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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水道顺着沟壑蜿蜒，汇聚成一

片沙漠湿地，岸边绿色盈盈，微风

吹过，水面波光粼粼，偶有水鸟掠

过。让人难以相信，这里竟是我国

第七大沙漠库布其沙漠的腹地。

9月7日，记者一行走进这里，

被眼前的美景惊艳到了。

库布其沙漠的源头在鄂尔多斯

市杭锦旗，2015年以前，这里风沙肆

虐、寸草不生，被称为“死亡之海”。

黄河流经杭锦旗 249 公里，是

全国黄河流经长度最长的旗县，每

年防凌防汛压力巨大。而与黄河比

邻的库布其沙漠因缺水，生态环境

恶劣，农牧民陷入难以生存的困

境，被迫转移搬迁。能不能将黄河

凌汛期间有“害”的水引入库布其

沙漠，进而治理沙漠？

2013年春，杭锦旗水利人背着

干粮、仪器，徒步实地踏勘规划，经

过一年的反复实地调研、勘察、论

证，决定“引黄入沙”。2014 年春季

凌期，当地首次将凌水引入库布其

沙漠腹地，变水害为水利，达到减

轻防凌压力和治沙双赢目的。

“朔方古来春色少，大漠千年

空寂寥；分凌治沙三百里，引得百

鸟争春早。”杭锦旗水利局三级调

研员杨永茂说，通过实施杭锦旗沿

黄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项目，

这里四季分明，有了“江南水乡”的

美景。2015 年至今，累计引入凌水

4.9 亿立方米，有效缓减了防汛压

力，极大改善了生态环境。

水乃万物之灵。库布其沙漠上

的水生态区长满了芦苇、蒲、红柳、

水草等 20 多种植物，20 多种飞鸟

成群栖息翱翔，鱼虾蟹畅游水底，

周边人工种树 2 万多亩，成活率达

到 90%以上，生机盎然。农牧民在

湿地周边发展养殖业已初具规模，

现有散养牛 1 万多头，水产养殖

1600多亩。

今年52岁，家住杭锦旗呼和木

独镇巴音温都尔嘎查的那仁满达

呼是名副其实的养牛大户，周围的

人都爱叫他“老满”，他就是库布其

沙漠水生态的受益者。

这几年，随着沙漠生态改善，

他家的养殖产业也是大跨步发展。

曾经老满家只有几十头牛，而现在

已经达到 700 余头。老满算了一笔

账，现在养牛规模翻了好几番，一

头牛平均可以卖 1 万元，收入也是

翻番地涨。“有水了，地绿了，我就

能养更多的牛了。”老满说，这样的

养牛规模在过去可是真的不敢想。

别看老满已经52岁了，却仍敢

于挑战自我。看着越来越多的水，

他竟然琢磨起了水产养殖。“2016

年我尝试在水里养鱼，可是水域面

积太大，我缺少养殖经验，好多鱼

都游跑了。”老满笑着说。

2020年，他和专业的养蟹人合

作，在库布其沙漠“水生态”流经他

家的水面养起了螃蟹，借助“水生

态”美景和 G242 国道通车，他的

“跨界”成功了。“眼看快到中秋节，

今年夏天撒下的蟹苗长成上市，截

至目前已经打捞了5000多斤，来自

四面八方的订单确保了螃蟹的销

路。还有5000多斤等着国庆节前夕

上市。”老满看着一网网打捞上岸

的螃蟹，喜笑颜开。

杭锦旗水利局三级调研员杨

永茂表示，沙漠腹地有了水，把问

题变成机遇动力，下一步还将持续

完善和提升水生态辐射功能，围绕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理念，

按照“林间经济+林下经济”模式发

展沙产业，建成大漠里的绿色经济

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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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晓君

“老铁们，点点红心，我给你们

看看好牛。哎呀！我大哥来了，感谢

感谢……”9 月 6 日，记者走进兴安

盟科右中旗巴彦茫哈苏木葛根敖

日都嘎查吴宝音图的养殖场时，他

正在快手上与粉丝们开心互动，直

播带货。

吴宝音图曾是当地“以多换少

的傻小子”——他将自己家的80头

本地牛卖掉，换了 7 头纯种的西门

塔尔基础牛。2021 年，他卖牛挣了

288 万元。快手上，他的粉丝有 7.6

万人。

1984 年出生的吴宝音图有一

哥一妹，父母辛辛苦苦养了一辈子

牛。16 岁那年，对学习不感兴趣的

他离乡外出打工，在饭店当过杂

工、服务员，每月工资只有 300 元。

那时候的他填饱肚子就行，一心想

着攒钱贴补家用。2009 年，当工资

涨到1200元时，吴宝音图用省吃俭

用攒下的钱加盟了一家连锁饭店。

一个偶然的机会，吴宝音图见到

了西门塔尔牛。淡红白花的毛色、

各具特色的“刘海”、矫健强壮的

四肢……吴宝音图越看越爱。2016

年他回到家乡，不顾父母强烈反

对，将自己家的本地牛全部卖掉，

换成了纯种西门塔尔基础牛。如

今，他家的西门塔尔基础牛达到了

110 多头，初生牛犊就能卖四五千

元，身价相当于一头成年本地牛，

而成年西门塔尔牛的起步价更是

超过了3万元。

尝到甜头的吴宝音图越干越

有劲，成立了专业合作社，组织嘎

查牧民一起干。然而受观念以及资

金影响，响应的人并不多。同学梁

平最先站出来支持他，先是买了 4

头西门塔尔牛，如今已养了 40 多

头。“这几年就忙着改良品种了，只

有投入没有收入，明年我就能卖一

部分改良牛回笼资金了。”梁平说。

嘎查党支部书记包布仁额介绍，近

年来政府积极引导养殖户改良牛

的品种，建了改良站，经常组织专

家对牧民进行改良培训，帮助牧民

发展牛产业，目前嘎查的养牛户已

经达到70%以上。10年前青壮年牧

民都靠外出打工谋生，现在都陆陆

续续回来，靠养殖过上了好日子，

土房变成了砖房，家家有轿车……

包布仁额自豪地说。

“老铁们，我来了几个朋友，你

们先欣赏牛，一会儿再聊。”吴宝音

图指着记者向粉丝请假。

“我承认自己是个不安分的

人。一人富不算富，众人富才算富。

牧民们购买成年西门塔尔嫌贵，今

年我尝试在本地牛体内移植西门

塔尔胚胎，目前已经有一头本地牛

成功怀孕。等摸索出经验我就可以

向老乡们推广了，争取用最短的时

间将嘎查的本地牛全部改良。”吴

宝音图信心满满地说。

太阳落山时，记者一行与吴宝

音图告别。落日余晖下，彩霞满

天，野草散发着清香，牛儿悠闲自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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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军 摄影/《内蒙古日报》记

者 闫晨光

给小牛一个熊抱

杭锦旗：分凌治沙三百里 引得百鸟争春早

直播“吹牛”的他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