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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锡勒”蒙古语，汉译为青色的高
原，这里确实被绿色渲染着，可谓名副其实。

呼和锡勒嘎查夏日里的美，不单单是风
吹草低见牛羊那种美。

雨后新绿做壁纸，原上夕阳成动图。
站在嘎查西部远望，雾气茫茫的地方是

锡林郭勒大草原。呼和锡勒嘎查和它筋骨
相连。

60年前，这里芳草萋萋，是巴彦查干公
社的一片草原。景色真美。只是，在贫穷面
前，美丽无人顾暇。

贫寒是那一时期的代名词，没有人喊
“减肥”。肥胖症这“词儿”，几乎是外星人的
词汇。

冻饿是牲畜的劫。唯一的简陋棚圈供
子畜享有，多数大畜营养不良，没膘儿，不扛
冻。母畜生产，后续的草料儿跟不上，青草
冒芽之际，就是老弱幼小牲畜“趴蛋”后的死
亡季节。

牧民没有地，粮食又拉不进来。饲料成
了老大难。巴彦查干公社不缺羊，缺粮！

八户农民，八挂牛车，如同沙漠里跋涉
的驼队，在断断续续的草原土路上颠簸前
行。

八口铁锅与豁着牙儿的粗瓷碗，装在柳
条筐里，还有犁、锄、镰等必要的农具，占了
牛车的全部地盘儿。

女人抱着孩子，蜷缩在炊具和工具的空
隙。这样的画面定格在1959年。

男人携妻带子进入草原腹地，只为响应
“垦荒支牧”政策，就地解决牧区饲料短缺问
题。

路远地自偏。三天后，牛车抵达目的
地。

从黄岗梁的褶皱里渗透出来的大吉日
河，在草原上迂回蜿蜒，如飘带，似项链，丝
丝缕缕，闪闪烁烁。水草肥美，庄稼也赖不
了。

从此，克什克腾旗最北端的牧区农场

——乌套海农场，升起了炊烟。
生活需要柴米油盐调剂，也需要锅碗瓢

盆承载，更需要能工巧匠雕琢。
农场里，木犁坏了没人会打制，木梢、木

缸漏了没人能打造，蒙古包倒了没人能做木
架。

两年后，“巧木匠”于方洲父子，被下派
到巴彦查干公社综合厂。

萨达拉的聒噪吵得男孩坐卧不安，哭闹
着：“咱们回家吧……”

男孩是于方洲的大儿子，这个农村娃
儿，和幼时的玩伴挥泪，硬“摘瓜儿”搬到了
牧区。

皮匠、毡匠、铁匠、奶制品匠再加上木
匠，让综合厂名声大噪。车轱辘都是木制的
年代，木匠成为香饽饽。

乌套海农场种地的人也不是熊手儿。
随着土地规模扩大，饲料解决了，牲畜胖了，
可劲儿撒欢儿。

后来，草原的路通了，大批牲畜运出去，
大量粮食运进来。

1982年，分畜到户，草牧场也分到了寻
常牧民家。

肥美的草原，助推了大批牛羊滚雪球一
样繁殖。

冬草秋藏。催生了一种应季职业——
搞副业。搞副业收入从最初每天 30 元，激
增至现在的每天400元。

不得不说，机械匮乏的年头儿，劳动力
的价值蛮贵的。8 分钱买一张喷儿香的肉
饼，30元的含金量够足。

可是抱着钐杆卯足了劲儿，一钐一钐地
把青草砍瓜切菜一样堆成厚厚的一趟又一
趟，晒干了再一叉一叉敛起来，垛成一垛一
垛的，然后再一车一车拉回家。单凭人力赚
钱，是掉了几斤肉、扒了一层皮的代价换来
的。

在这片草原上，付出与收获成正比。
养殖大户刘贵福是践行者。他家仅养

羊就达到了四位数，2000年秋天卖牲畜时，
牧业税交了 10000 元！如果按 1996 年牧业
税征收办法计算，刘贵福一年相当于卖了
3334只羊单位的牲畜。一万元是很肉疼的
数字。要知道，万元户可是当时的骄子。

