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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9 号到克旗达来诺日镇，满眼都是草
场，此时的草场不见一头（只）牛羊。现在还是
禁牧期，就是撒出来牲畜恐怕连半饱也吃不
上。同车的镇党委宣传委员告诉我，牧民的牲
畜要在圈里圈一个冬春的。于是我就想牧区和
农村的差别在于，农民打麻将的时候，牧民却在
艰辛地劳作，一下雪恐怕就遭罪了。当然，农民
有农民的难处，牧民有牧民的难处。作难的地
方多了去了，人就是为作难而活着的。而作为
基层干部，就是要让人们做的难少些。

在小镇宾馆住下的当晚，宣传委员送来一
沓资料，要我对将要采访的对象有个初步了
解。我翻看资料，有两个嘎查的介绍，有2022年
4月28日镇的第六届人代会上，其力格尔镇长
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不是很长，但很“咬木
头”，于是我就把一些话用红笔标了。

“按照以点带面、梯次推进的思路，罕达罕
和官地嘎查按照合作社集中养殖模式……”而
罕达罕嘎查，正是我本次要采访的任务之一。
牧区也有合作社？这是我心里的第一个问号。
我们家农村合作社多啦，乍兴起的时候如秋雨
后的蘑菇；但很快就蔫塌塌名存实亡，没有几个
坚持下来的，更没有几个真正起作用。但不知
牧区的合作社是个什么样子？

第二天的下午，答案就有了。采访过程中，
我自然要认真作记录：

一对老夫妻都已六十出头，家里的一百多
头牛实在无能力经管，就在农村雇了一对也年
纪稍大点了的夫妻（年轻的雇不着），月薪七千
元，一年下来主人算账，养牛的赚头差不多都开
支了。而这样的家庭在牧区有许多。

有一对老夫妻牛羊不是很多没雇人，但其
中的一个突然患病，另一个要去伺候，家里的牛
羊没人管了。只能托付临近的亲邻，短期尚可，
时间长了就成了问题。于是不该发生的发生
了。

冬天草原多雪，北风肆虐。牛羊要在圈里
里饲喂、饮水，清理粪便，哪样都对腿脚不利索
的老年人埋有隐患……就有老牧民摔坏了。这
些老牧民的后人，跟农村一样，离开了生养他们
的地方，不回来了。而老夫妻必须坚守，他们离
不开草原，离不开牛羊。

于是，镇政府的举措有了，在罕达罕和官地
嘎查成立了牧民合作社。目的是“以点带面、梯
次推进”。罕达罕嘎查的合作社叫昭诺日养殖
合作社，理事长是嘎查党支部副书记兼副嘎查
达锡林夫。这天，锡林夫车载我跑了二十多分
钟，我便看见前边出现了一处类似厂房的建筑，
屋顶像太阳能光板闪闪发亮。这在草原实在难
得一见。草原宽旷一望出老远，其实我们离那
儿还有几公里吧。锡林夫说那就是合作社场
址，由九户牧民自愿组建，每户出土地18亩，总
计168亩。车越来越近，除房舍外我看到了围栏
里的牛，有七八十头样子吧。下了车，我直奔牛
栏，发现这些牛都很肥胖、壮硕。牛站着或趴
着，嘴在悠闲地倒嚼。牛栏里既无草也没有饲
喂槽。牛栏边就是一个巨大的暖棚（2800平方
米），牛是从里边喂饱了，赶到牛栏歇息的。走
进暖棚，里边的设施不复杂，饲喂、饮水槽，拴牛
桩。此时里边空荡荡，干净整洁。农区的养殖
户都是这样饲喂，但在草原实现了实属不易。
而且规模大，锡林夫介绍这个暖棚能容纳500头
牛。500 头牛在一个暖棚里，零下 30 几度的冬
天，里边也热烘烘的，像升着火炉子。他接着
说，冬天拴在里边的牛就不赶出去了，牛吃饱喝
足就在自己的“炕”趴着，身下永远是热的。就
不遭受寒冷这一项，棚里牛就比外头牛多了几
十甚至上百斤秤。效益是显而易见的。而牧民
散户家里的牛，整个寒冷的冬季都要在牛栏里
饲喂，零下二三十度的温度，饲草饲料的热量都
在牛的体内消耗了。

