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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久在黑暗中过夜的人，是
渴望光明的。所以，当村里决定为
只有6户人家的偏远村落南大场村
民组张罗拉电时，村民们感动得都
哭了。多少年来，因地处偏远，住户
又少，南大场村民组一直靠点蜡烛
照明。2020年，当村“两委”协调农
电部门架设4.7公里输电线路，使家
家户户灯烛辉煌时，村民们那一颗
颗心也都亮堂起来了……

可别小看万合永镇中心村，该
村过去和现在，可一直都是乡、镇政
府所在地，故取名中心村。中心村
有 18 个村民组，千余口人，近两万
亩耕地、10万亩草牧场，养育着全村
老老少少。中心村附近有座山，名
曰轿车山。轿车山主峰比遐迩闻名
的大青山还高出百余米，是克什克
腾旗十大山峰之一。轿车山顾名思
义，山上主峰有四座山峰酷似四抬
轿子，因而得名。至于这四抬轿子
是怎么在山顶落轿的，这恐怕无法
考证。不过，当地百姓的一个古老
传说，却与轿车山的来源有关。远
古时，王母娘娘上东海赴宴，路过克
什克腾草原时，目睹碧波万顷、繁花
似锦的大草原，不禁被这无边风月
的人间仙境所吸引，于是便落轿山
顶，寻幽探胜，流连忘返。忽然，她
发觉因贪玩而误了行程，便仓促驾
云而去，把四抬轿子遗落山顶。物
转星移，年深岁久，四抬轿子化作石
轿，形成现在的轿车山。

自从有了轿车山的传说，也就
有了轿子给谁坐、谁来抬轿子这个
至关重要的话题。在村党总支、村
委会看来，村民群众是主人，理当坐
轿子，村党员和干部是经组织考验
和大伙推选的，是为他们办事服务
的，必须定位于抬轿子角色，决不能
错位。基于这一点，村“两委”班子
成员以及各村民组干部，在村党支
部书记兼主任王文臣带领下，为富
民兴村真心实意履职，为改变家乡
面貌扑倒身子拉套，中心村变化日

新月异，干群关系亲如一家。轿车
山，分明是座吉祥山。庄稼人虽然
不会说不会道，可他们心里有横竖：
把父老乡亲举过头顶“抬”上轿子过
上富有生活的，是村党总支和村委
会这座坚强靠山，是党员和村组干
部这一棵棵乘凉大树……

柳条沟河、哈拉海沟河就像两
条彩色飘带，环绕着美丽的村庄，使
村庄充满灵气。不过，每逢暴雨倾
盆，山洪倾泄，河流变洪流，便常常
给于营子、树底两个自然村带来灾
难，冲毁耕地、院落、房屋、猪舍等常
有发生。谈水色变的村民们，一下
大雨就提心吊胆，不得安生，听见敲
锣报警声就得往后山撤，有五户村
民因水患而人走家搬。

2018年，新改选的村党总支、村
委会决定通过改河筑坝治理河道，
根绝水患。村里投资在千余延长米
的河岸垒石头、缠铅丝、护河岸。当
捆着铅丝笼子的石头牢牢固定在两
河岸边的时候，村民们那一颗颗悬
着的心终于踏实了。自此，两河岸
边再无水患，山洪从河床呼啸而过，
坚固的改河筑坝工程就像铜墙铁
壁，村庄安然无恙。在此基础上，通
过“一事一议”为西沟、上于营子村
民组实施街巷硬化，让村民告别雨
天走泥窝窝的历史。很快，三条街、
三条巷计 1.7 万平方米全部硬化完
毕，村民们破天荒行走在光滑滑的
硬化路面上，就像真的坐上了轿车
山上的轿子，舒适、自在感油然而
生，纷纷向村“两委”班子成员投去
敬佩和感激的目光。

令村民群众对村组织敬佩和感
激的事，就像轿车山多个版本的民
间传说故事，说不尽，道不完。全村
18个村民组中，有库存沟、拉石沟等
6 个组，总计 25 公里的通组路全是
土路。过去，尽管村里每年都投资
三、四万元进行土路整修，然而糟糕
的路况始终难以改善，村民群众望
路兴叹，谈路色变，桩桩件件，欲说
还休。因为路，村民生产的农副产
品拉不出去，每斤比市场价格低三、
四角钱，群众干吃哑巴亏；因为路，
村民有生病求医的大事、火烧眉毛
的急事，耽搁在半路上的时有发
生。库存沟村民组一范姓村民因生
产致腿部骨折，急需上医院手术治
疗。怎奈因路拉不出去，伤者的儿
子急得拨通了“12345”热线电话求
助，最后只好轮班将伤者背出这段
漫长的通组路，再坐车往旗医院狂
奔；上于营子一王姓村民拉畜草进
不了村，便跳下车上村委会求助。
村里紧急雇一台铲车和钩机将障碍
路段铲平，这才把饲草拉回……

