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克尔扎布家的客人

乌兰哈达火山群，吸引了无数外地
游客，也让丁克尔扎布对生活有了新的
憧憬。

丁克尔扎布是土生土长的阿达日嘎
嘎查庙沟浩特牧民，十几岁时失去双亲，
初中毕业后便回家放牧。1993 年，丁克
尔扎布成家了。可父母留给他的，只有
11 只羊和 5 头牛。丁克尔扎布和妻子没
有向命运低头，他们一边饲养牲畜，一边
卖羊，努力改变艰难的生活处境，但也只
能勉强糊口。

2006 年，借助靠近 208 国道和乌科
公路的交通优势，以及火山群的自然优
势，丁克尔扎布经营起了牧家游。原汁原
味的牧家生活、绿色健康的蒙古族美食、
苍茫辽阔的草原风情，特别是著名的北炼
丹炉火山等火山遗址，让这个名不见经传
的嘎查很快就火了起来。

游客们大多来自附近的北京、河北、
山西等地，也不乏广州、香港等遥远的南
方城市。纷至沓来的游人，为牧民带来了
可观的经济收益，也带走了火山草原的良
好口碑：“那里民风淳朴，老乡热情。生态
好、草场好，夏季凉爽，太适合避暑休闲
了！”

“游客多时，我一天接待过 100 多人，
不少都是回头客。”丁克尔扎布说，许多到
访过的游客对这里念念不忘，曾经连续几
次带着全家老小或者朋友光顾庙沟，在火
山下扎帐篷宿营，看原生态景观、体验原
生态文化，“当一天蒙古人”。

2015 年，丁克尔扎布家接待了 3000
多名游客，给这个家庭带来约 12 万元的
收入。开上了小轿车的丁克尔扎布，尝到
了旅游业的甜头，自己又花 12 万元扩建
了牧家游接待点。

养羊成了庙沟浩特的副业

庙沟浩特是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少
数民族村落。浩特常住人口有 12 户、26
人。

庙沟浩特过去属于阿力乌素嘎查。
当年，3000 多名巴尔虎蒙古族被清朝编
入察哈尔八旗，每旗两个苏木，阿力乌素
就是当年被编入察哈尔正黄旗十二苏木
的巴尔虎人驻牧的浩特。蒙语中，“乌素”
是水，“阿力”是后，由此可知，这是溪水后
面的一个村庄。有水有草有地，便是蒙汉
民族理想的聚居地。

庙沟浩特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每年
五月初九举行的“祭天”仪式，是乌兰察布
地区唯一保留下来的萨满教传统仪式，活
动延续至今已有 300 年历史。传统的察
哈尔民族服饰、民俗文化、饮食文化、手工
艺也一直传承至今，是乌兰察布地区具有
浓郁民族特色和较高文化保护价值的浩
特。然而，多年来，以肉羊养殖为主的庙
沟浩特牧民，生活并不算富裕。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又有火山
草原自然风光，这不是发展旅游业的绝佳
条件吗？庙沟浩特及时调整了养殖业结
构，用“自养的肉羊、自做的奶食、传统的
做法”包装出丰盛的察哈尔美食，推动养
殖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

“从前把羊都卖给了羊贩子，价格比
较被动。现在我养 200 多只羊，基本上都
用在牧家游了，游客们吃得放心，我自己
也能掌控价格。”丁克尔扎布介绍说，游客
们喜欢购买一些肉类和奶食，这让他对自
己的产品很是得意。

政府对庙沟浩特的发展给予了大力
支持。近年来，察右后旗人民政府通过乌
兰察布市民委保护与发展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项目，累计投资 470 多万元，在庙沟
浩特建设特色村寨房屋 10 户、每户 120
平方米，蒙古包 20 座。自 2009 年起，察
右后旗民族宗教事务局对庙沟浩特进行
了整体规划。这一切努力终于见到了成
效，2017 年，庙沟浩特荣获“全国第三批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荣誉称号。

旅 游 业 发 展 ，离 不 开 文 化 的 支 撑 。
2014 年，庙沟浩特挖掘 300 年村落文化
资源，结合“两委”阵地建设，兴建了 300
平米的民俗文化馆，集中展示了阿力乌素
村落的历史脉络、宗教信仰、民俗风情、饮
食文化，推动旅游与文化融合发展。

