样的风土人情和魅力四射的醉美风
光。

那天早晨，我和海阔悠然惬意地开
着车，沿着干净整洁的水泥路从同兴镇
来到天合园村，我们没有开空调，打开
车窗让充满夏日气息的微风吹进来，大
口地呼吸着克旗草原特有的花草香味，
心旷神怡、令人沉醉。一路上，我们欢
声笑语，谈天说地，欢乐非常。时间就
在你言我语中飞逝，不多时，我们就来
到了天合园村。不知道是情怀使然，还
是心灵呼唤，进入到天合园村的境内，
我们的车速逐渐放慢。美，太美了，你
看那蓝蓝的天空洁白的云，绿绿的草地
上有羊群，农民的庄稼长势好，路边的
野花真动人，海阔是我好兄弟，平时寡
言少语的他也不禁感叹：“哎呀，此景只
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寻？”

伴随着我们的惊叹和艳羡，不知不
觉中，我们来到了天合园村部，通过村
党支部书记赵立辉的介绍，我们了解到
天合园的前世今生：这里曾经是天合园
乡政府所在地，全村是以农养牧、农牧
促旅，村民以种植养殖业为主，有12个
村民组，全村户籍人口921户1897人，
常住人口359户862人。该村位于同兴
镇东北部，距离同兴镇政府35公里，总
面积15.9万亩，耕地1.38万亩，其中水
浇地6600亩，草牧场11万亩，林地面积
3000 亩。可谓是地大物博，地广人
稀。海阔和我一样，都是干宣传工作出
身，对于新鲜事物有一种天然的敏锐
度，当赵书记谈及村里要大力发展农家
乐和深度沉浸式体验游时，我俩顿时来
了兴趣，拉着赵书记就去村里采风了。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
是。这是我看到天合园村两边雄伟山
峰的第一反应，虽言不对题，但心之所
向，吾已心驰神往矣。我早就听说过阿
斯哈图石林脚下的天合园是康养新村、
宜居乡村，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看到山，雄峰披翠巍峨耸峙；见到水，清

澈透明鱼翔浅底；观民居，干净整洁美
丽庭院；遇见人，乐观富足溢于言表。
好一个欣欣向荣的天合园！在这里，我
感受到人类最应该徜徉肆恣的不是星
辰大海，而是山水田园。生态宜居的不
一定非要去快节奏的北上广深，而是应
该到天合园。今年 73 岁的孟凡宾，是
天合园村党支部的老书记，耳不聋眼不
花，身体硬朗挺拔。谈及天合园的沧桑
巨变，老支书激动非常：“天合园的巨大
变化得感谢共产党的好政策呀，早些年
的天合园交通太不发达了，都是土路，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我们大队干
部上哪儿去办点事，没个一上午都到不
了地方。现在好了，美丽乡村建设修建
了水泥路，进村入户太方便了。”他老伴
这时摘了一捧甜杏笑盈盈地进屋了：

“一说变化，你就说个没完，来，大伙儿
吃个杏，新鲜的哦。”听完老书记介绍，
我们知道除了优化交通，天合园村还搞
智慧数字农牧业产业振兴项目、采摘棚
旅游产业振兴项目，培草莓、育油桃、种
豆角、撒草籽、栽药材，多措并举促振
兴、千方百计谋发展，让老百姓过上了
好日子。离开孟凡宾家时，老人家对我
依依不舍，拉着我的手嘱咐以后常来
玩。我感受到这里的民风淳朴又热情，
随机又采访几户，我发现这里的人都非
常乐观且知足，不被外界名利所诱惑，
很是简单惬意地生活着，而且都很长
寿，海阔感慨地说，天合园村，好山好水
好风光，民风淳朴寿绵长，这真是个生
态宜居的小山村。

我走南闯北见过很多地方的晚霞，
但我认为天合园的傍晚是最美的，晚霞
红透半边天，落日余晖照大地，牧人赶
着牛羊回归家里，孩童呼朋引伴娱乐游
戏，在这里放空自己，感受到久违的温
馨和甜蜜。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天合
园村，我觉得应该用“满足”。看得出
来，这里的人们幸福感很高，精神头十
足，对生活充满无限热爱，仿佛是世外
桃源的人们，我所见所看所思所想，终
于对“满足”这个词有了很深的认识：知
足且上进、乐观而努力、文明又和谐、团

