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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共和国荣光

77 岁的都贵玛老人

坐在窗前，用橘红色的头

巾包住苍白的头发，脸上

爬满岁月的痕迹。她不时

望向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那里有她 59 年前抚养过

的 20 多个孩子建立的微

信群，孩子们经常在群里

与 额 吉（蒙 古 语 意 为 妈

妈）分 享 生 活 的 酸 甜 苦

辣。

一直以来，内蒙古自

治区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

牧民都贵玛和她28个孩子

的故事以不同的形式在全

国流传。她的名字在歌声

中传扬，她的故事在荧幕

上重现，她的善行被写进

书中，她被人们称为草原

最美的额吉。前不久，这位

博爱行善的蒙古族老人被

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

称号。

28个南方孤儿的蒙古

族额吉

1960 年的一天，牧羊

姑娘都贵玛被招进内蒙古

四子王旗临时建立的保育

院工作，一下子成了 28 个

孩子的额吉。那一年，她18

岁，尚未成家。

上世纪 60 年代初，上

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

陷入物资匮乏、食物奇缺

的困境，育婴堂的米粮眼

看就要见底，被政府收养

的几千个孩子面临死亡威

胁。在周恩来总理和时任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政府主席乌兰夫的安排

下，3000 名孤儿从遥远的

江南来到内蒙古草原，他

们被牧民们亲切地称为

“国家的孩子”。都贵玛的

28个孩子便是其中的部分

孩子。

他们年龄最小的不满

周岁，最大的也仅仅5岁，

需要在保育院调理好身体

之后才能被牧民们领养。

年轻的都贵玛在一位助手

的帮助下要照顾这些体弱

多病的婴幼儿，让他们慢

慢适应北方的寒冷、牧民

家的饮食，向党和国家履

行“接一个、活一个、壮一

个”的承诺。

“我也 7 岁失去父母，

对这些孤儿有着特殊的感

情。”看着这些来自遥远

地方的可怜孩子，都贵玛

立志为他们打造草原上

的 第 一 个 温 暖 的 家 。为

此，这个未婚姑娘克服了

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给

28 个婴幼儿换尿布、喂奶

粉、哄睡觉、教蒙古语、照

顾饮食起居……都贵玛白

天忙得焦头烂额、晚上睡

不上一个整觉，一旦有孩

子生病，冒着草原寒风骑

马奔波几十里地送孩子

就医。

那时候，有个两岁小

男孩，只有躺在都贵玛怀

里才能安静入睡。他会撒

娇喊“妈妈”，总要跟“妈

妈”一起睡。从小失去母

亲的都贵玛，理解孩子对

母亲怀抱的渴望。每晚，

都贵玛都会抚摸着他的

头，哄他入睡。后来，小男

孩被牧民领养，取名“呼

和”，但一直与都贵玛额

吉有着密切联系，直到因

病去世。

在那个缺医少药、生

活艰苦的年代，在都贵玛

10 个月的精心呵护下，28

个体弱多病的孩子没有

一人因病致残，更无一人

夭折，都被健康地送到养

父母家中。如今，这些孤

儿们也已年过花甲，子孙

满堂。

40多位牧民产妇的救

命恩人

上世纪 70 年代的内

蒙古草原，地广人稀、交

通不便、医疗卫生条件十

分落后，分娩对于牧区妇

女来说无疑是一道“鬼门

关”。当时已回到草原放

牧的都贵玛，看到身边年

轻女性遭受的死亡威胁，

心中有着说不出的酸楚。

1974 年，刚成为一名共产

党员的她，抛下家里的牧

活，参加旗医院组织的培

训，跟随妇产科医生学习

接产技巧及产科医学知

识。

1975 年的一天，四子

王旗脑木更苏木乌兰希热

嘎查牧民敖敦格日勒难

产，但最近的医院也在100

多公里外，情急之下，家人

求助刚从旗医院学成归来

的都贵玛。正在家里放牧

的都贵玛，扔下羊鞭，跨上

马背，及时赶到产妇家，用

自己掌握的现代医学技术

救下母女俩。那是她接生

的第一个孩子，此后，这片

偏远草原上的难产产妇有

了“保护神”。

都贵玛没有辜负乡亲

们的信任。她把牧业劳动

之余的时间都放在学习产

科医学技术上，逐步掌握

了一套在牧区简陋条件下

接产的独特方法，10 多年

间挽救40多位年轻母亲的

生命。

都贵玛不是专职医

生，她的第一身份还是牧

民。因为放牧和接产不能

兼顾，当年与她一起参加

产科培训的人，没有几个

人能坚持下来。她说：“只

要有病人家属来家里叫

我，不管多忙，我都得赶过

去，因为党和政府让我学

习掌握了这门技术，这就

是我的责任。”

就像履行照顾好“国

家的孩子”的承诺一样，

都贵玛一直尽职尽责地

履行着产科大夫的职责，

直到 90 年代，牧区医疗和

交通条件改善，牧民产妇

能方便接受专业医院诊

疗。

身边困难人群的“爱

心使者”