养殖合作社另一特点是提高了饲草利用
率。喂牛的草是粉碎、拌好了精料，然后撒棚里
饲料槽，百分百被牛吃了。而散户的饲喂方法
是从旧时沿袭下来的，往牛栏里扬洒干草，牛边
吃边践踏、拉屎尿；无风还好，有风把草吹跑
了。如今许多的牧民家庭自己草场打的草根本
不够用，要到外地买草，甚至到千里之外，别说
草款，就光运费也够承受的。就甭说风雪天买
草路上的艰辛了。

由于是半机械化，合作社饲喂牲畜省人
工。锡林夫说，在这里三百头牛两个饲养员就
够。于是我想到了前头提到的百头牛还要雇一
对夫妻——那么，合作社究竟给当地牧民带来
了什么，这才是我真正想知道的。

锡林夫一笑：看见这围栏里的牛了吗。它
们的主人现在在城里儿子家，牛寄养在我们这
里。他知道我要问什么，接着说：每头牛每天收
费18元，而在家里喂养每头牛要花费21元，这
还不算人工饲养费。这还事小，在我们这里饲
养一个冬天，总要比在外头多至少三五十斤秤
的。我问，那这家人的牛一年四季就都在你这
里了吧？他说不是，牧民都有自己的草牧场，待
6月15号牲畜允许撒场，牛就赶回去了。到了
冬季再回来。我问这座暖棚能容纳多少头牛，
他说500就到极限了。我说牧民看合作社这样
好，冬天把牛都赶你这来也装不下呀？锡林夫
也说了镇政府工作报告的“以点带面、梯次推
进”八字，不久将来全镇都会实现。我问了参与
组建合作社的9户牧民，除了出让土地还出资多
少？他说了一个数字，政府还是拿大头的。这
也让我感慨万分：这些年政府为农村、牧区大把
地抛洒，但看得见的效益实在是屈指可数。同
样是政府的钱，在这里却派上了大用场，而且这
样惠民。

紧接着我了解到，合作社绝非替牧民喂牛
那么简单。其目的也不仅仅在合作社院内。

2022年达来诺日镇的政府工作报告：逐步
拆除草原铁丝网，助力生态修复和恢复生物多
样性。以罕达罕嘎查为试点，建立牧民环保合
作社，作草原生态守护者——哦，镇政府想得够
远的。既顾当前，又规划未来。是呢，如果不考
虑环保和生态修复，草原很可能会被牲畜越啃
越秃，秃了就沙尘飞起，风暴就会席卷草原，牛
羊就没了“饭碗”，牧民就没了牛羊。而现在草
原尚好就未雨绸缪，实属高明之举。我为镇政
府的举措伸大拇指。

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到牲畜改良“小换大、大
变优”是今后畜牧业的必走之路，因而要举办多
场次覆盖面广的考察和人员培训，要牧民醒脑、
算账，提倡少养精养。锡林夫声音很沉重地说，
如今许多牧民仍然像过去那样使用自己的种公
牛，繁育的后代越发退化，对疾病防疫能力下
降，造成母牛流产和牛犊夭折。锡林夫一脸严
肃地给我算了一笔账：如果这个家有20头基础
母牛，却只落下15个牛犊，这一年就白忙活了。
而如今“白忙活”的牧民不在少数。可见良种更
新、改良是何等重要。但只要加入了合作社，一
切问题都解决了。

2021 年 6 月末，达来诺日镇政府又在罕达
罕嘎查搞了牧民互助社试点，社理事长由牧民
自选。副嘎查达锡林夫作监察委主任。互助社
的宗旨是共同采买，共同销售。买饲草、买料
粮、买药品、买优良种公畜。建社之初，锡林夫
曾几次带社员去往唐山、呼伦贝尔、锡盟等地采
购饲草、精料，决定权归社员们。买了就直接雇
大卡车运回，省却了中间人。他们今后还要利
用好电商平台，因为罕达罕嘎查已经有了第一
台电商大货箱，要那里的牧民吃到了甜头，有了
想头和奔头。推广电商也写进了达来诺日镇的
政府工作报告，全镇推广只是时间问题。