如今，从京、津、冀、晋等周边省市来
庙沟浩特旅游观光的游客越来越多。庙
沟浩特的 12 户常住居民中，有 8 户牧民
开起了牧家游，其余 4 户则为牧家游打工
或制作食品，养羊倒成了副业。浩特牧家
游年接待游客达到 4.5 万人，人均纯收入
在 1.1 万左右。以牧事项目和体验民俗风
情为主要特色的“察哈尔蒙古族庙沟浩
特”，成了知名旅游品牌。

贫困户的羊卖出了好价钱

餐饮接待能力具备了，游客“游”“玩”
“吃 ”的问题解决了。但如何满足游客
“住”“娱”“购”需求，成为牧家游下一步发
展的现实难题。与此同时，如何带领嘎查
的 14 户贫困户脱贫致富，始终萦绕在嘎
查“两委”干部心头。

为此，阿达日嘎嘎查积极规划建设庙
沟浩特牧家游接待中心，采用“集体经
济+贫困户”模式，让贫困人口在参与发
展壮大集体经济中，通过“资金入股、草场
流转、牛羊销售、劳动就业”等方式增收致
富。

在庙沟浩特不远处，施工车辆来回穿
梭。用不了多久，庙沟浩特牧家游接待中
心规划建设的 30 座蒙古包，就将在这里
拔地而起。丁克尔扎布介绍说，中心建成
后由阿达日嘎嘎查两委管理，通过丰富旅
游内容、完善接待功能，构建起“游、玩、
吃、住、购、娱”六位一体旅游服务体系，打
造火山草原上的特色村寨。届时，集体经
济收入按 2：3：5 的比例进行分配，即当地
牧民占 20%，嘎查集体经济占 30%，精准
脱贫户占 50%。初步测算，嘎查贫困户户
均月收入 3000 元，年增收 1.2 万多元。

嘎查采用“养殖+旅游+就业”模式，
引领贫困人口通过“产业+就业”脱贫，让
牧民就地就业，实现增收致富。全嘎查境
内的 12 家牧家游接待点与贫困户形成一
对一的带动帮扶机制，优先购买贫困户的
肉羊、肉牛、奶食品等，同比市场价高出
1-2 元，保证了贫困户产品的销路，实现
了当地特色产品“做优卖贵”的目的，贫困
户 每 只 羊 可 增 加 收 入 150-200 元 。 同
时，鼓励贫困户养殖旅游马和观赏羊，年
收入可增加 6000 元。

1 年前，阿达日嘎嘎查牧民呼格吉拉
图还仅靠 30 多只羊为生，日子过得挺艰
难。现在，他却摇身一变，成了牧户老
板。“嘎查给我安排了护林员的工作，还扶
持我办起了牧家游，今年脱贫肯定没问
题。”正在蒙古包里忙活的呼格吉拉图，对
实现全面小康信心十足。

【记者手记】

黝黑的面庞、结实的身板、憨厚的笑
容，采访中，丁克尔扎布话不多，但脸上一
直洋溢着过上幸福生活的喜悦之情。是
党的好政策和各级干部的倾力帮扶，让丁
克尔扎布办起了牧家游接待点，成为旅游
致富带头人，带动庙沟浩特的牧民们过上
了好日子。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千方
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
会发展，是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庙
沟浩特在自然风貌、文化传统等方面富有
特色，极具发展潜力。当地政府正是看到
这一点，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发展民族
特色产业有机结合，把少数民族群众的力
量凝聚到增收致富奔小康上来，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这也充分说明，发展是解决民
族地区各种问题的钥匙。发挥民族地区
的特殊优势，不断释放发展潜力、增强自
我发展能力，才能确保民族地区如期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谱写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的崭新篇章。