而养羊又是耗心费神的。
茫茫雪原，纵使白茬皮袄狗皮帽子全副

武装，三、四次夜巡，人冻得感冒发烧流鼻涕
不说，不少羊羔依然惨遭冻死的厄运。

生活的艰辛，是激励孩子们刻苦学习最
现实版的活教材。

于家的孩子也不例外。1985年，于方洲
的三儿子于国林中师毕业，成为乌套海完小
50多个学生的孩子王。

20岁的全科老师，7岁至13岁的孩子，
半年级到五年级的学生，混合挤在同一个课
堂，不同年级教授不同的课程。花样的堂
课，衍生出的笑话儿，伴着锈铁丝吊起的车
钢锅悠长的钟声传扬着。

可是，汉语授课的乌套海完小，在1993
年合并村校的浪潮中被淹没。于国林也像
完成使命的将军一样，解甲还家。

要么甘愿平庸，要么勇立潮头。
在供销社依然红火的时候，于国林毅然

开了牧区的第一个私人代销点。
下海经商，于国林是嘎查第一人。他的

择决是对的。

曾经引以为豪的 1500 亩黑土地，如同
百慕大的“黑三角”，时常刮起黑旋风，牧民

“出门看天色，进门看颜色”，睡一宿觉咬咬
牙，“吱咯～吱咯”生响。

2003年，国家实施退牧还草，以草定畜，
遏制过渡放牧，让疲惫的草原休养生息。

那一抹黑被填充上了绿色。
在外人眼里，呼和锡勒嘎查是特殊的。
起初，这里是唯一的汉民嘎查，后来奈

曼旗和东北三户蒙古族加入，这个嘎查才有
了“混血儿”。

草牧场面积最少、草原生态保护最好、
全苏木最富裕的“三最”嘎查，家家户户垒起
了小菜园。偶尔，还能听到鸡叫，肥猪迈着
模特步寻食吃。

夏日，菜园里的墨绿和原野的新绿交
织，农家的热络和牧野的纯净融合，来到这
里，既可体味把酒话桑麻的雅兴，又能激发
会须畅饮的豪情。菜叶上的蝈蝈慢条斯理
地拉着小提琴，院外山草驴的干吼和百灵鸟
的歌喉，永远不在一个频道。草原生物演唱
会异常火爆。

抚头疑是农家院，奶品羊肉恰喝茶。
待客豪饮三大杯，手抓羊肉才解馋，谁

说只有蒙古族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亦农亦
牧的生活方式，在呼和锡勒嘎查延续着。

钐打镰割的时代，立秋之日即是磨刀霍
霍向绿草的时候。两个多月后，草垛才会在
木栅栏里一个个慢慢地“长”起来。

如今，立秋半月后，花落草籽熟，牧民才
会把打草机开进打草场。机械替代人力，这
是打草史上伟大的科技革命。

打草机从单刀小、中、大型，升级成 48
片刀片的双刀打草机，彻底结束了牧民挥钐
汗如雨的时代，刀耕火种已经退出了历史舞
台。

原来累死累活 60 天才能干完的活儿，
现在除去天气因素，20天牧草就能进家。一
捆捆四四方方的草捆，无论是拉草、垛垛、投
喂都方便省事。再也不必为垛草而苦恼，也
不必为刨草而着急。

