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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额吉都贵玛
文·摄影/本报记者 查 娜

她是杜尔伯特草原上的英雄母亲，电视剧《静静的艾敏河》和电影《草原额吉都贵玛》的原型人物。她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
却在平凡的奉献中感动了无数人。她就是都贵玛。1942年，都贵玛出生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19岁时，她克服了
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抚养了28名南方孤儿。如今，古稀之年的都贵玛安度晚年，享受着一个母亲的天伦之乐。

编外教导员
4月20日上午， 乌兰察布市边防支队四子王旗边防大

队的6名官兵， 来到都贵玛家中看望这位可亲可敬的老额
吉。这些年轻的官兵对都贵玛并不陌生，他们当中很多人，
都在刚入伍时听过都贵玛讲述自己和28名南方孤儿的故
事。作为四子王旗边防大队的编外教导员，都贵玛总是能
通过自己和孩子们的故事，让年轻的官兵们认识这片草原
的博大与深情。

75岁的都贵玛患有白内障， 看不清到家里来的年轻
人，就一一握着他们的手，用蒙语表达自己的感谢与祝福。
蒙古族干部额日定木图是战友们的翻译，他认识都贵玛的
时间更早一些。额日定木图家就在四子王旗，在他少年时
代， 就听长辈们讲起3000余名南方孤儿和内蒙古的故事，
都贵玛则是这个故事中最常被提及的人物。

从都贵玛搬到旗里住，四子王旗边防大队的官兵们就
经常来看望她， 前几年还聘请她当了大队的编外教导员。
在四子王旗，都贵玛有很多“陌生”的子女，人们尊敬她爱
戴她，被她无私的母亲般的情怀所感动，在杜尔伯特草原
上，从不缺少这样温情的故事。

内蒙古接收3000孤儿
要讲述都贵玛的故事，就要从内蒙古接收3000余名南

方孤儿的历史说起。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国连续三年遭
受自然灾害，全国各地出现不同程度的粮荒。在江浙一带
的农村受灾地区，许多家庭选择将幼年子女遗弃到上海等
大城市， 上海孤儿院为此收留了比正常年份多几倍的弃
婴。但是由于食品严重不足，孤儿们因营养不良患病、夭亡
等现象时有发生。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在知道情况
后，立即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康克清找到时任内蒙古自治
区主席的乌兰夫。乌兰夫当即决定从内蒙古向上海紧急调
拨一批奶粉、炼乳、乳酪。考虑到这些援助只是暂时性的，
乌兰夫在征求过内蒙古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后，决定将上
海的孤儿都接到内蒙古，让牧民们来抚养。

这一想法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肯定后，乌兰夫立即派人
到上海去具体商谈把孤儿接到内蒙古的联系接洽和准备
工作，对于这次行动，乌兰夫下达了“接一个，活一个，壮一
个”的指示，要确保3000余名孤儿一个不少地安全到达目
的地。

经过几千公里的颠簸，一个个幼小的生命从遥远的江
南来到了广阔无际的大草原。截至1963年自然灾害有所缓
解、孤儿北上的行动停止之时，内蒙古自治区的各个城市
已经先后接纳了3000余名孤儿。到了内蒙古，孤儿们经过
严格的体检、治疗后，先被送进各盟市的育儿院照料。等到
这些孩子们逐渐适应了内蒙古的气候， 习惯了当地的饮
食、水土后，就被当地牧民领回家。

当时的牧民们，纷纷骑着马，赶着勒勒车，来到育儿院
申请领养孤儿， 有的牧民甚至一下子领养了五六个孩子。
牧民们对待孤儿们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一般，教他们
打猎、骑马、讲蒙古语、读书和写字，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
事。

几十年中，在草原牧民的精心照料下，孩子们找到了
家庭的温暖，健康成长。如今，他们已经走上了各行各业，
为内蒙古自治区和国家的建设发挥着自己的力量与光
芒。

抚养28名孤儿
送到内蒙古大草原的南方孤儿， 被牧民亲切地称为

“国家的孩子”。1961年9月的一天，都贵玛被分配到乌兰察
布盟（现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保育院，抚养旗里刚刚接收
的28名“国家的孩子”。那一年，她19岁。这个尚未成家的姑
娘，经过简单的培训，就这样成为了28名孩子的额吉。

都贵玛说：“当时陆续送来了28名孤儿，其中最小的才
刚刚满月， 最大的也仅仅6岁。 他们就像嗷嗷待哺的小羔
羊，等待着草原宽广的胸怀去接纳。”从来没有带过孩子的
都贵玛，从换尿布、喂奶粉学起，养育着这些素不相识的孤
儿们，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