结并和气。这里不但绿水青山，而且金
山银山；这里不但景色好山水好，而且
乡风好民风好。村里有一位叫陈卫国
的人，和妻子刘玉兰数十年如一日，照
顾岳母王秀英，虽然岳母已经91岁了，
但是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今年也已
70 多岁的陈卫国夫妇事无巨细、面面
俱到，端水、敬茶、喂饭、擦身自然不在
话下，两口子悉心的照料让老岳母看起
来比实际年龄更小一些，当我们问及这
两口子怎么样时，老岳母掩饰不住内心
的满意和认可：“我们这闺女和女婿可
好啊，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呀，想吃啥
穿啥用啥，都满足我老太婆，人家给安
排得明明白白的。”听到老太太的满足
笑声，看到“孝老爱亲道德模范”的鲜红
锦旗，我被深深地触动，有文明新风的
正确引领，让百姓树立了纯朴民风，最
终成就了良好家风，一辈跟着一辈做，
一辈跟着一辈学，这就叫传承呀，我深
深地被天合园村的良好风气所触动，就
像一面镜子，让自己向前照、向前看看、
向前进、向前行。

返回到在同兴镇政府，我看到了很
多关于天合园村的老照片，那时的天合
园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百业待兴。如
今，我亲眼见到现在的天合园，路更宽
了，家更亮了，人更富了，村更美了，这
翻天覆地的变化离不开当地德治法治
自治的“三治融合”，得益于党建引领的
各项工作，受惠于政府的各项政策。天
合园充分运用网格化管理制度，实行党
建引领、多网合一，做好了基层乡村治
理，完善了产业结构调整，落实了疫情
防控，也助力了人居环境整治，末梢管
理做得好。

当我走在天合园干净规整的通组
路上，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一句话：安
居乐业福寿全，天和地利美家园，天合
园这名字，真好！

天合园村简介：天合园村位于同兴镇
东北部，距同兴镇政府所在地35公里。总
面积15.9万亩，其中耕地面积1.38万亩，水
浇地面积0.66万亩；草牧场面积11万亩；林
地面积0.3万亩。辖12个村民组，户籍人口
921户1897人，常住人口359户862人。
2021年人均纯收入1.1万元，村集体经济收
入累计10万元。

散文

天 地 人 和 美 家 园

走近草原首先是视觉上的舒展，眼
睛可以望到草天相接的地方。

恩格日宝力格的草原，不是平坦开
阔的，她有着和缓而优美的起伏，像是放
大了的微微动荡的海浪，又像是转侧的
女体，这里那里总有一些圆润的隆起，引
诱你加快脚步深入草原。

50 年代建立的恩格日布拉格大队，
隶属白彦查干人民公社后更名为金星大
队。

恩格日汉语译为“阳坡”宝力格译为
“泉”。

眼前这溪水就是隐约看见的那个山
脉，山脉跟前有个泉眼，这泉子就叫宝力
格。逐水而居是蒙古族自古至今的游牧
方式，近年嘎查改名为恩格日宝力格。
精通汉语的嘎查党支部书记布赫巴特一
番流利的讲述特别是这个蒙语地名，听
得我大跌眼镜。原以为宝力格是如骏马
一样飘逸，如祥云一般俊朗的年轻男子，
殊不知却是草原深处涓涓细流的泉水，
如此突发奇想，给人足够的理由去“探
秘”草原。

天空犹如高不可测的穹顶，以无限
宽广的弧度覆盖着大地，云朵又多又大，
在蓝天上列队而行，风起的时候，一朵一
朵依序飞过，云影与天光相应，草原有些
忽明忽暗，人像走在梦里，忽而所有的青
草都闪着金光，逆光处的山脉像镶上了
发亮的边线，猜想这一定是以前叫“金
星”的缘由。

恩格日宝力格毗邻锡林浩特，这里
水草丰美、适合奶牛养殖。我们走进牧
民巴雅斯古楞家，布赫巴特用蒙语与他
交流。我打量这个年约40多岁，身材魁
梧，体态健壮，黑里透红的国字脸膛露着
憨憨的笑容的蒙古族男子。指着几处牛
棚问，这些牛都是你一家的。他忙点头
说，全是。

他会说汉语，惊喜得我连珠炮地问
开了，他回了几句简短的，很快就改说蒙
语了。我把无助的目光转向布赫巴特，
他咧嘴一笑，翻译的蛮给力。

2008 年有个政策，每户买一头牛政
府给补贴2500元，那会儿买的都是黑白
花奶牛，这种牛产的牛奶不仅营养价值
高，制作出的奶食品也是新鲜可口，质地
醇厚。连续几年繁育到现在共有160多
头。如今政策强调少养、精养。我想把
这些牛处理掉，去西乌旗牛市购买国外
进口的娟姗奶牛，这个品种属于小型乳