下面是我的零散记录：
A，在 2022 年达来诺日镇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除了罕达罕和官地嘎查办合作社外，岗更、
哈达英格、托力嘎查按照家庭牧场式规模化养
殖，哈日浩舒嘎查按照全年禁牧舍养模式，白音
珠日和嘎查以划区轮牧模式——根据旗融媒中
心的安排，许多嘎查都不是我的采访任务，所以
没去。但我知道他们的情况跟我采访过的嘎查
不一样，这才有了镇政府的因地制宜、看菜下
饭。我突然发现，牧区的工作比农村工作繁琐
多了。而我觉得最难的是牧民居住分散“地盘”
大，想做成一件统一的事很难。而镇政府一件
一件做到了。

B，罕达罕嘎查的会议室很大，能容纳几十
位牧民开会、学习。但嘎查干部们集中办公的
地方却显得逼仄，因为书记、嘎查达等五位都挤
在一起。我真的留意了，这里书记、嘎查达没有
单独的办公室，更甭说农村那种很大且阔气的

“单间”了。我想，这就
是达来诺日镇的“特殊”
吧。

C，镇政府副镇长
巴雅斯古楞车载我来罕
达罕，锡林夫见了一面
就没影了。后来巴雅斯
古楞打他电话也不接。
巴雅斯古楞想了想，说，
看样是在后面开推土机
呢，听不见。我们就走
出屋，果然见后面推土
机轰然响着，锡林夫正
在填一个沟槽。我说行
啊，你们这里的干部还
会驾驶机械，你们嘎查
还有推土机。巴雅斯古
楞笑了，推土机是借的，
但凡省点就省点。中午，锡林夫载我去镇里的
路上，我又问起了推土的事，锡林夫轻描淡写地
说，我们借用推土机多是在冬季。看见脚下这
条路了吗，下雪就封了，一个冬天不知要封多少
次。都是我们嘎查干部推，无偿的。推土机挂
职书记巴雅斯古楞我们都会开。我问雇个人推
不行吗，我家那面很少见过村干部亲自干，都是
花钱一支嘴。他说就是为了省钱，我们把嘎查
的日子当成个人家过。往下就没了话。

D，罕达罕有一大块草场，平展、开阔延展
到天边的样子。达来诺日镇政府把这里确定为
旅游开发区，要建一处构思新颖的观景台。眼
下这里还只是个雏形，巴雅斯古楞领着我介绍
这里建什么，那里建什么，这里建一座地秤。我
就问建地秤干什么，跟旅游观光有必然联系
吗？他说没有但必须建。过去这里牧民买回草
来要跑很远的地方去过秤，一秤收费80元，我们
打算收20。噢，我想起来了，建这座地秤也是写
入2022年镇政府工作报告的。一个真正亲民爱
民的地方政府，它肯定是从细节开始的。

历时三天的草原采访结束。这早天不太亮
我就醒了，轻轻开门关门，趟过走廊下了楼梯，
生怕弄出声响影响了正在酣睡的别的房间的旅
客。其实由于疫情宾馆也没住几个人。走出门
发现外面很凉，是呢，昨天还下雪了，有的在瓦
棱上还没有全融化。打我来草原天就没晴过，
还好，今晨头顶有几颗星星在眨眼。我慢悠悠
走在有些空寂的小镇上。这个时节我头一次来
草原小镇，达来诺日镇更是头一次光顾。此时
晨曦中的小镇还没睡醒的样子。我的目光稍远
些，知道那个有些朦胧的地方就是镇政府。我
要写的就是他们，故事是从那里流出来的，情感
也是从那里流出来的。是的，通过几天的接触，
我发现他们都是些很有情感的人，他们在那个
大院上班，但他们深深爱的是草原牧民。人只
要有爱，而且从骨子里发出，什么奇迹都会发
生。这个，我深信不疑。

达来诺日镇简介：达来诺日镇位于克什克腾旗西
北部，全镇总面积241.6万亩，其中草场面积233.3万
亩，打草场50万亩，林地7万亩，耕地1.29万亩，饲料
地3.5万亩。下辖7个嘎查一个直属社区，户籍人口
2955户5986人，常住人口2391户5483人。全镇共
有畜牧养殖户1009户，牲畜存栏9.2万头（只），其中
牛3.3万头、羊5.7万只、马2000匹。2021年农牧民
人均纯收入13600元。镇党委下设11个党支部，共
有党员364名，嘎查（社区）“两委”班子共47人，其中
大专学历19人，高中学历14人，平均年龄40岁。自
2017年以来，连续5年被评为克旗“实绩突出”单位，
2021年被评为市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镇”和“文明
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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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没有出过远门的我来说，巴彦查干嘎
查是距离经棚有点儿远的地方。事实上也确
实不近。巴彦查干嘎查位于巴彦查干苏木北
部，距经棚镇120公里。

