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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6

阳坡夭村：村民自办文化节
23户、45人的乌兰察布

市凉城县永兴镇阳坡夭村，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在正
月初八和初九两天，自导自
演举办了他们村的第一届
乡村文化节。这对人口越来
越少的小村庄而言，可是件
了不起的大事，也让村民们
感到意外的是，这样一个乡
村文化节居然吸引了嫁到外
地的、出门打工的青壮年人
300多人回村过年。多年来，
村里这样兴旺的场景不多见
了，这个乡村文化节，着实又
将村里人凝聚在了一起。

正月初八的上午，阳坡
夭村张灯结彩特别热闹，全
村老少先是在村口集体合
了张影。很多人是离开村子
多年未归了，大家见了面就
特别地亲切和感慨，都说今
年的合影特别珍贵。

村口路对面，临时的流
水席的帐篷也搭了起来，伴

随着民乐的表演，村民们今
年第一次大规模的相聚开
始了。在那两天时间里，村
民们组织了歌舞表演、社火
表演等节目，大家还走访了
村里的旧居，聊天聚会畅谈
村里未来的发展。今年的春
节，因为这个乡村文化节，

过得分外热闹和红火。
一个多月前，在和林县

当音乐老师的村民牛智勇
就通过微信联系乡亲们，提
出想让春节过得更有意义的
想法，大家一商量，就产生了
办个文化节，让大家在文化
娱乐活动中度过新年的想

法。这个想法在乡亲们之间
迅速传播，竟然有200多名在
外地的村民表示要回来参
加。年轻人们有钱的出钱有
力的出力，村民们空前齐心。

阳坡夭村因为石匣沟的
古道而著名。据史料记载，北
魏时期的“参合坡大战”就发

生在此，走西口的太春也曾
于此地留有过足迹。由于历
史的渊源，千百年来这里沉
积了极为厚重的文化，民风
淳厚、蒙以养正。

阳坡夭从建国以来陆
续走出去的文化人很多，阳
坡夭村也因此闻名于全县。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
二十年里，该村也一直被凉
城县委政府授予“县级文明
村”的称号。

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
的农耕生活不再能满足年
轻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很
多年轻人外出打工，举家搬
迁。这样一个钟灵毓秀、人杰
地灵之地渐渐冷清，失去了
往日生机。到2018年底，村里
只剩下45人。

牛智勇告诉记者：“近
年来国家大力推行振兴乡
村的政策，阳坡夭的游子们
也甘当改革的排头军。为了

让阳坡夭再现曾经的辉煌，
我们筹办了村里首届乡村
文化节。此次文化节的宗旨
就是‘抓住发展建设机遇，
努力构建秀美家乡’，希望
这次文化节能带给乡亲们
一次独特的文化体验，也唤
起乡亲们对故土的回忆，将
乡亲们凝聚在一起，为家乡
的建设共同努力。”

阳坡夭村村长石治平
告诉记者，以往春节时，在
外地的年轻人们回家呆到
初五就走了，在家的几天也
多是打麻将打扑克。今年，因
为举办文化节，很多人是过
了初十才走的，还有在外地
成家立业的人们也专程赶回
来，这几天时间里大家自娱
自乐过得很开心，也为家乡
的发展出谋划策。很多村民
表示，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年
年办，希望家乡能越来越繁
荣发展。

“去年合作社种植的青
贮玉米产值1500万，除去各
项成本，纯利润大约350万，
这7台‘大家伙’是青贮收割
机，每台225万……”2月12
日，49岁的蒙古族汉子云耀
峰在合作社院内触摸着一
台台“铁疙瘩”，喜滋滋地和
记者分享着去年丰收的喜
悦。

云耀峰是内蒙古平发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
人代表，2014年成立合作社
至今，他通过规模化土地流
转经营和现代化生产示范
种植，成功走出了一条带动
当地农民一同发家致富的
路子。

内蒙古平发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位于呼和浩特
市赛罕区金河镇甲拉营村
北。从碾格图村往西进入一
条窄而平坦的小油路，入口
处一块醒目的绿色牌子提
示着合作社快到了。路两边
是已经翻过土的农田。顺路
前行约2公里，一处带院子
的平房映入记者眼帘。合作
社占地约50亩，20多台大型
农机安静地停放在车棚里。