此时，牧民足不出户，躺在热炕头，时而
瞭一眼监控里的牲畜，美美地歇工睡大觉。

打草不放牧，放牧不打草。这是呼和锡
勒嘎查牧民坚守的誓言。他们爱护草牧场
就像保护眼睛，从来不允许外人借场放牧。

草牧场是用之不竭的绿色资源，也是牧
民的聚宝盆。即使没有劳动能力的古稀老
人，凭借人均300多亩的草牧场，秋季卖草，
人均15000元的纯收入，仍能吃穿富足！

曾经的孩子王，现在已成长为嘎查当家
人。于国林带头践诺。他深信：守护绿色资
源，就守住了钱袋子！

葳蕤花草妆盛夏，满目翠绿不生尘。如
今，生活在这片草原的人，已经与草原融为
一体，染成一色。在牧民的精心呵护下，呼
和锡勒这片沃野绿的底色会更艳、更浓。

呼和锡勒嘎查简介：呼和锡勒嘎查位于巴彦
查干苏木东北部，东临巴彦高勒嘎查，西邻西乌
珠穆沁旗，南邻都希也图嘎查，北邻乌套海嘎查，
距经棚镇 181公里，下辖2个独贵龙，户籍人口
201 户 421 人，常住人口 81 户 256 人。嘎查总
面积13.54 万亩，草牧场面积12.8万亩，其中打
草场面积9万亩。有黄花、山韭菜、白蘑等草原特
产。2021年末，牲畜存栏17000头、只，人均纯收
入2.6万元，嘎查集体经济收入累计3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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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棚出发，沿途欣赏着国道303线两侧初

夏的草原，行不多时，卧在路边的两只巨型“骆

驼”提示着我们已经进入到达日罕乌拉苏木的地

界，达里湖南岸弯曲的河流，浑善达克沙地边缘

写意般的疏林景观，慢条斯理转动着的大风车，

不远处整齐规划的大唐煤制天然气公司向遥远

的首都北京源源不断输送着清洁的天然气，传统

的草原文化与现代的工业文明在这里交汇碰撞，

巴彦都呼木嘎查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幸运的坐落

于达日罕乌拉苏木西南部，时代的发展变迁让这

里的牧人充分感受到别样的幸福滋味。

嘎查党支部书记那日苏是大家的贴心人，在

嘎查两委班子的带领下全嘎查先富带后富，每户

的内生动力都被激发了出来，致富的路上一个也

不能少，脱贫攻坚让家家都过上了殷实的生活，

乡村振兴的列车正载着牧人们奔向更加美好的

未来。仓廪食而知礼节，富起来的牧人开始对生

态文明理念更加关注，保护生态保护草原的意识

对于世代居住于此的牧人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让古老的传统村落焕发

着新时代的魅力。

巴特尔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牧人，对这片草原

有着深厚的情感，传统养殖方式让他拥有自以为

傲的成绩，牛羊成群，夫妻俩虽然忙碌日子过得

也算殷实，两个儿子一个在外地读大学，另一个

在职业中学学习畜牧专业。

2020 年两个儿子同时毕业，老巴特尔也有

了自己的算盘，让两个儿子和自己一起发展畜牧

业，以增加养殖头数来增加收入，憧憬着美好的

未来，老巴特尔夫妇喜上眉梢。但两个儿子似乎

有着不一样的想法，化工学院毕业的大儿子毕业

前就把自己的简历投到了家乡的企业——大唐

煤制天然气公司，畜牧专业毕业的二儿子则经常

到村部与那日苏书记等人探讨引进新品种和畜

牧改良的事宜。看到两个儿子对自己的疏远，巴

特尔夫妇感到了一丝丝的失落。

初夏时节，嘎查班子组织的畜牧业发展培训

会如期开班，巴特尔失神的坐在最后排，人在那

里心里却满满的不服气，养了一辈子的牛羊，还

有什么高深的理论是自己所不掌握的。培训班

由那书记主持，那书记兴奋的讲到“坚持绿色发

展理念，积极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

兴提供有力支撑，就必须改变传统的畜牧放养方

式，今天我们就请我们的专业人才给咱们大家交

流一下。”

