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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等人上门收羊” 今日“网上订单卖羊”
———牧民苏和与他的“云牧场”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周秀芳 郭俊楼 巴依斯古楞 闫晨光

5月3日一大早，牧民
苏和就赶往冷库取出前一
天包装好的羊肉，通过顺
丰快递邮寄给上海的客
户。五一小长假，苏和的

“云牧场”订单火爆，宰杀
了20多只羊才满足了客户
需求。

苏和的全名叫阿拉腾
苏和，是锡林郭勒盟苏尼
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那仁
宝拉格嘎查的牧民。今年
32岁的他，通过互联网平
台把嘎查的羊卖到了全国
各地，在人民大会堂回答
过记者提问，上过央视《致
富经》栏目，是嘎查的红
人。

记者蹲点调研时，与
苏和聊起卖羊“那些事
儿”，这位性格内敛的蒙古
族小伙一下子打开了话匣
子。

卖羊的缘由，还要追
溯到2012年以前。那时候
嘎查的牧民们形成了等中
间商上门收羊的习惯，牧
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收
羊的人能给个好价钱。

“求你们别再压价了，
我们牧民实在没有想象的
那么能挣。”2012年的一
天，眼瞅着辛辛苦苦养了
一年的羊卖不上价，苏和

向羊贩子恳求道。然而羊
贩子依然不为所动。苏和
当即决定不卖羊了，他要
自己找销路。

“当时我开车跟着羊
贩子，看他们到底要把羊
卖到哪儿？”回忆起当年类
似间谍剧的一幕，苏和忍俊
不禁。在蒙餐馆和肉铺，羊
贩子前脚刚走，苏和就跟上
去询价，答案让他五味杂
陈：卖一只羊，羊贩子就能
赚350元，比牧民辛辛苦苦
养一年羊还要赚得多。“我
们有这么好的牧场和羊，为
啥不能自己出去卖？”这更
笃定了他自己卖羊的决心。

卖羊第一天，早晨6点
多，苏和拿着印好的名片，
拉着几只羊，兴冲冲到二连
浩特市的肉铺、餐馆挨家推
销，却没有人相信他的羊是
草原上散养的羊。接连7
天，他跑遍了二连浩特市
的餐馆、肉铺，却一只羊也
没有卖出去。

苏和的心情无比惆
怅。2006年父亲病逝，他曾
暗下决心，一定要维持好
生计，供弟弟上学。看着远
处长势喜人的沙葱，苏和
眼前一亮：“沙葱在牧区很
受欢迎，灌血肠、做包子都
喜欢用点。”他连夜拔了20

多斤沙葱，决定再试一次：
买羊肉送沙葱。

“又拉来了羊，需要的
话就给你们宰一只……”
然而，第八天，依然没有卖
出一只羊。夜幕渐浓，苏和
再一次走进一家餐馆，有些
失望的他，把20斤沙葱留下
扭头就走。

回到嘎查，把羊卸下，
苏和忍不住哭了。8天的试
水卖羊，给他浇了一盆冷
水。

或许是天道酬勤。第九
天一大早，苏和接到了留下
沙葱那家餐馆老板的电话：
要买羊肉。这家餐馆在二连
浩特市颇有影响，从这里开
始，附近的餐馆、肉铺纷纷
用上了苏和的羊肉。从此，
苏和的羊肉打开了销路。

近几年，移动互联网的
普及改变了草原的生活，牧
民们开始在网上聊天、购
物、追剧、看直播。“为什么
不能把我们的牧场搬到互
联网，把我们的苏尼特羊宣
传出去、打开销路？”2015
年，苏和开始通过微信和直
播平台推广销售羊肉。

打开苏和微信朋友圈
的一条视频，只见身着蓝色
蒙古袍的苏和站在羊群前
说：“黑头无角体格健壮，在

我身边您看到的就是有着
‘熊猫羊’之称的苏尼特
羊”。奔跑的羊群、新鲜的
羊肉、包蒙古包子、做手把
肉……一个个轻松诙谐的
小视频，既让人看到了牧
区浓郁的生活气息，也让
人感受到草原羊肉的优质
鲜美。

如果说，2012年苏和主
动出击打开了市场，那么
2015年苏和的网上试水，无
疑进一步拓宽了销路。“网
络可以把羊肉卖到更远的
地方。现在我的微信好友有
3000多人，国内好多省市都
有了固定客源。”苏和自豪
地说，由于减少了中间环
节，再加上错季销售，一只
羊要比以前等人上门收时
多挣500元。

苏和家养羊700多只，
随着订单越来越多，苏和意
识到自家的羊远远满足不
了市场需求，有牧民们做后
盾，羊源才能有保障。

2016年3月，苏和带领7
户牧民成立了“苏和牧民合
作社”，带领牧民一起增收
致富。如今合作社已有20多
户成员，其中还包含了嘎查

的4个贫困户。2016年12月，
苏尼特右旗在人民大会堂
举办了一场苏尼特羊推介
发布会，苏和作为牧民代表
参加并回答了记者提问。这
次会上，一大批来自全国各
地的经销商成为了他的客
户，订单纷至沓来。

2017年，苏和卖出去
1000多只羊。2018年，苏和
注册了自己的商标“苏和云
牧场”，他的致富故事还被
搬上了央视的《致富经》栏
目，这一年他卖出去3000多
只羊。