彻底维修通组路，把闹心路变
成开心路，成了村“两委”班子的急
迫任务。在新任村党总支书记兼村
委会主任王文臣带领下，村里争取
项目支持，组织群众挥锹修路。通

组路变坦途的那天，大伙儿朝着为
修路忙忙碌碌的村干部们伸出了大
拇指。

让村民群众为村干部伸大拇指
的事多着呢，每个人心里都有个“小
九九”。2000 年，村里通过项目支
持，为百分之八十的常住户建起环
保厕所，其中每户自筹500元，村集
体补贴 200 元，项目补贴 2500 元。
2021 年，村里又建起 17 处公厕，一
举改写了个别自然村无厕的落后历
史；村里有260亩小老树退化林，村
委会申请采伐后改植鸡心果树，让
经济林为村民造福；村里有 5 个相
对困难户，五名村干部不顾薪酬低
等实际情况，每人出资 500 元帮助
一户渡难关；大营子村民组一村民
突患脑出血，村里除替他申请两千
元救助金外，还为其申请了防贫保
障基金……

村民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村
里有个好班子，富民兴村步伐快，村
集体年经济收入10万余元，全村人
均收入去年达1.1万元。秋天，当一
群群大雁鸣叫着，从轿车山山顶掠
过时，村民们眺望着南飞的一字型
抑或人字形雁阵，心里都在默默祈
祷：愿轿车山脚下的领头雁越飞越
高，大伙儿的日子越过越好。中心
村党总支除多次获评全旗先进基层
党组织、镇实绩考核先进单位外，还
于2019年被评为赤峰市民主法治示
范嘎查村，2021年被自治区妇联评
为内蒙古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示范
村。

中心村简介：中心村位于万合永镇
人民政府所在地。全村总面积24万亩，
其中草牧场9.4万亩，耕地1.9万亩。全
村18个村民组，计千余口人。多年来，
村党总支以党建和乡村振兴为契机，走
种养结合、以草定畜、舍饲养畜发展路
子，从而改变了传统粗放养殖模式，实现
了精细化、低投入、高产出养殖。由于种
植方式正在向集中、集聚、集约转变，其
主导产业玉米、谷子、大豆、荞麦以及杂
粮杂豆产业发展很快。2021年，全村人
均纯收入达到1.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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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贡格尔草原比做人的
躯体，那么，辗转流淌在草原上的
贡格尔河便是血脉之源。如果把
坐落于草原深处、神圣的白音珠日
和敖包比做心脏，那么围绕在敖包
脚下的白音珠日和嘎查便是五脏
六腑了。

白音珠日和嘎查的风景里有
故事，故事里也有风景，像奥运会
旗的五连环，一环套着一环。

车子不疾不徐地行驶在最美
达达线上。达达线，这是我要带你
看的第一道风景。全长135公里，
起幅于达里诺尔，落幅于大兴安岭
南端的阿斯哈图。它犹如一条飞
落人间的蟠龙，在辽阔的贡格尔草
原上连接南北、纵贯东西，车子行
驶在路上，远远望去，不知是车在
游，还是龙在舞。如果这时有蓝天
白云做伴，你会有一种置身大海的
感觉。达达线的开通，为当地打造
草原文化旅游提供了有力条件。
于是，嘎查的旅游业慢慢发展起
来。沿途，美丽的贡格尔草原，便
是第二道风景线了。六月的草原，
早已是碧草如茵。贡格尔，蒙语里
是辽阔、深远的意思。恰如其名，
放眼望去，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
低见牛羊应是最真实的描述吧。
这里的草原上，由于人们对生态的
保护意识愈演愈烈，不时会看到湿

地，泡子，水草丰富的地方，便会有
大量鸟类在这里安营扎寨，繁衍生
息。于是行走于草原上，不时有叫
不上名的鸟们，叫着、闹着，从身
边，或头顶飞过，碧绿无垠的草原
愈发的灵动起来。