“我是草原的儿子，我深爱着这片草原，草原

给我们牧民带来了幸福的生活，但随着牛羊数量

的增加，草原的负担也在加重，草原的面积是有

限的，而我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不断增加的，

所以传统的畜牧放养方式要强化科技支撑，打造

高效畜牧业。要积极推进育繁推一体化；强化项

目带动，打造优势畜牧业；强化绿色发展，打造智

慧畜牧业……”这些听起来并不高深的理论让在

场的牧人陷入了深思，更深深触动了巴特尔，而

台上滔滔不绝进行讲解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畜

牧专业毕业的小儿子。

在嘎查支部的带领下，全嘎查的畜牧发展有

了新的变化，从单纯追求数量向注重质量发展，

追求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最佳结合。新品种

的引进优化了当地的养殖结构，同样的劳作却有

了更高的收入，本地草原“沙窝牛”由于得到了精

细化的饲养而品牌价值也更高了，充分体现了产

业兴，百姓富的发展思路。老巴特尔也更加理解

了知识就是财富的道理，也更加支持和关注小儿

子的事业，安心做起了配角。嘎查干部趁热打

铁，引导群众开展牧家乐旅游，响了多年的沙漠

驼铃竟然成了城里人的梵音禅响，成了抚慰旅人

心灵的营养鸡汤。沙漠、驼群、夕阳，晨雾、远山、

溪流，放牧、挤奶这些牧人眼中和生活中的日常，

却成了游人相机争相捕捉的对象。乡村旅游助

力乡村振兴，特色旅游让嘎查有了名气，也让群

众增加了收入。

巴特尔的大儿子也如期收到了当地企业录

用通知，在企业负责水处理工作，大儿子所在的

团队把生产工艺污水处理净化后再回用到系统，

在为企业节约了支出的同时也让真正实现了废

水零排放，在实验室学到知识在这个广阔天地变

成了现实，一种从未有过的成就感和践行生态文

明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随着工作的深入，大儿子也对这个工业“巨

兽”有了更多的了解，大唐煤制天然气公司就是

专门为首都北京供清洁能源的企业，北京的万家

灯火带着我们草原人们的一份情怀。在企业的

发展过程中，始终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良好生态环境

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发

展潜力和后劲的思想。力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

护双赢，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生态家园。

企业的生产理念是坚持绿色发展导向，把生态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经济效

益，不断推动绿色发展上层次、提质量。每当休

假时期，大儿子就到村部义务给牧民群众讲解本

企业的生态环保理念，讲解工业对当地对社会乃

至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意义，让群众们真正的理解

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是重要的一环，都有着不

可或缺的地位。

巴彦都呼木嘎查是一个年轻的嘎查，是一个

焕发时代气息的集体，有组织能力强的年轻嘎查

领导班子，有扎实恳干的牧人，更有一群有知识

有想法的年轻人，青春的力量在这里涌动，也在

这里实践和创造，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磅礴力

量，嘎查的青年一代正用青春的智慧和汗水打拼

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老巴特尔们

的思想变了，牧民们的生活方式变了，更多的牧

民都更加注重生态对于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意义，也更加相信工业经济对牧业发展的反

哺作用，在嘎查两委的领导带动下，掌握一定专

业水平的年轻人选择进入城市进入工厂，成为新

时代的产业工人，有的则扎根家乡用知识改变家

乡的面貌，在传承与新发展中找到最佳结合点，

相信巴彦都呼木嘎查的乡村振兴之路会越走越

宽，焕发新时代的新光彩，嘎查人心中的生态文

理念不会褪色，植入骨髓的绿色发展底色永远不

会改变。

巴彦都呼木嘎查简介：巴彦都呼木嘎查位于达日
罕乌拉苏木西南部，距离苏木所在地25公里，距离经
棚镇100公里，北望达里诺尔湖，南临西拉沐沦源水
头，毗邻好来呼热苏木，西锡林浩特正兰旗接壤，嘎查
草牧场面积37.18万亩。牛存栏7200头，羊存栏1800
只。户籍人口298户640人，常住人口149户316人，
2021年牧民人均纯收入1.3万元，嘎查集体经济收入
累计190万元。

散文

两代人的发展观

青山魂是圣洁之魂，青山脚下的
公仆们，把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深深
刻在心里，并用这把尺子严格约束和
认真衡量其履职行为；青山魂是为民
之魂，青山脚下的公仆们把听取群众
声音和解决群众诉求作为工作的出发
点，以“衙宅卧听萧萧竹，疑是黎民疾
苦声”的精神，扑下身子为百姓，小车
不倒只管推；青山魂是沸腾之魂，为了
让这片土地更好地造福于民，青山脚
下的公仆们带领群众上项目、搞建设，
大摆家乡“龙门阵”，一幅富民兴镇的
壮丽画卷徐徐展开……