巴彦查干嘎查的蓝天和草原相接，汽车行
驶在中间，仿佛划开一道裂痕。有句话不是
说：万物都有裂痕，那是阳光照射进来的地
方。巴彦查干嘎查是被阳光照射的地方。

巴彦查干嘎查距离巴彦查干苏木不远。
到达苏木后，却等了好久也不见和我对接的
人。后来才知道，他只有摩托车。其实，在没
有汽车之前，摩托车不就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之
一吗？汽车是有汽车的好处，但对草原来说，
摩托车行驶起来更有韵味，呼吸着新鲜空气，
浏览着草原美景，那况味是坐在汽车里无法体
会得。巴彦查干嘎查的人就是这么真诚和热
情。失去了一个体验草原摩托的机会，觉得有
点儿遗憾。不过，人家说了，下次再来，嘎查的
人一定会用摩托车带我转一圈。

巴彦查干嘎查的办公室外表看起来和其
他地方的办公室没有区别。栅栏外的羊儿悠
闲地吃着草，有几只羊把头伸进栅栏里，啃食
嘎查办公室周围的小草，这场面看起来让人觉
得，这个地方少了几分威严，多出来几分平
和。这让我想起一首题目为《随驾阅视群牧恭
纪》的诗来——“乌㹀黄犉种各殊，骈蹄迭角杂
攻驹。太平畜产闲无用，好人丰年考牧图。”丰
饶的草原上膘肥体壮的牛马成群互相嬉戏。
水草的充沛，让牛马得以肆意的生活。因为是
太平盛世，本来该在田地里耕作的牲畜却悠闲
地生活在草原上。诗人看到眼前这一切，发出
最后的感慨：好一幅让人开心欢愉的放牧图
啊。此刻，巴彦查干嘎查就是这首诗的真实再
现。

留在嘎查办公室值班的蒙古族小伙子，我
忘记问他叫什么名字，魁梧的身材，憨厚的模
样。由他带我们去参观合作社，只见他把办公
室的门那么随手一关，就带我们出发了。看得
出是一种习惯性。那姿态折射出来的信息就
是：巴彦查干嘎查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地
方。

去参观的是巴彦查干嘎查最大规模的合
作社。巴彦查干嘎查近几年以“党建+”为引
领，以畜牧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纽带，推行“党
员+牧户+产业”“党建+现代畜牧业”模式。目
前巴彦查干嘎查党员成立的“乃林高勒养殖专
业合作社”吸收周边44户牧民，积极响应旗委

“政银融合”“兴牛贷”政策，为本地牧民提供优
质的基础母牛，提供先进的养殖技术，积极推

动了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不巧的是合作社主
人没有在家，打听后才知道是去旗里购物，合
作社大门依旧没有上锁，我们进去自由参观。
新式电动痒痒刷让我开了眼界。

采访的日子稍微有点儿特别，是农历的六
月十三，也是塞罕坝祭敖包的日子。敖包是蒙
古语，汉译为土堆、石堆。敖包祭祀是当地蒙
古族的古老习俗。是崇拜苍天万物理念的见
证，祈求长生天降福，祝愿大草原水草丰美，五
畜兴旺。通过祭祀活动，不仅继承了祖先神圣
的精神信仰，同时也传承了蒙古族古老的文
化。每个地方有属于自己的敖包，有属于这个
地方敖包的名字，有属于这个地方敖包祭祀的
时间。巴彦查干嘎查敖包的名字叫呼日勒，同
行的人说，看上去不太像个敖包。其实，敖包
是承载信念的地方，形状不重要，所谓诸法空
相嘛。巴彦查干嘎查敖包祭祀时间是每年的
农历五月二十日，这天，牧民们会带上奶食品，
肉，炒米，糖等放在敖包上，也会从经棚镇庆宁
寺请喇嘛诵经，很是庄严隆重。巴彦查干嘎查
的社会活动除了祭祀敖包，还有那达慕大会。
据了解，巴彦查干嘎查在疫情前，每年都要举
办那达慕，而且那场面也非常热闹，骑马，摔
跤，射箭等等。巴彦查干嘎查男人的男子汉气
概在这里表现的淋漓尽致。那达慕大会也有
其他活动项目，内容丰富。真希望疫情早点结
束，希望我有机会可以来巴彦查干嘎查看看属
于巴彦查干嘎查人自己的那达慕。