用品种，其特点是乳质浓厚，个子小、食
量少、产奶量高，乳脂肪球大，易于分离，
乳脂黄色，风味好，适于制作黄油、鲜奶。

养牛可是个辛苦活儿，可谁的心里
都有一笔账，牛价与草场紧密联系，远景
图可够亮丽的。

进院时还不太显著，只要往前走就
会有一股独特的乳香飘逸过来。女主人
苏都格日乐正在忙碌，她脸上漾着朴实
的笑容，眼神中却透着一股子坚定劲
儿。先将发酵好的酸奶倒入锅里进行熬
制，再将奶浆挤成条状奶酪晾晒。东侧
的房间有发酵间、制作间、烘干间，晾晒
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奶制食品，整个
作坊里弥漫着诱人的芳香味，令人垂涎
欲滴。

蒙古族人待客温文恭让，让你感到
亲密无间。参观了一会儿，很快被邀请
进蒙古包喝奶茶，在他们眼里，没有羽
毛，有多大的翅膀也不能飞翔；不注重礼
貌，再好看的容貌也被耻笑。苏都格日
乐先在红漆小桌上摆放黄澄澄的酥油、
珊瑚状的奶酪、似饼薄厚的奶皮子、红
糖、油炸食品。然后就拿着瓷质精细、图
案艳丽的小碗，用小木勺舀进少量炒米，
沏上滚烫喷香的奶茶。

家里的两个孩子都上学，为减轻负
担，苏都格日乐和丈夫商量，决定在自家
的小平房里制作奶制品。刚开始都是夫
妻俩做，远近嘎查牧民家的牛奶销不出
去，他们就用比市场价高一点的价格把
牛奶全部收购。每天天还没亮就去收牛
奶、发酵、熬制、晾晒，销售。虽然辛苦
些，但是很开心，日子过得也很充实。
2020年注册了“天然奶制品手工坊”的商
标，奶制品产品技术、质量正在不断改
进。

奶食品的销量形势一直都不错，特
别是疫情缓解后，销量更是节节攀升。
起初每日鲜奶加工只有500斤，现在能达
到4000斤了。

奶制品种类繁多，主要有奶豆腐、奶
酪、奶渣、奶油、黄油、奶皮子等，不仅在
克旗境内十分畅销，在呼和浩特、锡林郭
勒市场上也均有销售。夫妇俩始终坚持
沿用传统工艺方法制作奶食，虽然耗时
又耗力，但他们却仍乐此不疲，尽心尽
力。凭借着这门手艺让奶制品走出草
原，走进市场，使奶制品销售成为家中增
收致富的产业之一。

说起今后的发展时，格日乐的回答

平实质朴。她说，想扩大规模要买真空
封口包装机器，再买台风力电扇进行“风
干”，不管怎样改进，都会传承蒙古族奶
食制作这门技艺。每逢寒暑假儿子回来
都帮我打下手，手艺可不比他爸爸差，说
这话时，格日乐眼眉含笑，尤为骄傲。

巴雅斯古楞自家奶牛的牛奶供应上
了，再不用出去收牛奶了，心中有梦想的
小夫妻日子就越过越有了奔头。

老支书额尔德尼宝力格简述了70年
代的牧区状况；那时候草原路没畅通,蔬
菜运不来，水电通讯没有，厕所更没有，
下户仅靠骑马，住宿也不方便。嘎查工
作靠公分过活，一个月仅有几块钱的花
销，全嘎查靠一部手摇电话传递信息，长
途话费都掏不起。自打分产到户后，草
场围封，草畜平衡，草原开始逾日变化，
一晃26年过去了，你看看现在，每人都打
着手机，开着自家车畅游草原了。

为充分调动牧民积极性，年轻的布
赫巴特多次到旗农牧局开会学习，农业
局人员常来嘎查调研，听民声、聚民意，
在充分摸底调查村情、民意的基础上，召
开牧民代表会议，使牧民统一思想、凝聚
力量，达成共识。以养殖为主的恩格日
宝力格嘎查，2021 年末肉牛存栏数达到
5080头，肉羊存栏数达到7465只。富民
政策得以落实，牧民得到了实惠，然而，
让布赫巴特忧心的事情还很多。比如，
嘎查垃圾点小，草原深处的道路有待畅
通，还有几户游牧人家还在使用风力发
电，这就是他不断外跑竭力去操办的事
情。