对于幼年失去父母的

孟克吉雅和朝格德力格

尔兄弟俩来说，有个像都

贵玛一样的姑姑算是悲

惨 命 运 中 的 幸 事 。1980

年，都贵玛的哥嫂相继病

故，她二话没说把年仅 3

岁和 10 岁的兄弟俩接回

家，与自己的女儿一同抚

养成人。到了上世纪 90 年

代，都贵玛 80 多岁的姑

姑、姑父瘫痪在床，无人

照顾。她又义不容辞地将

老两口接到家里，承担起

照顾的义务，直到 3 年后

老人们去世。

时间跨入 21 世纪，都

贵玛已进入暮年，一场严

重的车祸，让她的身体大

不如从前。但她还是处处

牵挂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们，尽其所能为他们排忧

解难。

汶川地震后，她主动

联系嘎查党支部交纳3000

元的“特殊党费”；得知当

地一所小学有50多名贫困

学生，她拿出 5000 元帮他

们交纳相关费用；她是当

地边防派出所的“编外”教

导员，每年都为边防官兵

讲政治教育课……

“我这辈子做的这些

事情，其实都是我应该做

的事情，党和国家给了我

荣誉，我非常荣幸。人的一

生总有忙不完的事情，只

要身体允许，我还会用自

己的能力帮助更多的人。”

都贵玛说。

占地面积7000多平方

米，“富”字形布局，青砖包

泥砖、砖瓦木结构，这就是

蔡廷锴将军故居。

蔡廷锴，1892 年出生

在广东省罗定县。因家境

贫困，他自幼失学，少年时

即投身军旅。在上级陈铭

枢等人的影响下，蔡廷锴

投身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1922 年 3 月，孙中山在韶

关督师北伐，在攻占信丰

城的战斗中，蔡廷锴奉命

星夜追击退却的敌人。他

带领全连强行军一日一百

多里，突进袭击将敌军击

溃缴械，北伐军顺利占领

信丰城，蔡廷锴被记功一

次。

1926 年 7 月，国民革

命军出师北伐，蔡廷锴升

任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

团团长。不久，第四军扩

编，蔡廷锴升任第十一军

第二十四师副师长。1930

年，蔡廷锴被任命为第十

九路军军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

发时，蔡廷锴听到消息后，

率第十九路军三万多官

兵，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

团结抗日。

1931 年底，蔡廷锴召

集全军旅长以上干部密

商，打算在 1932 年 2 月率

部沿津浦线奔赴东北，援

助正在抗日的马占山、丁

超、李杜。但此时日本蓄意

扩大对华侵略，派遣军舰

三十余艘和陆战队数千人

在上海登陆，并且不断制

造事端，上海局势紧张，蔡

廷锴留在淞沪加紧备战。

1932 年 1 月 28 日 深

夜，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

上海的进攻，制造了一·二

八事变。第二天，蔡廷锴与

蒋光鼐、戴戟三人联名向

全国各界发出抗日通电，

表示身为军人，“惟知正当

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

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

为卫国抗战而抵抗，虽牺

牲 至 一 卒 一 弹 ，绝 不 退

缩”。经过近四十日的浴血

奋战，19路军苦撑月余，粉

碎了日军“四小时占领上

海”的狂言，使其多次更换

主帅、增加援兵。一二八淞

沪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

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鼓

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

志，为以后的全面抗战提

供了宝贵经验。

由于坚决主张抗日到

底，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

的不抵抗政策，不愿继续

与红军作战，1933 年 11 月

20日，蔡廷锴与陈铭枢、蒋

光鼐等人一起，发动了著

名的福建事变，建立了中

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蔡廷锴任军事委员会委

员、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

军总司令。他们抵抗合围

福建的国民党嫡系部队，

与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的

初步协定。这一正义行动，

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

事变后，蔡廷锴流亡

海外。1935年，蔡廷锴在香

港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

鼐等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

同盟，主张联合各党各派

一致团结抗日。全国抗战

爆发之初，蔡廷锴领导军

队参加了昆仑关战役等，

但后来被蒋介石夺去了军

权，他空有满腔爱国之情，

却无处实现杀敌报国的志

愿。

抗日战争胜利后，面

临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

形势，蔡廷锴与李济深、何

香凝等一起筹组中国国民

党民主促进会，积极参加

民主革命斗争。此后，他积

极投入到反对蒋介石独裁

统治、反对国民党发动内

战的政治斗争。

北平和平解放后，蔡

廷锴和其他民主人士到达

北京。他先后出席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和

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

共同纲领的制定等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蔡

廷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

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国

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

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副主

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等重要职务。

1968 年 4 月 25 日，蔡

廷锴因病在北京逝世。

（据新华社报道）

抗日名将：蔡廷锴

都贵玛：草原最美的额吉
文/新华社记者 勿日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