巴彦查干嘎查有自己的村史——蒙语纸
质版的书籍。遗憾的是这本书被人收藏我无
缘看到，其实，就算我看到也读不懂。但，在千
万遗憾中有一点值得庆幸，后来宣传委员几经
周折拍到几页给我。其中一段内容是记载了
一个有成就的巴彦查干嘎查牧民。巴亚斯古
楞，1970年3月生人。日本东京大学消化内科
专业，美国哈弗大学毕业，现在厦门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消化内科作博士生导师。巴彦查干
嘎查人以他为荣耀。从而也看得出巴彦查干
嘎查对文化教育是重视的。

去巴彦查干嘎查当天，有一户牧民家很热
闹，一打听才知道是在娶媳妇，这里有一个习
俗，在车遥马慢的时候，女方在出嫁前会在男

方住的地方认一个干娘，意思是在这个地方有
娘家人照应，婚后如果有不如意或者什么大事
小事可以就近到干娘家寻求帮助。那些淳朴
善良的人也更愿意有个干女儿，毕竟多一门亲
戚也是件好事。心里默默给这位没有认干娘
的新娘美好祝福。一行人就顺着蒙古族妇女
社会活动这个话题聊开，巴彦查干嘎查的蒙古
族妇女不但善良而且勤劳。看那些忙碌的身
影就知道了。而对于蒙古族妇女的日常工作
是有诗为证的。杨允孚在《滦京杂咏》就这样
描写蒙古族妇女。“生平不作蚕桑计，只解青骢
备绣鞍。”那时候，蒙古族人居无定所，逐水草
而牧的生活，实际上更多的是依赖妇女。曾有
史料记载，蒙古族妇女们除了照顾一家人的生
活起居，缝补穿戴，管教子女，制作各种东西，
短皮袄、衣服、鞋、靴与各种皮制品等。还管理
与修理大车，为骆驼装驼包，甚至迁徙时蒙古
包的拆卸装运，到达新居地时搭建毡帐也由她
们来完成。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些习俗已经被
改变，但巴彦查干嘎查人的勤劳没有变。

巴彦查干嘎查除了一望无边的草原也是
有河流的。嘎查办公室门前就有弯弯曲曲的
查干河流过，它见证着这里的发展和繁荣。巴
彦查干嘎查也是三步一诗的地方。只是我才
情还不够。无法用更多的文字去描绘它的美
丽和富饶。

我为自己的文笔差劲而对写过的地方感
到抱歉。而对于我写的巴彦查干嘎查来说，当
人们读过我的文字，脑海里有有这么一个印
象：哦，那个地方有一个不像敖包的敖包，却有
牧人的寄托；哦，那个地方有一条叫做查干河
的小河，是世代嘎查牧人的母亲河；哦，那个地
方的门可以不用上锁；哦，那个地方出了一个
有学问的人，还有苏木最大的合作社。如此，
我心里就会暗自庆幸。还好，文笔不是十分的
失败，我把巴彦查干嘎查留在了人们的脑海
里。

巴彦查干嘎查简介：巴彦查干嘎查位于苏木北
部，距经棚镇120公里。嘎查草牧场总面积为47万
亩，下辖6个独贵龙。户籍人口为400户929人。
常住人口为216户529人。2021年牧民人均纯收
入1.2万元，嘎查集体经济收入累计5.8万元。

散文

车 遥 马 慢 的 时 光
■红酒

在克什克腾旗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区
——阿斯哈图南麓，十多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
庄散落在“Y”型的山沟里，它们同属一个村民
委员会，共同的名字叫安乐。

安乐，安乐，安居乐业。这个中国农民几
千年来不懈追寻的最高生活目标，是什么时候
冠名在这片土地上的？查阅目前掌握的历史
资料后得知：1946年1月，经棚县九区（木石匣
区）辖安乐等9个乡，安乐始得其名。1958年
10月成立同兴人民公社，辖安乐等11个大队，
安乐得以延续。1984年1月撤社划乡，行政辖
区虽几经变化，安乐村名稳定如山。历经 76
载岁月沧桑，村级名字能保持不变，查遍全旗
嘎查村名为数不多。可能是“安乐”一词绝无
任何政治属性，只是包涵了普通百姓的最普通
追求的缘故吧，才没有被“前进”“五星”“红旗”