布赫巴特美丽贤惠的妻子苏步达端
来奶茶，吸吮一口，里面富含浓重的黄油
气息，随后端来一盘晶莹剔透的山野菜
馅小笼包子，室内瞬间香气四溢。

走进草原深处，走进牧人家深深感
触到，风景在那儿，永远都不会改变，改
变风景的是人，是党的政策让风景不断
增色，牧民就像一只五彩的笔，有梦想自
然画出最美的图画。

恩格尔宝力格嘎查简介：恩格尔宝力格
嘎查位于克什克腾旗北部，距巴彦查干苏木所
在地20公里处，毗邻达达线。总面积为23.99
万亩，其中放牧场面积17万亩，打草场面积6
万亩，林地4000亩。嘎查辖4个独贵龙，户籍
人口 208 户 507 人。常住人口 141 户 372
人。2021年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4650元，
嘎查集体经济收入累计为88190万元。

散文

草原深处牧人家
■李景华

妻弟担任第一书记的嘎查叫乌
宝力格，隶属于巴彦查干苏木，地处
阿斯哈图山脚下，毗邻“达达线”。 那
里地域辽阔，奇山灵秀，水草丰美，民
风淳朴，蒙古族牧民们以养牧为生，
生活富裕，热情待客，是个牧业发达
的蒙古族集聚区。听了此话，心中便
有了向往。 今年，《克什克腾信息》报
举办“走遍克什克腾，见证绿水青山”
为主题的征文活动，我的任务就是采
访乌宝力格嘎查。

6月1日早晨刚刚六点多，我和参
加此活动的张广成和袁清良一同驾
车出发，三人迎着朝阳行驶在达达线
的柏油路上，漫无边际的草原绿草如
茵，百灵鸣唱，令人心旷神怡；路过白
音敖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沙地里被
誉为植物“基因库”的云杉林如一队
队排列的士兵欢迎我们的到来。近
120公里的路程走了不到两个小时就
来到了巴彦查干苏木政府。接迎我
们的是苏木党委宣传委员白一杰，分
配采写地点时，根据我的要求把我分
到了乌宝力格嘎查。我如愿以偿，心
中兴奋不已。

乌宝力格嘎查来接我的是副嘎
查达浩斯巴雅尔。我们开车从苏木
政府往南走不远下了公路，又沿一条
水泥路来到沙那嘎独贵龙的牧民乌
义勒斯家。进院第一眼看见干净整
洁的院里停放着一台拖拉机、一台农
汽、两台小型铲车和两辆小轿车。门
口安装了玻璃风挡的四间砖瓦房装
修别致，塑钢门窗，地铺瓷砖，装有暖
气，与城里楼房不差上下。

身材魁梧，穿着劳动服的主人公
乌义勒斯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屋，然后
为我们倒茶递水、嘘寒问暖。喝着
茶，乌义勒斯用汉语和我唠起嗑来。
他今年34岁，18岁高中毕业就回家跟
父亲养牧，现在一家六口人，家里养
了160头牛，170多只羊，投资一百多
万元建起了 860 多平方米的暖棚暖
圈；家里有草牧场6700亩，人均1100
多亩，牧场全部围封，国家每年还给
他家草牧场补助近5万元钱。草牧场
多了，夏季有放牧场，秋季有打草场，
冬季牲畜饲草基本不用外买。

这几年，国家对牧民出台许多惠
民政策，建设棚圈、购买种公畜等都

给补贴，再加上牛羊行情好，刨除买
饲草料、雇人放牧等开支，每年纯收
入30多万元。

乌义勒斯正唠的开心，他的手机
铃响了起来，趁他接电话，我环视一
下室内，被墙上挂着的弓和箭所吸
引，一排挂钩上还挂着10多枚奖牌，
奖牌上方一块长方形木板上面还放
着一摞红色荣誉证书。乌义勒斯接
完电话，我问他这些奖牌和证书都是
你得的？”他不好意思地回答：“是。”
我说：“没看出来，你还爱好文艺体
育。”他说：“在克旗蒙中读书时，我酷
爱文艺和体育，学会了拉马头琴、射
箭和摔跤技艺，是学校文体队的骨
干，参加旗级比赛多次取得名次和获
得奖励，我的理想是去内师大学习文
艺和体育。由于家庭缺少劳动力，只
好放弃求学深造的机会，回家创业当
了牧民，现在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了。”