万合永镇就在青山脚下。当我的
双脚一踏上这片热土时，立时被眼前
的景象迷住了。环视广袤田野，但见
一台台大型农业机械在奔驰作业，片
片田野热火朝天，景象沸腾。镇负责
人边领笔者参观处处亮点，边侃侃而
谈介绍基本情况。万合永镇以农业产
业为主，其境内的西拉沐沦河、白岔
河、陶高河以及 16 万亩河畔厚土，养
育着2.4万多以种植业为生的青山儿
女。让土地生金长银、为民造福，让思
想观念摆脱羁绊、加快富民强镇步伐，
让父老乡亲的日子就像大青山顶上披
着的云霞，红红火火，是镇党委、政府
新形势下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由于
在党建引领上做文章，全镇党建引领
下的乡村振兴、社会治理、乡风文明等
蒸蒸日上，日新月异，富民强镇步伐犹
如贡格尔草原上奔驰的列车，风驰电
掣，一日千里。

在广义村，一块“万合永镇集体经
济联合社”的牌匾将笔者引入院内。
环视周围，不禁使人眼前一亮，但见各
式大、中型农机具错落有致，整齐停
放，甚为壮观。随行的镇负责人介绍，
镇党委、政府根据全镇青壮劳力缺失
造成的劣质土地无人种、优质土地低
价转等实际，决定通过党建引领，创新
农机社会化服务管理新模式，把单打
独斗、分散作业的农机手集中起来整
合使用，以适应农业产业化集中、集
聚、集约发展之需。2019 年 12 月，旨
在为全镇提供统一农机作业等服务的

万合永镇集体经济联合社应运而生。
“自从有了集体经济联合社，也

就有了片片良田的机声隆隆，有了农
民群众的笑逐颜开……”随行的镇负
责人侃侃而谈。镇集体经济联合社由
全镇12个村党支部书记任理事，并构
建起“党组织+联合社+农户”的利益
共同体。由于集体经济联合社姓

“公”，其实力优势很快凸显，加之群众
对农机服务的刚性需求，在农机服务
社会化上立马派上大用场。社里除
150名农机手队伍可按需调配使用外，
还拥有300余台套大、中型农机具，数
架植物保护无人机，注册资本达七千
余万元。联合社组建起联合深耕小
组、联合播种小组、无人机飞防小组、
联合收割小组等4个作业小组。每逢
群众有季节性作业需求，只需给社里
调度打个电话，就能得到各种农机具
的服务，并保证能及时开得出、田间作
业质量好、农民群众用得起。

根据农户小规模分散生产需求以
及生产管理不善、先进技术推广难等
实际，经济联合社采取为农户提供以
生产托管为主的社会化服务，实现

“耕、种、防、收”四个主要环节全托管
服务，在缺少精干劳力的情况下，此举
不但推动了土地集中连片等规模化经
营，还为留守老人和妇女解了燃眉之
急。由于集体经济联合社充分发挥技
术优势，每亩地成本由散户经营的500
元降至 410 元，每亩地产量比散户经
营增加二、三百斤。

置身田间地头，但见农机奔驰，但
闻马达轰鸣，好一幅现代农业的壮美
图画。镇负责人兴致勃勃地告诉笔
者，全镇十数万亩可耕种面积中，农机
服务面积逐年扩大。2020年，集体经
济联合社农机服务面积达 4.3 万亩，
2021年达到6.85万亩，2022年突破8.5
万亩，占可耕种面积的70%。同时，全
镇有3万余亩土地委托集体经济联合
社实施种、肥、药、机、销等统一管理，
无后顾之忧的农民纷纷外出务工抑或
进社里打工增收。