云耀峰领着记者细数
他的家当：13台美国约翰迪
尔1204拖拉机、4台美国十
方满胜精量播种机、2台抛

粪车、3台中耕除草机……
每介绍一种机械，云耀峰都
下意识地摸摸这些“铁疙
瘩”，脸上挂着微笑，仿佛在
向记者介绍一位老朋友。

种过地、上过班、办奶
站、开牧场……在村里长大
的云耀峰，是个不安分的
人。

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
云耀峰天生一副窥探市场
的慧眼。云耀峰有兄弟姐妹
7个，改革开放后，父亲一边
种地一边养牛维持生计。

2003年，云耀峰工作之
余办了个奶站，第一次尝到
了挣活钱的甜头。合作社院
内一排库房曾经是牛舍。
2008年，受三聚氰胺事件影

响，云耀峰关闭奶站开起牧
场，当起了“牛倌”，将父亲
留给他的100头奶牛发展到
300多头。2013年，牧场效益
下降，云耀峰开始谋求转
型，对土地有着天然情结的
他将眼光瞄准了“奶牛饲
料”。在市场扑腾了多年的
云耀峰明白，种饲料必须得
有销路，而我区龙头企业伊
利则是他的“靠山”。从办奶
站到开牧场，他与伊利已经
合作了多年。当年，他与伊
利签订订单，在和林租了
3500亩农田种植青贮玉米，
喜获丰收。

2014年，云耀峰作出个
大胆决定：成立合作社，扩
大种植规模，引进合作伙

伴，解决独家经营融资难
题。当年，他在清水河伊利
牧场扩种青贮玉米7000亩。
2015年，云耀峰和原单位解
除了劳动关系，在托县伍什
家镇大北窑村租地5300亩
种植青贮玉米。2018年，云
耀峰在和林县公喇嘛乡又
租地4000多亩。连年喜获丰
收，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合
作社越来越走向正规化，累
计带动当地就业人口约280
人。

记者好奇云耀峰的“运
气”。他却摇摇头说，如果不
是国家的强农惠农富农政
策好，支持土地流转实现规
模化种植，如果不是订单农
业作后盾，他今天的一切恐

怕都无法实现。
跟随云耀峰打拚了20

多年的和林农民梁建平亲
眼目睹了云耀峰多年来的
不易。他告诉记者，云耀峰
是一位硬汉子，无论是小打
小闹办奶站，还是顶着风险
种饲料，首先遇到的难题便
是融资。这几年，云耀峰通
过向亲戚朋友借钱、民间借
贷、银行贷款等方式，一点
点凑齐发展资金，其间经历
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云耀峰为资金发愁、办公室
通宵亮灯一地烟头的情景
梁建平历历在目。

而云耀峰却半开玩笑
地对记者说：“人都是被逼
出来的，没有过不去的坎。”

梁建平说，他在和林种
地时，一家人虽然起早贪
黑辛苦劳作，然而靠天吃
饭收益难测，日子过得紧
巴巴的。外出打拚的这几
年，他的手头渐渐宽裕。加
入合作社后，他的种地特
长得到发挥，如今，他已在
市里买了房子，一家老小都
进了城。

在云耀峰办公室的走
廊里，张贴着的一幅幅大图
片显示出农业合作社春种
秋收的热闹，一张员工工作
制度显示出这个农民合作

社的“专业化”管理……
春节刚过，农业合作社

处于农闲时节，除了两名看
门的员工，合作社的其他员
工还没有上班，但云耀峰已
经上班。在接受记者采访的
两个小时里，他的电话不时
响起，有种子公司打来的，
有肥料公司打来的、有农机
公司打来的……正月十六，
云耀峰将前往哈尔滨考察
喷灌，以解决青贮玉米靠天
下雨带来的不确定性。令云
耀峰欣慰的是，今年买种子
买农机的钱不用再东挪西
借啦。

伊利对合作社提供的
青贮玉米有近乎苛刻的要
求，不但要求饲料无农药残
留、非转基因，还要求种植
饲料的土壤、农田灌溉水均
通过权威部门专业检测，而
且一年一检。云耀峰指着办
公桌上一叠厚厚的有机产
品认证证书以及检测报告
欣慰地说：“农业合作社有
订单，全靠这些来保障。”

采访结束时，阳光洒满
合作社办公室，市政府颁发
的“呼和浩特市农牧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牌子熠熠
生辉，靠窗处两盆金钱树苍
翠欲滴，几枝新芽蓄势待
发。

文·摄影/本报记者 查 娜

村民们在准备扭秧歌

云耀峰介绍他的“宝贝”

平发合作社的发展新蓝图
文·摄影/本报记者 王利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