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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欢乐送到农牧民家门口
文/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记者 张舒君

“快点儿，一会儿占不上好位置了。”
“等等我，等等我。”随着欢快的音乐声响
起，三五一群的老太太、老大爷手里拿着小
板凳，嘴上挂着笑一路小跑地赶到幸福院
的小广场，有序地“排排坐”等着乌兰牧骑
演出的开始。

这已经是察右后旗乌兰牧骑第3次来
到该旗最北边的当郎忽洞苏木幸福院演出
了。初冬的当郎忽洞苏木白墙红瓦，天蓝云
白。日前，察右后旗乌兰牧骑演员沐浴着晨
光，他们以蓝天为幕，以流动演出车为舞
台，为居住在幸福院的老人们送来了欢乐。

“乡亲们，你们知道精准扶贫两不愁
吗？”“知道，知道，我来答！”一时间，现场几
位大爷争相抢答，“一不愁吃，二不愁穿。”3
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演出间隙，主持人
天学威的提问引来踊跃抢答，台上台下的

互动让现场气氛变得更加热烈。
拿到奖品的64岁的杨林自豪地说：“这

些小问题难不倒我们，现在政府、宣传队还
有乌兰牧骑总是给大伙儿普及这些知识。
你说这多好，又能看节目又有奖品拿。”

“习近平总书记给乌兰牧骑队员回信
一年来，可以用3个词来形容队员们———忙
碌、压力大、收获也大，忙的是进行了126场
演出，其中惠民演出93场；压力是既要满足
演出数量还要保证演出质量，这就要求不
断创作新节目；收获的是老百姓的笑脸和
掌声，还有我们自身的进步与创新。”察右
后旗乌兰牧骑队长李艳东说。

近年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后，
察右后旗乌兰牧骑在队伍建设、艺术创作
等方面取得良好成绩。连续三届荣获乌兰
察布市乌兰牧骑汇演一等奖，2017年编排

的民族歌舞《察哈尔的祝福》荣获庆祝内蒙
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乌兰牧骑成立60周
年暨第七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艺术节
金奖。

察右后旗乌兰牧骑的变化仅是乌兰察
布市乌兰牧骑提质增效的一个缩影。一年
来，乌兰察布市针对乌兰牧骑发展的瓶颈，
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和办法，如
在机构设置上，将全市11支乌兰牧骑全部
升格为副科级公益服务一类事业单位，核
定全额事业编制原则上不低于35名；在经

费投入上，市财政为每支乌兰牧骑和市直
国有艺术团体每年各补贴20万元，各旗县
市区为本旗县市区乌兰牧骑每年补贴10万
元等。特别在作品创作上，乌兰牧骑植根于
民族文化的深厚沃土，创作排演了一大批
优秀文艺作品，先后创作了歌曲、舞蹈、二
人台小戏等百余件，其中，卓资县乌兰牧骑
新创小品《脱贫路上》已获全区蒙古语、汉
语小戏小品比赛决赛参赛殊荣。截至目前，
各乌兰牧骑开展“弘扬乌兰牧骑精神，助力
脱贫攻坚”惠民演出累计近1100场。

“村屯变美了，来观光的游客就多了，
大棚里产的瓜果蔬菜水果也卖上好价钱
了，4个大棚带来20多万的收入！我们打心
眼里理解了总书记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这句话！”曾经为了养家糊口被迫
外出打工的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郭亚洲
夫妇，自打嘎查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后，就返
乡发展起了大棚采摘。

如今，义勒力特嘎查成了乌兰浩特市的
后花园，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光旅
游，他家大棚里的瓜果蔬菜水果采摘生意也
越来越红火，这让郭亚洲夫妇乐得合不拢嘴。

嘎查葡萄种植户香春说起“花乡小镇”
这个美名给她们一家带来的好日子也眉飞
色舞起来：“‘花乡小镇’越叫越响，来我们
村里旅游的游客一年比一年多，我家大棚
里的葡萄也是一年比一年卖得好，不用送
到批发市场，坐等游客到大棚来就能销售
一空，价格还比超市里的葡萄贵。”

义勒力特嘎查人均只有3亩多地，加上
水田不足5亩，全村森林覆盖率60%多，草场
少，前些年，这里的老百姓生活仅够温饱。
近年来，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依托紧邻
乌兰浩特市区的近郊优势、路铁空交织的
交通优势以及林茂水丰的生态优势，发展
休闲观光农业，打造宜居宜商宜游的城市

“后花园”，持续完善道路、交通、桥梁等重
要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开展
环境美化、亮化，改路、改水、改厕、改圈，让
曾经的无名小村变为如今的民族特色村
寨，将这里的老百姓带进了转型发展快速
路，2017年入选全国文明村镇。