草原小村迎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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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形态完整的火山锥、蜿蜒的熔岩流、精巧的堰塞
湖、无垠的内蒙古大草原组成的景观群，配合高原特有的
阳光、蓝天、白云、绿草，于旷远中见雄奇⋯⋯”《中国国家
地理》这样描述神奇瑰丽的乌兰哈达火山群。中国少数
民族特色村寨——察右后旗乌兰哈达苏木阿达日嘎嘎
查，就坐落在火山脚下。 满达社区故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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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右旗人少，全旗只有 2 万多人。巴丹吉
林镇满达社区的人口占到了全旗总人口的 1/5。在
这里，各族邻里之间、军民之间情谊深厚、如鱼似水，
在大漠深处书写了一篇篇和谐团结的美好故事。

邻里和谐亲如一家

又到周四，巴丹吉林镇满达社区居委会里飘出
高亢悠扬的长调声。

那是 20 多名社区居民正在开展长调奈尔活
动。社区的长调奈尔会在每周二和周四定期举行，
参加的人总数达到 200 多人。

70 多岁的嘎尔吉德玛是长调奈尔的常客，她
很少缺席，除了今年 5 月那次因为摔伤而下不了楼
的半个多月。

嘎尔吉德玛住在 2 楼，“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
下楼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摔倒了。”她回忆说，自己从
楼梯上往下滚了七八级台阶。

当时，正巧她的女儿敖云格日乐去盟里办事，
家里就嘎尔吉德玛 1 个人。挣扎着回到家中，一头
倒在床上，嘎尔吉德玛就起不来了。

“浑身没有一个地方不疼。”嘎尔吉德玛说，“我
就想啊，姑娘也不在，这下饭也吃不上了。”事后诊
断发现，当时嘎尔吉德玛身上多处软组织受伤。

她的担心很快就被证明是多余的，因为邻居许
桂英串门来了。“我有 1 天多没见到嘎尔吉德玛，所
以就来她家串串门。”许桂英这一串门，发现嘎尔吉
德玛居然摔伤了，于是，就主动承担起照顾嘎尔吉
德玛的事情。

“其实我也没干什么，就是给她送个饭，帮忙擦
擦身。还有很多邻居都来帮忙呢。”许桂英说。听
到嘎尔吉德玛摔伤的消息，好多邻居都来了。

“有敖登格日乐、敖云等等，很多人呢，”嘎尔吉
德玛回忆说。在大家的照顾下，她渐渐好了起来。
等女儿敖云格日乐七八天之后获知消息赶回家，嘎
尔吉德玛已经快能下地了。

“当时额吉和大家都瞒着我，怕我担心。幸亏
有这么多好邻居，不然事情可能会很糟糕。”敖云格
日乐说，社区里邻居们相处融洽，一家有事，大家都
会主动帮忙。

其实，嘎尔吉德玛也是个热心人。邻居有不少
都是老人，难免遇到一些自己解决不了的事，大家
都习惯来嘎尔吉德玛家寻求帮助。

“只要有人来找，我妈就催我赶紧去帮忙。有
时候赶上吃饭时间，她都不让我把饭吃完，好像那
样就来不及一样。”敖云格日乐说，在她母亲眼里，
邻居家的事比自家的事重要。

今年上半年，通过社区居民投票选举，嘎尔吉
德玛和额日登扣、帕拉玛曹等 5 人当选社区 2017
年民族团结模范。但他们认为，社区每个人都为民
族团结出过力，社区的和谐离不开每一个人。

帕拉玛曹就觉得，陶玉凤比她更应该获得这个
模范称号。“陶玉凤是汉族，可是她的蒙语说得很
好。我们社区有不少居民来自牧区，不太会说汉语，
陶玉凤就是大家的义务翻译员。”帕拉玛曹说。

陶玉凤却认为，这再普通不过了。“大家都是邻
居，偶尔交流上有困难，我这点语言优势能让沟通
更方便，社区更和谐，感觉自己有用处，心情也就更
好了。”陶玉凤说。

社区党支部书记周春兰介绍，满达社区的 5000
多名居民，有蒙、汉、回、满、裕固、土家等 6 个民族，
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平时连小矛盾都很少。

“我们社区很注重用文化建设引领和促进和谐
社区建设。”周春兰说，除了长调奈尔，社区的书画
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参与人数超过了 50 人。

