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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 日下午，当记者来到呼

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阿日哈沙

特镇团结嘎查，见到娜仁其木格和

她的儿子巴音吉日嘎拉时，《永生

不忘》那熟悉的旋律在耳边萦绕：

天之苍，地之茫，天

地苍茫有爹娘……

走多远，回头望，那

是 故 乡 永 生 不 能

忘！

上世纪六十年

代初，一对小姐弟

被从上海送到了呼

伦贝尔大草原，成

为“三千孤儿入内

蒙”故事中的一员。

养父母给姐姐取名

“娜仁其木格”，给

弟 弟 取 名“ 巴 图

呼”，寓意阳光一样坚强的孩子在

草原上茁壮成长。如今，她的生命

深深扎根草原，与三个姑娘一个儿

子悉心守护着12000亩青青草原。

娜仁其木格两鬓染霜，不善言

辞，静静地坐着，倾听儿子向记者

讲述她家的幸福生活。

3 年前，在新巴尔虎右旗乌兰

牧骑跳了 14 年舞蹈的巴音吉日嘎

拉，毅然决然抛弃编制“净身出户”，

成为一名玩抖音办企业甩牛鞭的新

型职业牧民。这一年，他32岁。

巴音吉日嘎拉说，母亲一辈子

感恩草原。从他们姐弟 4 人懂事

起，母亲就常常将养父母的恩情挂

在嘴边，是这片草原抚养母亲和舅

舅长大，他们是养父母缘定的儿

女。“做个合格的牧民，守护好养育

我们的这片草原！”这是母亲的嘱

托。

2019年，巴音吉日嘎拉成立了

一九八七畜牧专业合作社。去年，

他积极响应新巴尔虎

右旗持续实施的“稳

羊增牛”号召，卖掉了

家里的 700 多只羊，

把精力投入到了 100

多头牛身上。“养羊成

本相对高一些，给草

场 带 来 的 负 担 也 更

重 。我 家 12000 亩 草

场，如果集中精力发

展草业、科学养牛，不

仅能实现草畜平衡，

也 能 带 来 可 观 的 收

入。”巴音吉日嘎拉

说。像众多同龄人一样，巴音吉日

嘎拉爱好广泛，喜欢玩“潮”。蓝天、

白云、草原、牛羊……随手一拍，便

引来了粉丝，而借助万能的朋友

圈，他轻松卖掉了今年新打的3000

捆牧草。不忙的时候，巴音吉日嘎

拉喜欢在草原上跳舞放歌，5 条心

爱的蒙獒围着他尽情追逐撒欢儿。

记者了解到，这些年，呼伦贝

尔市有不少年轻人和巴音吉日嘎

拉一样，带着新观念和科学养殖方

法回到草原。新巴尔虎左旗嵯岗镇

第八生产队的牧民斯琴巴图，在自

家畜群推行现代机械化养殖，几百

头牲畜两个小时就能喂完；新巴尔

虎右旗克尔伦苏木芒来嘎查党支

部书记米吉格道尔吉，带领牧民成

立合作社，通过创立种羊扩繁基

地、建立青贮饲料基地等，实现连

续两年分红300多万元……

“这些年，有党的好政策，我家

的日子越过越好。去年我获得了旗

里 8 万元的资金扶持，自己又投资

20 多万盖了新牛舍。下一步，我想

尝试引进些进口牛，逐步扩大合作

社规模，吸纳周边的新型牧民一起

干事创业。”巴音吉日嘎拉信心满

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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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晨光

从当年一个开采砂石的小山

沟变成远近闻名的艺术村，从一处

穷乡僻壤变成今天的国家级文明

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包头

市青山区兴胜镇东达沟村的变化

犹如脱胎换骨。

9月3日，记者走进

东达山文艺区，嵌入墙

体的旧彩电、手电筒、

腌菜缸、大茶壶、自行

车……如同记忆的碎

片，直抵心灵。民族团

结 彩 绘 街 、国 潮 彩 绘

街，被赋予色彩的墙体

变得灵动起来，还有小

巧精致的胶囊民宿、形

态各异的雕塑……

走进邢茹面塑工作室，各式各

样造型丰富的花馍让人叹为观止，

枣花馍、寿桃、寒燕、面锁、节日礼

馍、生日花糕……邢茹是包头市级

非遗项目面塑传承人，土生土长的

东达沟村人，自小受奶奶的影响爱

极了花馍，每到做花馍的节日，她

就格外地兴奋，也从奶奶那里传承

了一些做花馍的技艺。

成年后，村里没有发展机会，

为了生活，1999 年，邢茹随丈夫做

了北漂，在北京开起了饭店，她经

常把家乡的花馍作为礼物送给国

内外的朋友，深受大家喜欢。为了

让自己做花馍的技艺更加精湛，她

前往山东、陕西、山西等地拜师学

艺，考察不同地区花馍在民间习俗

中的应用。

学艺期间，邢茹也时刻关注家

乡的变化。借着乡村振兴的东风，

东达沟村越变越美、越来越好。邢

茹萌生了返乡传承发扬非遗面塑

技艺的想法，用文化反

哺 家 乡 ，带 动 村 民 致

富。2017 年，她和丈夫

结束北漂，回村入驻东

达山艺术区，成立了面

塑工作室。村民闫照玲

慕名而来，60 多岁的人

竟然靠做花馍挣了钱。

时至今日，邢茹培训的

学员已有300余人。

“艺术家工作室”

可说是东达山艺术区的文化核

心，这个工作室的主人是 4 位有故

事的艺术家，分别是版画艺术家

王海燕、画家刘占强、民间美术艺

术家王红川、雕塑艺术家郭其鹏，

2014 年，他们相约来到东达沟村，

创建了工作室。“整个村落的氛围

给人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远离

了城市的喧嚣，大家坐在一起品

茶、聊天，在交流中碰撞出艺术的

火花。”郭其鹏说。他们的作品遍

布东达山艺术区，让整个山村散

发着浓浓的“文艺范儿”。时至今

日，东达山艺术区已经吸引了 29

位艺术家。

“以前村民闲暇时不是打麻

将，就是串门子说闲话。自从有了

艺术区，村民们跟着艺术家学习剪

纸、绘画、根雕、面塑……长了知

识、开了眼界，还能创收！”东达沟

村第一书记孙耀军说，村里已建成

7 个主题活动馆，2017 年以来举办

了多种文化节，通过“文化赋能”吸

引游客20余万人。跟随乡村振兴的

步伐，东达沟村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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