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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呼和浩特市电子设备厂生产出内蒙古第一台“迎春”牌洗衣
机。图为工人在做出厂前的严格检查。

1966 年春节前夕，呼和浩特市市场上蔬菜品种供应充足。

1982 年，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弓箭操表演。

（内蒙古日报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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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元月 26 至 28 日，习近平总书
记到内蒙古考察工作时，踏着皑皑白雪，
来到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巴彦淖尔嘎
查 82 岁牧民玛吉格额吉家做客，并亲切
慰问。

“做梦也不曾想，在 80 多岁的时候能
够见到总书记。这是我一辈子最难忘的
时刻。”这是玛吉格额吉逢人必讲的一句
话。老人说，她时刻感激总书记给予内蒙
古发展的关心、牧人生活的关怀以及边疆
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爱。

在全区上下喜迎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
的欢庆时刻，本报记者专程来到锡林浩
特市，采访玛吉格老人。说起见到总书
记的难忘时刻，老额吉激动万分、热泪盈
眶；谈到生活的美好，她又欣喜万分、笑
逐颜开⋯⋯

从大字不识到牧区文化人

玛吉格老人今年已 84 岁高龄，眼不
花耳不聋，精神矍铄。知道我们要来，老
人特意穿上一件棕红色的蒙古袍，带上了
蔚蓝色的头巾。

采访一开始，谈起往事，老人默默地
点上了一根烟，烟雾缭绕，老人的思绪仿
佛也回到了那动荡的岁月。“我是 1933 年
生人，家里是平民百姓，和父母以及姊妹
5 人相依为命，一年四季逐水草而居，过
着属于我们的小日子。”老人打开了话匣
子⋯⋯

玛吉格老人的出生地位于现在的阿
巴嘎旗洪格尔高勒镇的浑善达克腹地。
在她孩童时代，家里养着几头奶牛，父亲
到现在的东乌旗额吉淖尔盐池拉盐，换布
料和面食。虽然一家人生活不富裕，却也
能基本保证有吃有穿。

1945 年，12 岁的玛吉格对时代的变
化、社会的动荡有了初步的判断。在那一
年，锡林郭勒草原解放了，牧民们终于获
得了渴望已久的自由。可是，天有不测风
云，家里的顶梁柱——玛吉格的父亲患病
辞世，留下了孤儿寡母。

沉浸在回忆当中的玛吉格老人深深
地吸了一口烟，接着说：“也就是从父亲离
世后，我懂得了只有国家平安，人民才能
幸福安康的道理！”

当时，让年幼的玛吉格感到最幸福的
一件大事儿就是识了字，这使她能够从一
些刊物上了解时代的变迁。

“那个时候，草原上没几个人识字，尤

其是妇女。认识几个字，那可算是‘文化
人’呢。”老人诙谐地说，“当时，我有幸参
加了 20 天的短期培训，回来放羊的时候
身上总带着书，还用木棍在沙地上写字，
慢慢地也就识字了。”

就这样，玛吉格成了大家眼中的文化
人。

热血青年变成改革春风中的带头人

解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纪 50 年代中
后期，人们的生活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较大
的变化。牧区也成立了苏木、嘎查等组
织，后来又成立了团支部、青年组织、妇女
组织和治安小组。

对于 20 多岁的玛吉格来说，新社会
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那么的充满活
力。作为当时牧区少有的文化人，年轻时
代的玛吉格积极报名参加各类组织，带领
牧民发奋图强。

“那个时候，领导号召我们年轻人要
有上进心，要对时代的发展做出贡献。现
在想来，当时的我们特别单纯，没有私心
杂念，需要我们做什么，就力所能及地往
前冲，年轻真好啊。”玛吉格老人说到这
儿，饱经沧桑、满是皱纹的脸上洋溢出一
丝笑容。

“时代在变迁，一切都在向美好的方
向发展。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为牧区带
来的变化。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立志要做
一名对党和国家有用的人，以实际行动报
答党的恩泽。”一位历经旧时代的磨难，成
长在红旗下的牧区老人所做所想令人肃
然起敬。

在大集体时期，玛吉格家里只留下几
只羊、1 头牛和 1 匹马。剩下牲畜全部交
给了人民公社，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草原
上的牧人们又迎来了一次大变迁。玛吉
格老人回忆说，当时，家里放集体牲畜，每
天都计分。一天能挣的最多分数是 11
分，折算下来，大概是个 1 块钱，这一半儿
还得交给集体充公。

整个 70 年代给玛吉格老人留下的最
深记忆当属 1977 年的雪灾了。虽然牧民
们拼了命地保护牲畜、抗击雪灾，但最终
全嘎查 2 万多头只牲畜只剩下 5 千多头只
了。

岁 月 如 梭 、时 光 荏 苒 。 转 眼 到 了
1983 年。那一年召开了载入史册的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中
华大地。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实施“草
畜双承包制”，更是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牧人们鼓足劲儿，向更加美好的生活大步
迈进。