于是歌声飞扬在这天苍苍、野
茫茫的草原上。

……天蓝蓝，草绿绿，草绿绿，
我在草原上等着你，这里的鸟儿会
唱歌，这里的河水也醉你，醉你
……伴着一路高歌，一路上心在
飞，云在游。偶尔，几个白色的蒙
古包前，呆萌的牛犊儿，活泼的羊
羔儿，嬉闹着，玩耍着，不时有孩童
加入进来，拽拽牛犊儿的耳朵，撸
撸羊羔儿的胡子，咩声、哞声，孩童
的嬉笑声，夹杂着大人的吆喝声，
如一首悠扬的草原晨曲，优美处透
着令人心动的安静、祥和。草原深
处，一排排青砖红瓦，宽敞明亮的
房屋，被黑漆的大铁门包围着，牛
羊住的暖棚暖圈紧挨着房屋，储草
棚里如方砖般的干草整齐地垛在
一起。居有定所，彻底告别了游牧
生活。每户上千亩的草牧场，由于
国家政策里的补助金，也成了牧民
们的一项收入来源。真正的牧场
主人来到了贡格尔草原上。

伴着达达线，辗转流淌于草原
上的贡格尔河九曲回肠。第三道
风景线便是它了。

贡格尔河，蒙语里意为“弯弯
曲曲的河流”，它发源于内蒙古赤
峰市克什克腾旗东北部的黄岗梁
地区，从阿拉烧哈山西麓发源后，
向西南蜿蜒而去，流经白音敖包自
然保护区，穿过美丽的贡格尔草
原，最终流入达里诺尔。它是赤峰
市第一大内流河，是达里诺尔湖的
最大淡水补给河。我们经常会在
车载里听到传唱于大江南北的一
首歌：

……
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让他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

忘。
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
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

乡。

如今终于见到这辽阔大地；
站在芬芳的草原上我泪落如

雨；
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
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

路……
草原上的母亲河！承载着无

数人对草原的渴望，眷恋。更是生
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生灵，生命的源
泉。

走过了达达线，看过了草原，
趟过了河流，我们便会看到一个于
草原深处凸起的敖包山，也是我要
带你看的第四道风景线了。它就
是白音敖包。汉语的意思是我们
家喻户晓的了，那就是‘富饶的圣
山’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皇家敖
包。是贡格尔草原上蒙古族祭祀
的圣地，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年以
前，据说这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信
奉的蒙古族五大神圣敖包之一。

祭祀活动自元代以来由官方
组织，属于公祭。清晚期至民国年
间，祭祀日被官方定为每年的农历
五月十三。1987年春，十世班禅却
吉坚赞大师赠镏金佛一尊安放于
白音珠日和敖包，于是祭祀活动在
解放后停止后又得以恢复。祭民
多达数万人，规模宏大，影响甚广。

祭祀当天，人们穿上新衣，带
上肉食、奶食、白酒、茶叶以及装饰
敖包的用品，于黎明前从四面八方
赶至敖包，先用五色哈达、彩旗等
将敖包装饰一新，摆上香案，放上
祭品，请喇嘛诵经，牧民们跪拜祈
祷，依次在敖包上祭酒，敬献全羊
和奶食品，然后大家顺时针绕着敖
包转三圈，跪在香案前焚香磕头。
念完祝词，再向敖包三拜九叩，祈
祷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人畜
兴旺。

白音珠日和敖包祭祀是蒙古
族古老习俗，是蒙古族崇拜苍天万
物理念的见证，体现了蒙古民族原
生态的环保意识。通过一年一度
的隆重祭祀活动，人与自然和谐的
理念深入人心，2009 年，白音珠日
和敖包祭祀活动被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政府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祭祀相辅相成的是具有民

族特色的那达慕大会，也会在敖包
山脚下举行，期间便会有身着盛装
的年轻小伙，漂亮姑娘相识，相会
于敖包山下，永定终身。于是一曲
脍炙人口的‘敖包相会’诞生了。
跟着我一同前往的蒙古汉子，唱起
敖包相会这首歌时，笑容总是情不
自禁。我知道，这里一定是有故事
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和他的
她，一定是结缘于敖包山下的。敖
包情结里蕴含着敖包文化，而敖包
山却是承载着无数人的希望与信
仰。它，就在这里，在贡格尔草原
上，在人们的心里面。是传统文化
与草原文化的纽带。