此刻，乌义勒斯的父亲宝尼亚从
棚圈回到屋里，寒暄过后，我打量着
这个高个头的老牧民，古铜色的脸上
嵌刻着稀疏的皱纹，两条浓黑的眉毛
及一双炯炯有神眼睛，看上去经历了
苍桑岁月。他深有感触地说：“我出
生于1957年，年轻时参过军，1977年
退伍回家当起了牧民。”说起嘎查的
历史和变化，他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他说，我出生那年月，正是国家经济
最困难的时候，1958年组建大队时以
境内乌布拉格河命名为乌布拉格大
队。乌拉布格系蒙古语，汉译开阔的
水泉；1967年乌拉布格更名为乌兰图
格大队（汉语为红旗大队）。那个时
期，牲畜归集体所有，牧民由养牧改
为半农半牧。大队成立了农业小队，
开地种小麦、莜麦等粮食作物，号称

“自给自足”；公社把我们大队名改为
“红旗”，树立为巴彦查干公社一面旗
帜，作为典型在全公社推广学习。当
时，我爱人胡达古拉放牧、接羔、剪羊
毛、拉羊草等活计都能干，被嘎查称
为“铁姑娘”，评为劳动模范。尽管这
样干，日子还是捉襟见肘，牧民住的
是透风漏雨的蒙古包，放牧一天只挣
几毛钱，出门走砂石路，特别是从巴
彦查干到经棚坐汽车要走七个多小
时，冬季大雪封道堵门，牧民出行更
加艰难，可想而知，那个时候的生活
条件是多么的艰苦落后！1980年，牧
民包畜到户，分牧场到人，不在吃大
锅饭，牧民们生活才渐有好转。1983
年又将大队改为嘎查，乌宝力格嘎查
原名才得以恢复。

话音刚落，隔窗看到一名妇女走
进院里，宝尼亚急忙跟随妇女走出院
子，我不解地问浩斯巴雅尔，宝尼亚
干啥去了？他说：“他约了买牛人，今
天要卖7头小牦牛。”我说：“咱们也去
看看。”我们来到院外，不见了买牛
人，只剩下宝尼亚站在牛圈外。我问
宝尼亚：“牛卖了吗？”他回答：“没卖，
一头一万元买牛人说价高。”我隔着

牛圈墙探头看着待出售的七头膘肥
体壮的黄白花改良牛，从内心羡慕这
里牧民的日子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从乌义勒斯家出来，来到住在都
格乃独贵龙的副嘎查达浩斯巴雅尔
家，在他家一亩多地的大院里，房脊
相连的九间砖瓦房也都安着玻璃风
挡，屋里干净整洁。不到一袋烟的功
夫，浩斯巴雅尔的妻子就把奶茶、手
把肉、奶食品端上了桌。我们一边喝
茶，一边聊起了牧民的生活。他说，
现在，我们嘎查的牧民生活可好了，
就拿我家来说吧，一家六口人，家里
有 4426 亩草牧场，出资 127 万元，建
棚圈 1200 平方米，养了 60 多头牛，
600多只羊，年毛收入六七十万元，除
去雇人放牧工资和草料费，纯收入少
说也得30多万元。现在牛羊价格好，
一头六个月的小牦牛能卖到6000 到
10000 块钱，大一点的牛能卖到两万
五六。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过去一头
杠子牛卖五六百块钱，而买一台电视
地面接收器就得花2600块钱，得需卖
五头牛，和现在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现如今，农牧业机械和小汽车等价格
下调，人们购买国家还给补贴，牲畜
价猛涨，放牧骑摩托，打草有机械，出
门不用走，人人有手机，特别是三四
十岁的青年男子大多返乡创业，老人
则在城里接送孩子读书。农用汽车、
拖拉机、打草机等机械户均两台以
上；全嘎查仅小轿车就有 150 多台
（辆）；大小畜共计20855头（只），其中
牛马10385头，羊10470只，牧民人均
纯收入达11500元，户均收入10万以
上的户在嘎查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随着国家惠农惠牧政策的实施，
相信乌宝力格嘎查这面飘扬在绿色
草原的“红旗”将更加鲜艳夺目。

乌宝力格嘎查简介：乌宝力格嘎查位
于巴彦查干苏木南部，距苏木政府驻地10
公里，毗邻达达线。嘎查总面积70.5万
亩，其中草牧场面积62.3万亩，林地8.2万
亩。辖6个独贵龙，户籍人口357户746
人，常住人口163户485人，2022年3月
牲畜存栏总数20855头（只），其中大畜
10385头（其中牛9972头、马413匹），羊
10470只。2021年牧民人均纯收入1.15
万元，嘎查集体经济收入累计8.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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