“文革”等当年时髦名称所取代。
去过安乐村的人都毫不吝啬溢美之词。

爱好涂鸦的把它盛夏滴翠、寒冬铺银留在画板
上；摄影发烧友把它春花烂漫、秋叶金黄揿进
镜头里；惯于爬格子的文友们更是搜肠刮肚、
穷尽文思，去描绘它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去
述说它的纯朴民风、山川物产；专注密境追踪

者对在川道里蜿蜒曲折、在密林里时隐时现的
金边堡赞叹有加；喜欢游山玩水的旅友们在自
己尽情享用采自林间的山野菜、自然放牧的牛
羊肉之余，还会大包小包地带给远方的亲友
……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安乐人绝没有辜负
叫了70多年的名字。在山间、林旁、小河边，
他们精心耕耘着攥一把都能流油的黑土地，一
年七十二场浇林雨，使他们披星戴月的操劳有
了丰收的保障。在澎湃激荡的改革开放大潮
中，经历了呛水的痛苦后，安乐人学得聪明
了。他们不再盯着吃饱肚子的粮食不放，把资
金、技术、劳力投向了效益更高的畜牧业。全
村187个养殖专业户应运而生，年育肥牛2800
头，育肥羊5000只。大小畜存栏12680头只。
过去讲的“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的毛蛋子牲
口，撑起了安乐人的钱袋子。近年来兴起于农
村青山绿水间的旅游业，也让安乐人挣城里人
钱的欲望陡增。每年的旅游旺季，少男少女们
从田间地头走出，涌向阿斯哈图景区周边和旅
游公路沿线，学着南方人的样子，用浓浓的莜
面腔向游客们兜售当地的草原蘑菇、山野菜、
中药材；舞动着握惯了锄把子的手，挂起羊腔、

支上烤具、燃起炭火，卖起了烤串。那略带胆
怯、羞涩的叫卖声换回了大把大把的人民币，
在满足了眼前生活需要的同时，也膨胀了安乐
人迈向更广阔天地的雄心。农家乐、旅店、饭
店如雨后春笋，阿斯哈图石林脚下的魏营子村
民组在国家移民搬迁工程项目的支持下，共建
成农家乐20家，占全组总户数的77%。全村建
成两层楼房式的旅店、饭店 4 家，建筑面积
7800平方米，餐位801个、床位434张。昔日里

“顺着垅沟找豆包吃”的庄稼人，今天竟然能操
着不太熟练的“您好”“欢迎”等文明礼貌用语，
笑迎着来自天南海北的宾客。

为这方土地取名者的初衷是美好的，只可
惜那个令人不堪回首的年代，实在无法把“安
乐”变成现实。是日新月异、蓬勃向前的时代，
才使得深隐在高山大岭之中的这片热土实至
名归。如今这里的人们在实现了安居乐业之
后，正信心满满的向更高、更新的理想生活进
发。

安乐村简介：安乐村位于同兴镇北部，东临林西
县统部活畜交易市场，西与黄岗梁国家森林公园、巴
彦查干苏木为邻，背靠阿斯哈图石阵景区；林西县至
统部镇县级公路到此为终点，克旗至阿斯哈图石阵
旅游环线公路途经此村。全村总面积19.65万亩，
其中耕地1.2万亩、草牧场13万亩、林地2.6万亩，
全村共10个村民组，户籍人口887户1859人，常住
人口362户760人。全村牛存栏5149头，羊存栏
6875只，养殖户共计187户，年育肥出栏牛羊6800
头只。现有旅游宾馆、农家乐、牧家乐29处，每天可
接待游客800人次。2021年人均纯收入1.2万元，
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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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 片 热 土 叫 安 乐
■王学斌

“望不尽连绵的山川，蒙古包像飞落的大
雁，勒勒车赶着太阳游荡在天边，敖包美丽的
神话守候着草原……”。

这是一首优美动人的草原之歌，歌曲以蒙
太奇般的艺术手法，加之豪迈而深沉的旋律，
把人带入梦幻般的蒙古高原，这首歌经过德德
玛、降央卓玛等多位歌唱家的传唱，使蒙古高
原和蒙古族民俗在人们的感官中变成触手可
及的形象。更值得一提的是，著名歌唱家德德
玛在制作自己的MTV专辑时，来到了美丽神
奇的克什克腾，并登上了阿斯哈图。极目远
眺，收入眼底的是逶迤起伏的草原，莽莽苍苍
的群山，此情此景，勃发了歌唱家的艺术灵感，
一曲深情豪迈的《蓝色的蒙古高原》，使歌唱家
的艺术生涯再登峰极。