有了如意的敖包，当然不能少
了吉祥的云杉林了。这是白音珠
日和的第五道风景线。

围绕在敖包山脚下，世界上唯
一一片沙地云杉林。无论你何时
来看它，它都会以苍翠肃穆的表情
迎接你。据记载，最多的有500到
600 年的树龄了。也就是说，几百
年来，一直守护着贡格尔草原，守
护着母亲河。走进云杉林，一条木
栈道于林间蜿蜒，小桥、流水，穿行
其间，你会被云杉林的伟岸，坚挺
所震撼，更会被它满是沧桑的身躯
所感动。

一路向北，十多分钟，便到了
距离云杉林几公里处的白音朱日
和嘎查所在地。占尽了地利的白
音珠日和嘎查，也迎来了天时。赶
上了国家乡村振兴的好时节。于
是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兴建肉牛改
良基地，发展肉牛改良产业，提高
集体经济收入，已是嘎查的当务之
举，并取得了成效。

天时、地利、人和，加上草原文
化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一个有风
景，有文化，有故事，有发展的嘎
查，不美行吗？

白音珠日和嘎查简介：白音珠日和
嘎查位于达来诺日镇东部，总面积95.4
万亩，其中草牧场面积94.6万亩，共辖
8个杜贵龙，户籍人口300户770人，常
住人口 228 户 666 人。嘎查养殖户
220户，牛8607头，羊13228只。2021
年牧民人均纯收入1.1万元，嘎查集体
经济收入累计6.3万元。

散
文

风
景
五
连
环

■
史
淑
玲

说起河东村，就得从经棚说起。经
棚的地名，源于九世纪班禅额尔德尼·却
吉坚赞。

蒙古族信奉与佛教同源的藏传佛
教，俗称喇嘛教。清顺治年间（1644 年
前后)，班禅到克什克腾讲经，起初人并
不多，可没过多久，影响力大增，信众逾
万，原有的场地容纳不下，便沿街搭起了
十里长棚。班禅诵经时，木鱼响起，万千
信徒虔诚肃穆，场面宏大庄严……“经
棚”之名由此而得。

解放后，这“经棚”在后面加了个
“镇”字，便成为克什克腾旗政府所在地
了。这地名有讲究呀，既保留了历史的
元素，又体现了行政区划的特征，这就是
经棚镇的来由。

当然，经棚镇的来由并不这么简单，
但这因素毕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如今的经棚镇，是克什克腾旗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历史悠久，是北方著名
的风景小镇。两条小河在经棚镇交汇，
一条来自高山，一条来自草原。来自高
山的河叫碧柳河，也叫必如河，发源于大
兴安岭最高峰的南麓；来自草原的河叫
格日河，发源于浑善达克沙地与贡格尔
草原的结合部。两河交汇形成了y字形
地貌，这y字形枝桠间的空档便是河西，
而 y 字的背面就是河东，经棚镇的河东
河西由此形成。确切地说，河西是原来
经棚镇镇区的全部。克什克腾旗的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餐饮业、工商
业、服务业等都挤在这片狭小的区域内。

这片不大的城区只有南北、东西两
条小街，弯曲的街道狭窄还有坡度，所有
的单位和商业门点都聚集在这两条小街
上，饮食服务行业都集中在灯棚底那块，
是经棚小镇最繁华热闹的地段。再往西
是公合店，这个店主要是乡下人赶着大
马车上街来赶集住的地方，整个这块辖
区就是过去的一街。灯棚底上游的东西
街有日用百货门市部和商业、土产、税
务、邮政、回民小学、盐务、影院等机关及
公共场所。街道的后面，是一排排民房，
巷道很窄，泥泞切拐弯抹角，不熟悉的人
进去，如走入迷宫。标志性的建筑有回
民大食堂，电影院，皮毛厂等，如今，随着
岁月的流失，社会的发展，这些曾代表着
老经棚街市繁华的地标性建筑早已销声
匿迹。

河西一片繁荣时，河东还是经棚镇
的郊区。确切地说，人民公社成立时，他
只是红光公社的一个大队——河东大
队。河东大队（河东村），由五个生产队
（自然村）组成：一队（高台）、二队（天福
寿）、三队（胡营子）、四队（新地）、五队
（唐瓜地）自字山下沿碧柳河东岸，由南
向北一字排开，到今天的宝石小区附近，
长十余里。那时，河东大队的五个生产

队，每个生产队约二、三百村民，全村约
有耕地七千余亩，分布在字山以北，蝴蝶
沟以东的沙丘、荒岭、沟壑间，站在河西
敖包山看河东全貌，极像是一件打满补
丁的旧棉袄，色彩陈旧类似，却又有不
同。