“这些孩子是‘国家的孩子’，组织送到了我们草原来，
我们就得抚养好他们。”带着这样质朴的信念，都贵玛投入
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和心血去照顾这些孤儿们。由都贵玛照
料的28名上海孤儿，没有一个因病致残，更无一人夭折，在
那个缺医少药、又经常挨饿的年月，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为了让这些南方来的孩子逐步适应草原生活， 他们先在
旗里集中抚养了６个多月，又在苏木（镇）上集中抚养了９个
月，然后才慢慢让牧民接回家。”都贵玛回忆，每养壮或养大一
个，别人就接走一个，她一次次经历着骨肉分离般的痛苦离别。

草原的孩子
61岁的斯仁巴拉目前在四子王旗乌兰花镇为外孙女

陪读。她是当年从上海送来的孤儿，也是都贵玛抚养的28
名孩子之一，刚到内蒙古时她才4岁。在都贵玛照料几个月
后，她被自己的养母领走了。养母是一名伟大的蒙古族母
亲，虽然单身却领养了两个女儿，对这两个女儿一直视如
己出，将她们抚养成人，并看着她们成家立业、为人父母。
斯仁巴拉的丈夫和她一样， 也是当年从南方送过来的孤
儿，相同的命运使两人相濡以沫地渡过了大半生。

对于在都贵玛身边生活的那几个月，斯仁巴拉已经没
有什么印象了。但是，斯仁巴拉将都贵玛视为另一个母亲，
直到今天，她还经常去旗里看望都贵玛，一如都贵玛抚养
过的其他二十几个孩子。

2006年，生活在四子王旗的当年的南方孤儿们曾有过一
次大型聚会， 在那次聚会上， 斯仁巴拉认识了好友孟根其其
格。 孟根其其格已经记不清自己是在多大的时候来到的内蒙
古，只是听养父母说起，她被领养时刚刚会爬，亲生父母留给
她的唯一信物就是一双小红鞋。 孟根其其格的养父母是一对
慈爱的知识分子，领养了她和哥哥两个孩子。孟根其其格和哥
哥受到良好的教育，之后她成为了一名教师。如今，当年从南
方送来的孤儿们在四子王旗有了自己的小圈子， 谁家孩子上
学、结婚，大家都要聚一聚，彼此相处得很亲密。

2010年，曾有个公益活动组织当年的南方孤儿们回上海
寻亲，而这些在草原上长大的孩子们来到上海时，却觉得这座
城市陌生而遥远。他们都说着蒙语，身上早已烙印下草原的影
子。直到现在，这些孤儿们都会说，他们永远是草原的孩子！

安度晚年
28名孤儿陆续被领走后， 都贵玛的日子回归平淡。她

在苏木当过妇女干部，也学习过接生的技术，迎接了很多
新生命的到来。值得欣慰的是，曾经抚养过的孩子们都在
不远的苏木嘎查生活着，都贵玛总能得到关于孩子们的消
息。被领养的孩子们大多过得平凡幸福，草原人民用自己
的质朴善良，抚育着这些被家庭和命运抛弃的孩子们。

8年前，都贵玛从苏木搬到了旗里居住。旗里给她以优
惠的政策安排了住房，对她的生活也格外照顾。如今，她和
女儿旭日一起生活，曾外孙女也已经上了小学。一家人生
活的平淡幸福。旭日告诉记者，母亲的一生平凡而伟大，从
她记事起，就总有哥哥姐姐们来看望母亲。她要好好照顾
母亲，因为让母亲颐养天年也是所有孩子们的心愿。

2011年，都贵玛应邀去上海参加活动。这个让都贵玛
年轻时代就无数次想象的城市，她终于在年近古稀与它相
遇。上海一如她想象的那样繁华美丽。在上海的几天里，组
织方带都贵玛参观了建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幼儿园，如今
这些幼儿园的条件今非昔比。站在黄浦江畔，都贵玛想到，
如果几十年前我们的祖国能如此繁荣昌盛，那3000多个孩
子就不会受那份罪了。几十载岁月弹指一挥间，祖国和孩
子们都越来越好了，这让她感到欣慰和满足。

近年来，都贵玛的事迹被广为传颂，她先后荣获“中国
十大杰出母亲”“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
进个人” 、自治区道德模范、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等荣誉。
还以她为原型，创作了电视剧《静静的艾敏河》和电影《草
原额吉都贵玛》。但是都贵玛总是说，草原上像她一样的母
亲有千千万万，她们用自己无私的爱和博大的胸怀接纳了
这些孤儿，草原人民没有辜负祖国的嘱托。

都都贵贵玛玛和和曾曾外外孙孙女女在在一一起起

边边防防大大队队官官兵兵们们来来看看望望都都贵贵玛玛

都都贵贵玛玛讲讲述述自自己己的的故故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