黑油油、平展展的广义村下马架

子村民组千亩良田引起笔者的注意。
因为据介绍，过去，这片耕地是便于浇
灌的四米条田，如今坝埂神秘消失不
说，取而代之的是毫无拦挡的阔野，放
眼望去，恰似水波不兴的湖面，这是为
什么？一旁的镇干部似乎看出笔者的
疑问，便一语道破天机：“优质的农机
服务，使得土地产出效益大大增加，群
众视生金长银的土地为命根子……”
去年，村里为加大土地播种率，动员村
民将坝埂平掉。环视周围千余亩上好
耕地，一位镇干部掰开了手指头：占地
十分之一的坝埂，被平掉后亩增加玉
米 450 株，千余亩地的坝埂被平掉变
成垄沟，所增加的收益可想而知。这
些被托管的土地收益增加了，村民亩
分红额度亦水涨船高地增加数百元。
七十多岁的村民井长水有30余亩地，
去年分红 4 万余元；村民王学峰一年
除收入 4 万余元土地托管分红外，每
月还获得6000元在联合社务工收入，
去年收入近10万元；农机手吕振东将
25 亩地交由联合社代管，年收入除 3
万余元分红外，还享受每月一万元的
机手工资。拿地当宝，地力就强。今
年，下马架子村民组破天荒搞起了千
亩玉米制种，看长势和市场行情，村民
每亩分红 1300 元把攥着。群众编了
一段顺口溜：土地托管就是好，不用投
入免辛劳。背手也能把地种，轻轻松

松鼓腰包……
“有了联合社，农民有靠山。好戏

连台唱，龙门阵摆不完……”镇干部兴
奋地告诉笔者，今年，广义村还承担了
全旗玉米、大豆带状种植项目 6800
亩，其中水地一千亩，旱地 5800 亩。
种、肥、药、机全部由联合社承担，农户
只负责苗期管理，秋后享受分红。

行走在万合永镇村村落落，旮旮
旯旯，就像欣赏万花筒，眼前的景象着
实令人目不暇接，心情激动。

万合永镇旅游资源丰富，境内有
西拉沐沦大峡谷、天桥山、大青山岩
臼、平顶山冰川遗迹等景区。据镇负
责人介绍，镇里整合集聚文旅优势资
源，以田园综合体、农业和乡村旅游以
及农家乐等项目为核心，加入万德成
湿地、河沿天桥山、白岔川岩画、关东
车大青山等旅游元素，大力发展旅游
业。同时依托资源优势，推动旅游与
现代农业融合发展，乃实施富民兴镇
战略重要一环。该镇根据旅游产业发
展需要，大力发展路边经济，大力发展
杂粮杂豆、莜面、鸡心果等本镇特产与
游客牵手的“后备箱经济”。因此，各
种游客喜爱的农产品种植星罗棋布，
随处可见。

在关东车村，数十幢大棚映入眼
帘。走进生机盎然的棚内，不禁眼前
一亮。但见满棚的大樱桃树列伍成
行，果实累累。据介绍，这处建有 20
幢大棚的大樱桃种植基地，专为游客
提供采摘服务。要知道，大樱桃市场
价格高达每市斤百余元，每棵树产果
量可达三十斤左右，大樱桃的收益是
很可观的。此外，该村还种植了 200
亩花海，建起 80 幢菌棚。中心村、永
明村的路边经济更加吸人眼球，但见
路两侧的鸡心果大苗长势良好，据说
明年结果。镇负责人介绍说，这片鸡

心果通过低产林改造项目，将原杨树
林更换为鸡心果林。鸡心果总面积为
650亩，共栽植大苗4.1万株。这些有
的放矢的新兴产业，无不为围绕旅游
兴产业这一发展战略填写精彩的一笔
笔。