德德玛在海拔1896米的高原之巅——阿
斯哈图看到的群山、草原、蒙古包，就是巴彦查
干苏木巴彦乌拉嘎查的一角。

巴彦乌拉，蒙古语，意为“富饶的山峰”。
嘎查因境内的巴彦乌拉山而得名。这座富饶
的山是不是就是阿斯哈图，我想，巴彦乌拉是

一个大的地理概念，其中肯定包括阿斯哈图，
因为阿斯哈图是巴彦乌拉嘎查和同兴镇安乐
村、林西县板石房子的界山。按照行政区划以
地理上的分水岭为界，阿斯哈图的主体部分均
在巴彦乌拉嘎查境内。

阿斯哈图——第四纪冰川留给世界独一
无二的地质奇观，现已成为赤峰市首家国家

“5A”级景区。说它是一座富饶的山，的确当
之无愧。当你在这里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造化
之后，从石林景区的西门顺山而下，沿着巴嘎
吉日河一路向北，嘎查所属的尼格日都嘎日独
贵龙，蒙古语，意为第一组；浩雅日都嘎日独贵
龙，蒙古语，意为第二组；固日巴都嘎日独贵
龙，蒙古语，意为第三组，系嘎查驻地；多日勃
都嘎日独贵龙，蒙古语，意为第四组，均依河而
居，依山而富。唯独阿日达其独贵龙，虽远离
河畔，但因村中有一眼井，故名，系蒙古语，意
为用不尽的水，60多年来，这眼神泉一直为全
嘎查牧民提供着永不枯竭的水源。

巴彦乌拉嘎查的牧民们从 1957 年开始，
便结束了有史以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沿
巴嘎吉日河两岸定居下来，富饶的山孕育了富
饶的河，富饶的河又养育了富饶的山，在2005
年以前，巴彦乌拉嘎查一直隶属于巴彦高勒苏
木。巴彦高勒，意为富饶的河流，我们这颗星
球上的生命和文明均依河流而诞生，因巴嘎吉
日河和伊和吉日河两条外流河纵贯全境，巴彦
高勒草原才变得美丽而富饶。

蓝色的蒙古高原，那是诗人眼中的色调，
充满梦幻般的神奇与浪漫。来到夏季的巴彦
乌拉，站在风光旖旎的巴嘎吉日河畔，你才能
真实感受到蒙古高原真实的色调，是梦中的
吗？她比梦中的要真切；是想象中的吗？她比
想象中的要朴素、要自然。我见过很多描绘草
原的画，但即使是丹青妙手，也只能勾勒她的
一隅，无力表现她的全貌，何况其中难免流于
夸张，又怎能表现出她的真实呢？

她是实实在
在的，无须刻意
地去雕琢；她是
无拘无束的，正
如蒙古民族豪放
粗犷的性格。单
凭这一点，任何
梦幻、想象都是
多余的，因为她
是流动的、变幻
的、满怀深情的，
如贡格尔河、巴
嘎吉日河的涓涓
流水，绵长清幽；
如达里湖、砧子
山、巴彦乌拉的
朝晖夕阴，变化
万千，晦明莫测；
如奶酒、油茶的
清香，漂溢着草
原牧民敦厚、淳
朴的性格。

“轻轻牵走
记忆的长线，漂
泊的白云唤起我
眷恋……我蓝色的蒙古高原，你给了我希望，
从远古走到今天，你就是不灭的信念，把我的
爱献给你，把我的祝福留给你，祝福留给你！”

巴彦乌拉——蓝色的蒙古高原。
巴彦乌拉嘎查简介：巴彦乌拉嘎查，以境内巴

彦乌拉山命名，意为富饶的山峰，驻地固日巴都嘎日
独贵龙。1958年建大队，1984年改建为巴彦乌拉
嘎查委员会，隶属于巴彦高勒苏木。2005撤乡并镇
后隶属于巴彦查干苏木。辖5个独贵龙，户籍人口
353户854人，常住人口246户668人。嘎查草牧场
37.3万亩，林地3.5万亩。2021年牧民人均纯收入
1.52万元，嘎查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90.5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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