退伍军人潘发喜和儿子相依为命。可是自从
儿子去外地上大学和攻读硕士研究生以后，独自在
家的他感到十分苦闷。这时，社区老年书画协会吸
引了他。

加入书画协会以后，潘发喜变了，不但经常参
加书画协会的活动，还跳上了广场舞，唱起了歌儿，
社区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也都有他的身影。潘发

喜说：“通过书法，我认识了很多人，和邻居的来往
多了，感情也深了。”

如今，满达社区里有了晨练队、秧歌队、健身操
表演队和歌声嘹亮百人合唱团等多个文艺团体。
社区还自办了“居民之声”讲堂，不但有以民族团结
教育为主题的平安稳定讲堂，还有宣讲党的理论和
路线方针政策的党建理论讲堂等等，内容十分丰
富。

2014 年，满达社区获得了由民政部颁发的全
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称号，这让社区居民十分
兴奋。周春兰说，社区居民都很珍惜这个荣誉，现
在的满达社区比以往更和谐，大家也更团结。

军民团结鱼水情深

距离满达社区不远，是驻阿拉善右旗某部队的
营地。这里的每一名官兵，对满达社区都有着不一
般的感情。

今年 6 月初，阿拉善右旗突降暴雨，满达社区
有一部分老旧小区的平房处于凹地，被雨水倒灌。

周春兰得知情况后，迅速趟水赶往现场。“当时
水已经流进了屋内，虽然没有人员受困，但是财产
损失眼看是不可避免了。”周春兰说。

就在她准备出去寻求帮助时，突然 1 辆军车开
了过来，她赶紧伸手拦车。

车上跳下来几名官兵，问清楚情况后马上赶到
进水住户家中，帮忙往出排水。由于救援及时，居
民们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事后，周春兰才知道，当时官兵们正要去执行
任务，了解情况后，就临时决定先帮助居民。

官兵们心里装着社区居民，社区居民也把官兵
挂在心头。对这支部队的官兵来说，2016 年的冬
天与从前不一样，这份不一样来自于脚下的温暖和
驻地的温暖。

脚下的温暖来自于满达社区居民的礼物——鞋
垫。所有鞋垫都由社区居民手工缝制，鞋垫上面还
绣着“走向成功”4 个字。“这 4 个字凝聚着大家对官
兵们的美好祝愿。”周春兰说，据她所知，不少官兵都
很珍惜这双鞋垫，一直珍藏着，根本不舍得用。

驻地的温暖来自于营区接通了旗所在地巴丹
吉林镇的供暖网络。阿拉善右旗冬季的气温经常
在-20℃ 以下。过去，该部队营区冬季供暖都靠自
烧锅炉来解决，不但成本高，而且需要专门安排战
士值班，温度也难以保证。

2016 年，社区工作人员在部队和当地政府之
间牵线搭桥，协调关系，帮助部队接入了当地供暖
网络。那个冬天，温暖被送到了部队营区的每一个
房间。

满达社区和部队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双方不
但共同组队参加了巴丹吉林沙漠文化旅游节的“夺
宝奇兵”活动，还一起组织开展消夏文艺活动。在
满达社区居委会，由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民政
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的“爱国拥军模
范单位”牌匾，无声讲述着当地军民鱼水情深、胜似
亲人的故事。

【记者手记】

在满达社区居委会，有一面笑脸墙。墙上挂着
社区居民提供的照片，有孩子的，有老人的；有全家
福，也有自拍照。100 多张照片，近千个笑脸。透过
这一张张笑脸，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和谐的社区，团
结友爱的种子也在这一张张笑脸背后长成了参天
大树。

2016 年，阿拉善右旗被国家民委命名为“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民族团结说到底还
是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在满达社区，团结不是宏观
而抽象的概念，而是一户户居民之间、居民与部队
之间一件件温暖的小事。恰恰是这些小事，让各族
干部群众手拉手、心连心，增进感情，加深了解，手
足相亲，守望相助。也正是这一件件小事，融汇成
了祖国北疆民族团结的亮丽风景线。

社区工作人员为老人介绍民族政策

。

本报记者

王鹏

摄

社区居民王开荣

（右二

）正在社区活动室挥毫泼

墨

。

本报记者

王鹏

摄传统的民族文化极具特色传统的民族文化极具特色，，引人入胜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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