走马万合永镇，到处是沸腾的建
设场面，到处是干部群众忙碌的身影，
可谓村村有特色，处处有亮点。置身
永明村食用菌扶贫产业园举目四望，
但见山坡上、平洼地，连片大棚犹如凝
固的白色波浪，涌动着丰收和增收的
希望。村党支部书记刘树兴奋地告诉
笔者，分一、二期工程的永明村食用菌
扶贫产业园，是2018年由几名老党员
和返乡创业大学生起步兴建，同时注
册克什克腾旗宇润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当年公司流转土地 400 亩，村里
给予资金注入，建起30幢大棚，600平
米保鲜库。2019年，由于各方资金扶
持力度不断加大，大棚在原有基础上
增建58幢。2020年投产后，村集体获
益达 11 万元。由于获得产业园巩固
提升项目等资金支持，投入资金1150
万元，建冷棚100个、暖棚51幢，同时
建起 400 平米保鲜库、600 平米烘干
房、300立方米储水窖等。产业园年产
食用菌数百万棒。此外，山地大棚西
红柿、辣椒亦产销两旺。公司在对食
用菌进行绿色有机认证基础上，还将
2021年投产的食用菌深加工产品即蘑
菇酱注册了“哈米哆哆”商标，年产销
蘑菇酱3万瓶。

公司经营产业园、村里按收益比
例享受分红的管理模式，使公司、村集
体获益分别占比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
四十。村集体收入增加了，为村民办
事的实力越来越强了。据刘树介绍，
全村流转土地达5300亩，占总耕地面
积二分之一，土地集中连片使用在全
旗遥遥领先。他指着路边片片新土覆
盖的土地，充满豪情地说：“看，三百亩
鸡心果林地已整理完毕，即将栽植果
树大苗，游客来了有景区玩、有采摘乐
趣享、有乡愁可寻觅，一举多得，何乐

而不为？”
结束采访时，来到青山园举目仰

望，巍巍青山上的“凤凰石”尽收眼
底。活灵活现的“凤凰石”，正欲展翅
飞向顶峰，其惟妙惟肖、巧夺天工，使
人叹为观止，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蓦地，观景之余，不禁驰思遐想起
来：山有魂，峰有骨，人有神。万合永
镇干部群众不正是以“凤凰石”的精
神，在富民兴镇大业中不断展翅，从一
个高峰飞向另一个高峰吗？

这种“凤凰石”精神就是魂，青山
之魂……

万合永镇简介：万合永镇位于克什克
腾旗东部,西拉沐沦河两岸,镇政府驻地距
旗人民政府驻地经棚53公里，地理坐标东
经117°30＇,北纬43°10＇,南北宽约53
公里,东西长约35公里,总面积为206万亩,
1373平方公里。万合永镇最低海拔709
米,最高海拔1960米,平均海拔1334米。
自然村分布在古鲁班图川、白岔川、大小陶
高川、德力班齐川、巴音白图川、新井川，均
属山区和低山丘陵山区。万合永镇辖 12
个行政村，149个村民组，8700户，总人口
24037 人。全镇总面积 1373 平方公里
（205万亩），耕地面积13.6万亩（水浇地面
积4万亩）,林业用地面积74.5万亩。

镇内主要河流有西拉沐沦河、白岔河
和陶高河，西拉沐沦河流经镇内35公里，
横贯东西，白岔河流经境内长约40公里，
为白岔川的万亩良田提供了丰富的水资
源；陶高河流经柳林村全境，长约35公里，
是柳林村农业生产的主要自然水利资源。
西拉沐沦河沿岸和百岔河与西拉沐沦河的
交汇处有大片的湿地，成为待开发地和侯
鸟的栖息地。

镇内地带性土壤为栗钙土和风沙土，
耕地有机质含量为2.58%；地下矿藏主要
有钼砷、叶腊石、铁、黑水晶、莹石、硫磺、
铅、锌、银等，但贮量不明。

农民收入主要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
主，旅游业服务业、劳资收入为辅。农业、
旅游业是万合永镇主导产业。农作物总播
种面积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分别稳定在
12.7万亩和1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制种种
植面积稳定在2000亩。境内多水多山多
林，拥有大青山岩石臼、平顶山冰川遗迹、
西拉沐沦大峡谷和天桥山等景区和百岔川
岩画、普渡桥等历史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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