“我们义勒力特嘎查有山有水，这两年
不仅在村内建了民俗一条街和帽子广场，
还沿河修建了水景公园，夏天来到这里的
游客，无论是站在木质桥梁栈道上迎风远
眺，还是在小河畔闲看鸭子戏水，都有一种
天然的乐趣，因此来这里的游客络绎不

绝。”义勒力特嘎查书记白双龙说，为了让
大家过上好日子，他们对全村525户分类推
进，宜农则农、宜养则养、宜游则游，很多家
庭还走上了多种经营的路子。目前，全村建
成150多个温室大棚、200栋冷棚，栽植了10
万棵果树、5万棵葡萄，催生了四季采摘产
业，助推着乡村旅游越来越红火。

现如今，嘎查村民纷纷围绕乡村旅游
开起了饭店、超市，发展特色林果业，更有
人引进了孔雀、梅花鹿等特色养殖业，发展
起特色观光农牧业。全村开农家乐的将近
30个、开办垂钓鱼塘的11家、超市13家。家家
户户在庭院内发展多种经营，仅靠在家门

口卖李子、卖蔬菜的收入就达200多万。
眼下，义勒力特嘎查还在嘎查南部开发

出一片占地面积260亩、投资500余万元的“开
心农场”，打造出一个嘎查重要的景区。“今年
吸引了10多万游客前来观光游览、采摘娱乐，
最多时一天的游客量达5000多人，总收入50
多万。”白双龙说，这个“开心农场”不仅增加
了村集体的收入，还带动了一批贫困户入股
分红和打工增收。“今年有30多个村民在‘开
心农场’打工，短短5个月就挣到了1万多，大
家吃上了‘旅游饭’，生活可滋润了。”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胡日查 见

习记者 高敏娜

“梁柏台烈士是中华苏维埃第一部红
色宪法起草者，也是红色政权的反腐先驱，
他的事迹在新昌老百姓中广为流传，他的
精神鼓舞着家乡干部群众不断奋进。”浙江
新昌县新林乡纪委书记柴昊钢说。

梁柏台，1899年9月生于浙江新昌新林
乡查林村，1918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
学校预科，1920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是我国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

1921年，梁柏台和刘少奇、任弼时等人
先后赴苏联，1922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
学习，同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年毕业后，梁柏台被分配到海参
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作。1927年底，梁
柏台调任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华工
指导员，负责远东的华工工作和中国共产
党的工作。后被派往伯力省法院担任审判
员，从事革命法律研究和司法工作。

1931年5月，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迫切需
要自己的法律人才，肩负这一重任，梁柏台
秘密回国参加国内革命斗争，9月到达中央

革命根据地。
同年 11月 7

日，中华苏维埃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江西瑞金召开，
梁柏台出席大会，
当选大会主席团宪
法起草委员会成
员。大会通过了梁
柏台参与起草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成为中国共产
党领导工农大众制定的第一部红色宪法。

大会前后，梁柏台还参与起草了《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和《苏维埃政府组
织法》等法令。

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梁柏台一直从事临时
政府的司法工作。他和何叔衡等一起，开展
了创立苏维埃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的工作，
先后历任临时政府司法人民委员部副部长、
内务部副部长和代理部长、临时最高法院法

庭委员、临时检察长、司法人民委员等职。
在临时政府成立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

梁柏台组织制定了《革命法庭条例》《革命法
庭的工作大纲》《看守所章程》和《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司法程序》等10多部法律法规，为
苏维埃政权的法制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梁柏台还亲自参与审理案件，并
多次参加重大反腐案件审判。1932年5月，
临时最高法庭对瑞金裁判谢步升死刑上诉
案开庭复审，梁柏台担任主审，这是苏维埃
临时政府成立后惩办的第一个贪污案件，
在苏区引起强烈震动。

1934年3月，梁柏台以最高特别法庭临
时检察长职务担任公诉人，指控熊仙璧贪
污渎职一案，此案被称为“红色中华反贪第
一大案”，董必武担任主审，毛泽东、张闻
天、项英、刘少奇等人都参加了旁听。

此外，梁柏台还先后担任《红色中华》

代理主笔、苏维埃大学委员会委员、中央审
计委员等职。他的工作涉及司法、检察、民
政、邮电、交通、卫生、教育、宣传和财政等
方面，为红色政权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梁柏台
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任中共中央分局委
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
（陈毅为主任）。他领导军民坚壁清野、安置伤
员、解决部队给养，妥善处理了大批文件资料。

1935年3月，在突围中梁柏台不幸负伤
被捕，不久被敌“铲共团”在江西大余杀害，
时年36岁。

1991年以来，新昌县委县政府先后修
建了梁柏台烈士纪念碑亭、梁柏台大桥、梁
柏台故居和梁柏台雕像，供后人瞻仰纪念。
其中，梁柏台故居被列入新昌县文保单位、
绍兴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浙江省青少年
法制教育基地。 （据新华社报道）

义勒力特镇：花乡引得幸福来

红色司法开拓者———梁柏台

梁柏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