当时，玛吉格家分到了 100 多只小
畜、10 来头大畜和 7 千多亩草场。没过几
年，她家的牲畜达到了 500 多头只，老人
的 家 也 成 了 当 时 草 原 上 最 时 髦 的 万 元
户。90 年代，牲畜总数更是超过了 1 千头
只大关。

“自治区成立都 70 年了。这 70 年当
中的变化真可谓是翻天覆地呀。”采访当
中，老人反复感叹！

作为这 70 年的亲历者，玛吉格老人
比 谁 都 懂 得 珍 惜 来 之 不 易 的 幸 福 新 生
活。她时刻给孩子们讲，要铭记党的恩
泽，做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玛吉格老人一直到 70 多岁仍从事
着牧区的生产生活工作后来为了让
孙子接受学前教育这才放下握了一辈
子的牧羊鞭到锡林浩特市居住如今
的老人每个月有 600 多元的养老金在
锡林浩特市“爱祺乐”牧民养老院安度
晚年

一生最难忘的“那一刻”

“活了 80 多岁了，也经历过不少变
迁。要说起我这一生最为难忘的一刻，
那就是 2014 年的 1 月 27 日了。”就在当
日，亲临内蒙古考察工作的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了锡林郭勒草原，来到了玛吉格
老人家。她说：“总书记乘坐的车停在我
家门前，我一眼就认出了总书记。按照
我们草原的习俗，为总书记敬献哈达，
表达草原牧民对总书记的欢迎和祝福。”

总书记在玛吉格老人家里，走进厨
房，又去了卧室；从库房出来，又来到
蒙古包；从老人的身体、生活到家庭收
入和畜牧养殖，像拉家常似的一一仔细询
问。“一开始我还特别紧张，没想到总书记
是那么的朴实，那么的平易近人，说着说
着我就生出一种和老熟人聊天的感觉，都
把紧张这个词丢到九霄云外了。”回想起
永生难忘的那一刻，玛吉格老人感动地
说，“没想到总书记会来到这么偏远的地
方看望我们，这不仅是我的福分，更是我
们牧民的福分！”

“总书记详细了解我家的生产生活情
况后还关切地询问，牧民们有哪些期盼？
生产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我就回答说，
牧区地域辽阔，牧民居住分散，牧民们最
希望实现的就是道路畅通和用上电。”玛
吉格老人说。

在听了以玛吉格老人为代表的牧民
的心声后，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强
调：要着力抓好农牧业和牧区工作，持之
以恒抓好粮食生产，积极打造现代畜牧
业，扎实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农
牧业现代化，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努
力让广大牧民的生活越过越红火。

如今，距总书记考察内蒙古已过去 3
年多的时间。在这当中，锡林郭勒盟牢记
总书记谆谆嘱托，切实在“三农三牧”工作
中因地制宜，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全面推进农村牧区改革发展，取得了良好
的成效。

锡林郭勒盟委书记罗虎在说：“我们
的 主 要 成 效 体 现 在 六 个 ‘ 新 ’ 字 上 。
即，农牧业生产取得新进展，‘减羊增
牛’战略开局良好，现代化龙头企业建
成投产，‘锡林郭勒羊肉’荣获中国驰名
商标；农牧民收入实现新突破，2016 年
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3188 元，
增速居全区第 3 位；生态保护建设取得
新成效，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工作取得积
极 进 展 ； 脱 贫 攻 坚 开 创 新 局 面 ， 使
21382 人稳定脱贫；新农村新牧区建设
呈 现 新 面 貌 ， 农 村 牧 区 公 共 服 务 水 平
和 基 础 设 施 条 件 发 生 显 著 变 化 ； 农 村
牧 区 改 革 迈 出 新 步 伐 ， 土 地 确 权 颁
证 、 草 原 确 权 承 包 等 都 取 得 积 极 进
展。”

以玛吉格老人家为例，这 3 年多的时
间里，她家的变化也是很大的。老人的儿
子钢苏古尔带着记者看了他家新建的院
墙、棚圈和储草棚。他说：“由于基础设施
好了，家里每年的收入稳定在 20 万左右，
算是提前步入小康了。

如今，住在宽敞明亮的楼房里，玛
吉格老人养成了每天都收看新闻联播的
习惯。老人说，每次在电视里看到总书
记，她都仿佛来到了总书记身边，总感
觉还有千言万语向总书记倾诉。采访结
束时，老人用洁白的毛巾反复擦拭着与
总书记的合影，道出了最想对总书记说
出的心声：“锡林郭勒牧民时刻在想念
您，请您放心，草原牧民现在的日子过
得特别幸福！”

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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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第一届全运会赛马、马球竞赛大会在内蒙古开幕。图为入
场式上，马队通过主席台。

每天轻轻擦拭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慰问时的相片，是玛吉格老人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

玛吉格老人和老伴。

“做梦也不曾想，
在 80 多 岁 的 时 候 能
够见到总书记。这是
我一辈子最难忘的时
刻。”这是玛吉格额吉
逢 人 必 讲 的 一 句 话 。
老 人 说 ，她 时 刻 感 激
总书记给予内蒙古发
展 的 关 心 、牧 人 生 活
的关怀以及边疆少数
民族地区的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