碧柳河流至字山下，狭窄的河道突
然宽阔起来，变宽河道的东岸形成了一
片难得的湿地，每年夏季，湿地水草丰
茂，一片碧绿，算是经棚镇一处独特的风
景。然而，这道风景有好处也有坏处，每
到春天冰雪融化时，河滩的湿地就一片
泥泞，连接河东、河西的土路就更加难
行。那时，河西通往河东的便道虽然很
多，但多是当地村民为方便通行而修铺
的，路况极差，每逢下雨发水把路冲坏，
只能绕道走碧柳河下游的一座木桥——
那是河东河西互通的唯一一座木桥。当
时，人们的出行除了自行车就只能徒步，
而运输工具主要是牛、马车，很少有机动
车的。

据河东村67岁的原村主任苑佩成回
忆，河东的五个生产队除一小部分旱地
种些粮食作物外，大部分土地都种植蔬
菜，供应经棚镇（河西）的市场需求。那
时，经棚镇（河西）还成立了国营蔬菜公
司，公司每年都会给河东的五个种菜生
产队下达蔬菜种植任务，每个生产队则
会按计划认真落实。蔬菜成熟时，生产
队以集体的销售方式交到蔬菜公司，蔬
菜公司再按指标销售给居民。

每到秋季，是蔬菜公司最忙的时候，
装满蔬菜的牛车马车，在公司门外排了
长长一溜，公司的工作人员检质、过秤、
计价，送货的人员帮着入库，完后，生产
队的会计结完账，拿上钱，再去粮库排队
去买给村民们供应的返销粮……

那时节，队长安排送菜的村民，那都
是队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如交的菜多，质
量好，价格高，收入好，队长就高兴，队长
一高兴，就会慷慨解囊，带着送菜的村民
去回民大食堂美美的吃上一顿馅饼。酒
足饭饱的村民觉得这是天大的幸事，他
们赶着马车，哼着小调儿，悠哉悠哉的回
到队里……

随着经棚镇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河西狭小的空间，已满足不了城市建设
的需要，扩大城镇建设规模，河东是首选
地。一九六九年，旗委、政府率先搬迁到
河东，其他单位也相继跟进，经棚镇以河
东为城市建设中心的序幕正式拉开。

经棚镇第一座连接河东河西的混凝
土大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建成；第一幢
百货大楼一九八三年在一队的地域内建
成；一九八八年，第一幢住宅楼——工商
银行住宅楼在二队的地域内拔地而起，
经棚镇终于有了些城市的样子。

上世纪末，随着大量居民的迁入，字
山下，蝴蝶沟东，糖厂北，河滩边，大片大
片的民房连在一起，已分不清是几队几
队了，河东村大量的土地逐年被征用，基
本演变成城中村了。

到了本世纪初，城市的规划和发展
有了新方向，十几年的功夫，经棚镇的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河东村的几
个村民组没了，田地、沙丘、荒坡、沟壑、
河滩没了，蝴蝶沟下、糖厂南北、河滩洼
地那片片民房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林立
的高楼，车水马龙的街道，五光十色的城
市夜景；是广场上的音乐喷泉，是河坝上
悠然自得的林荫小道……生活在经棚镇
的每一个居民，都会被城市的现代化气
息感染，都会为城市的快速发展而感叹，
都会为自己是经棚人而自豪。

今天，小城经棚以跻身全国优秀城
市行列，新城区河东，三纵十二横的空间
布局已经形成，并逐步向热水方向延伸，
构建二十分钟生活圈，经棚镇的前景更
加美好。

如今，河东村的一千五百多名村民
分布在经棚镇的各个小区，一队、二队、
三队、四队、五队早已名存实亡，村委会
则在一小区的僻静处，静静地运转着、工
作着……我们说不清是经棚镇镇容纳了
河东村，还是河东村容纳了经棚镇？小
区进进出出的居民，无法分清哪位是河
东人，哪位不是？也许只有他们自己知
道。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
们已和城市融合为一体。

河东的现状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
果，是历史进程中留下的符号。我们留
恋河西，更要感激河东，感激河东村的人
们，为经棚镇发展做出的不可替代的贡
献。