订单多了，苏和对养殖
过程、羊肉加工和包装的把
关更严了。

每天早上，他都要发动
柴油机从井里抽水，保证给
羊群喝上新鲜的水。消费者
通过微信等网络平台下单
后，苏和会根据顾客的不同
需求，将羊肉分割、包装。
蓝色的哈达、精致的小囊
包、草原上好看的玛瑙石，
每一次邮寄羊肉，细心的
他还要附带上这些赠品。

“收到羊肉的同时，希望也
把草原的吉祥带给顾客。”
苏和说。

“我们的羊肉需要顾
客提前下单，然后再宰杀
羊，保证羊肉新鲜。过节
时，羊肉供不应求，但卖没
了就是没了，不能以次充
好，砸了自家牌子。”苏和
说。

“市场供不应求，会不
会扩大养殖规模？”面对记
者的问题，苏和直摇头：

“草场不能无限量地养羊，
一定要精养少养，保护好
我们的草场，才能提高羊
的品质，卖上更好的价
钱。”

“创业路上会遇到许
多的坎坷，但一定要坚持
下去，不能放弃。”回忆起
卖羊的历程，苏和笃定地
说。他希望将自己的“苏和
云牧场”做得更大更好，带
领嘎查的牧民把日子过得
越来越红火。

在和记者聊天时，苏
和又接到了山东顾客的订
单。“前几天给他发了100
多斤羊肉，吃得挺好，又
和我们买了。”苏和咧嘴
笑着说，随即忙碌的身影
走向了辽阔的草原和奔跑
的羊群。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
泰山，或轻于鸿毛。”迎接
红军来家乡、长征途中艰
难跋涉、奔赴抗日战场、给
毛泽东当警卫战士、执行
烧炭任务中不幸牺牲……
四川省仪陇县40余名来自
张思德纪念馆、公安局、学
校、社区等单位的“草根演
员”，为家乡干部群众上演
了红色歌剧《张思德》，向
革命英烈张思德致敬。

张思德，1915年4月出
生于大巴山深处一个贫苦
佃农家庭。重病的母亲没
有奶水，只得走东家，串西
家，要来谷米捣碎熬成糊
喂他，因而给他起了一个
小名叫谷娃子。出生仅7个
月，母亲就因病无钱医治

离开人间，父亲张行品被
迫把他抱给婶母收养。谷
娃子吃“千家奶”穿“百家
衣”长大，养母为了让他永
记乡亲们的恩情，给他取
名“思德”。

1933年2月，中国工农
红军第四方面军创建了川
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12
月，张思德参加红军，不久
加入共青团，1935年随红
四方面军长征，三度经过
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他
勇敢机智，曾只身泅水过
江，夺得敌人的渡船，为红
军强渡嘉陵江创造了条
件。在川西茂洲地区，他神
奇般地一人夺得敌人两挺
机枪，被战士们亲切地誉
为“小老虎”，一时传为佳

话。1936年10月，张思德随
部队到达陕北，1937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

张思德始终牢记为人
民利益工作的使命，坚持
一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并在实践中一丝不苟地贯
彻。

据其班长张显扬回忆，
有一回，部队在一片水草丰
盛的沼泽旁宿营。一个小战
士高兴地嚷嚷着发现了野
萝卜，张思德过来检查发
现，在水塘旁边果然有一丛
叶子绿绿的、模样很像萝卜
的植物。饥肠辘辘的小战士
拔起一棵就往嘴里送，张思
德忙赶上去把叶子先放到
自己的嘴里，细细嚼了嚼，
味道又甜又涩。不一会儿，

张思德感到有些头晕无力，
紧接着，他肚子开始剧痛，
大口呕吐起来。在失去知觉
之前，他还在嘱咐小战士告
知大家这草有毒。半个多小
时以后，张思德慢慢醒来，
模模糊糊地看见小战士端
着瓷缸蹲在跟前，他急忙
说：“不要管我，快去告诉其
他同志。”

大巴山腹地冬季寒冷
不亚于北方，取暖多靠木
炭。张思德小时候跟着父亲
练就了烧炭的好手艺。
1944年初，张思德积极响
应党中央提出的大生产运
动号召，主动到安塞县石

硖谷办生产农场，担任副
队长。白天，他巡回各窑，
掌握火候。晚上，他也要起
来数次，爬上窑顶，观察烟
色。窑里温度很高，有的木
炭出窑还有火星。但每次
出炭，他都是抢先钻到窑
的最里边捡木炭，手里包
的破布着火了，他就用手
弄熄后继续干。

1944年9月5日，张思
德和战友小白决定再新挖
几个窑，多烧些木炭。当挖
到中午时，突然窑顶掉下
几块碎土，出现险情。张思
德眼疾手快，一掌将小白推
出洞口，厚厚的窑顶坍塌下

来，把张思德埋在下边。战
士们和老百姓从四面赶来，
拼命刨土。小白得救了，张
思德却没能抢救过来，他牺
牲时，年仅29岁。

革命需要在枪林弹雨
下抛头颅洒热血，也需要在
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张思
德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
和战士，他服从组织安排，
甘心在烧炭的平凡岗位上
忘我工作，直至光荣殉职。
毛泽东给予他高度评价：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
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
山还要重的。”

（据新华社报道）

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平凡英雄

爱国情 奋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