河东村简介：上世纪五十年代，河东村是
经棚公社的一个大队，因其地理位置处在碧
柳河东岸，故为河东大队，随着国家行政体制
的改革，1984年改为河东村。河东村下设5
个自然村（村民组），耕地7000余亩，但随着
城市化建设的发展，村民组多拆迁，耕地被征
用。现在，1549名村民分散居住在经棚镇的
各个小区，已成为城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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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村子叫官地，隶属
于克什克腾旗达来诺日镇。人们听到“官
地”这个名字的时候，可能都会猜想，这个地
方也许是哪位古代官员的家乡，也许曾经有
官员在此居住，亦或者有达官显贵葬在这片
土地之下，总之该与“官”脱不了关系，可是
当我们真正了解到官地的历史由来时，却发
现这里与“官”没有任何关系。

民国时期，按当时行政区划，此处为经
棚县，当时经棚县政府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
匹，相当于现在的公务用车，车要跑就要加
油，马儿要跑就要吃草，而且只吃草还不行，
还得吃更有营养的饲料，才能保证马匹完成
高强度的奔跑任务。于是饲料供应成了经
棚县政府一项重要的后勤保障工作，当时的
官员一眼便看中了经棚以西，大约七八十公
里处，一块农区与牧区相接的肥沃土地，于
是决定在那里圈地种草，在当时县政府的调
度下，有八户人家来到这片土地上开垦荒
地，种植豌豆等马匹需要的草料，若草料不
够用时，还向当地居民收购部分草料。

在消息闭塞，人们只为生存搏命的年
代，对于清朝灭亡，民国成立这些国家大事
人们并不在意，而对于大字不识半口袋的老
百姓来说，民国政府与清朝的官府也并无区
别，因为他们都一样要交税纳粮，但是自那
八家人在这片土地上安家落户，这无名之地
倒是渐渐有了一个名字，官地，意为官府专
用土地。

于历史的长河，八户人家，一处官地，微
如一粒尘埃，我们猜想，那他们应该即会说
汉语，也会说蒙古语，或者后来学会了蒙古
语，他们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在这里扎根繁
衍，平整又肥沃的土地，又吸引来更多人聚
集，然后越来越多，没有只言片语的文字记
录，只留下了一个叫官地村子。

官地经过了离乱和动荡，终于在土地改
革之后，这块官府专用土地被分配到每一位
耕种者的手中，人民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如
今官地村的人依旧在耕种，但是他们又从蒙
古族兄弟那里学会了放牧养畜，过起半农半
牧的生活，而养畜留下的农家肥，又是土地
最好的养料，所以田里的小麦、玉米格外壮
实，所以相较于纯农村的人们，他们的日子
更加富裕。改革开放以后，官地人除了种地
养畜，还会外出打工，手里有了钱，将原来的
土房翻盖成砖瓦房，春种秋收几乎全是机械
化，日子蒸蒸日上。

因为地理位置特殊，为了当时生产发
展，上世纪六十年代，旗政府借用官地嘎查

的土地，在村子以北大约十几公里建了喜鹊
沟牧场，进行马匹、牛、羊牲畜改良，机构改
革之后，喜鹊沟牧场撤消建制，将土地归还
于官地嘎查。牧场虽然撤走了，却留下了一
片网红地，如果您手机在身边，可以在百度
上搜索“喜鹊沟牧场”这几个字，马上就会跳
出来一张张美丽的风景照，这里有大片的牧
场，山坡上是茂密的白桦林，脚下还有一条
小溪哗哗的流向远方，若是夏天，必是一片
无边的绿色，若是冬天或早春，可以看到何
为苍茫大地，何为银装素裹，若是在金秋十
月，那满山遍野的白桦树黄叶纷飞，如临仙
境。如今这美丽的风景，这片富饶土地都属
于达来诺日镇官地嘎查。

一边金黄的麦浪翻涌，一边是绿野无垠
的草原，他们连接着牧区与农区，连着汉族
人与蒙古人，官地就像一条纽带，这片土地
上的人紧扣在一起，一起守护着我们的青山
绿水，守护着属于我们自己的土地。

官地嘎查简介：官地嘎查位于达来诺日镇西
南部，距旗政府所在地经棚镇35公里，总面积
16.3万亩，其中草牧场面积13.9万亩，耕地面积
0.5万亩，共4个村民小组，户籍总人口261户
531人，常住户98户204人。党支部下设3个党
小组，共有党员25名。“两委”班子成员共6名，大
专以上学历4名，平均年龄42岁。嘎查牲畜总头
数13200头只，其中牛3400头、羊9800只。嘎
查党支部深入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
以“少养精养持续养”为目标，积极推行改良品
种、舍饲圈养，目前投入资金40万元新建大畜改
良点1处，改良大畜1000头。2021年牧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13500元，嘎查集体收入累计15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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