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清的雅鲁河流过民族乡，民族乡里住着团
结的鄂伦春，一呀一片沃土一呀一片楼，经济发展
社会和谐唱也唱不完……”熟悉的旋律，自编的词
句，扎兰屯市南木鄂伦春民族乡老年舞蹈队，迎着
骄阳，精神饱满地翩翩起舞。

69岁的张梅，蒙古族，走路带风，说话嘎巴
脆，她满面春风地迎上来对记者说：“看看我们的
舞蹈队，这就是民族团结融合的典型代表，20多
人的队伍，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蒙古、汉、满族
都有。几十年来，我们十几个民族共同生活在这
里，和睦共处，相亲相爱。看看我们这些上了岁数
的人的精气神，幸福就写在我们的脸上！”

雅鲁河畔唱赞歌

扎兰屯市南木鄂伦春民族乡位于大兴安岭南
麓，是一个以鄂伦春族为主体，鄂温克、达斡尔、蒙
古、汉、满、锡伯族等11个民族聚居的少数民族
乡。它的发展历史，就是多民族融合共生、共同发
展的历史。

记者的采访，让人们忆起许多过往，也把民族
乡的发展、演变清晰地展现出来。

20世纪初，生活在格尼河上游毕拉河流域的
鄂伦春族，一个部落约60户、260人，为谋生存和
开展新猎区，逐渐移动到绰尔河、济沁河、阿木牛
河流域，即大兴安岭东麓浅山区游猎，这一带原始
森林开始有了人烟。1939年，伪满洲国强令居住
在黑龙江省讷河、龙江等县的达斡尔族和蒙古族
50多户约300余人迁到阿牛河中游（距南木20公
里）一带，设立村公所，受伪布特哈旗直接管辖，次
年，中东铁路在南木设南木临时车站。从此，身居
密林深处、几乎与世隔绝的鄂伦春人与居住在阿
木牛的达斡尔、蒙古族人开始有了交往。1948年
春，党和政府帮助这部分鄂伦春人下山定居，在阿
木牛河畔建立了努图克。1949年又动员他们与
达斡尔人一道迁至交通便利的滨洲铁路455公里
处定居，使他们第一次真正地过上了定居生活。
1956年撤消努图克，设立南木鄂伦春民族乡人民
政府。

1978年，张梅跟随工作调动的丈夫来到南木
鄂伦春民族乡，在这里的生活是从学吃柳蒿芽开
始的。让张梅记忆犹新的是，2009年9月6日迎
来鄂伦春民族乡定居60周年纪念日。“那天，国旗
队、会徽会标队、猎民村代表队和鄂伦春、鄂温克、
达斡尔、蒙古族等19支各行各业、各个民族人员
组成的代表队尽展风采，那才是民族团结和睦大
家庭的景象呢。”

“南木鄂伦春民族乡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离不开国家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乡
长白晓勇有些激动。在国家对人口较少民族发展
政策的扶持下，南木鄂伦春民族乡的各族群众团
结携手，建成了“全国环境优美乡镇”“全国生态乡
镇”，还在2014年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
体”荣誉。“我们是呼伦贝尔市14个民族乡中唯一
获评的乡镇。”白晓勇深感荣耀。

曾经，南木鄂伦春民族乡猎民村115户猎民
以打猎为生，2000年响应国家号召放下猎枪，弃
猎从耕。由于缺少生产技能，加上干旱少雨，全村
7500亩耕地一直是广种薄收，处于“十年九旱，靠
天吃饭”的无奈境地。

自2005年始，扎兰屯市利用扶持人口较少民
族发展资金，为该乡打水井，配备喷灌设备，猎民
村耕地全部成了水浇地。如今，喷灌设施遍布南
木乡5万多亩耕地，大豆亩产量提高到310斤，猎
民人均年收入过万元。

今年，6月 18日晚，南木鄂伦春民族乡首届
“鄂伦春·篝火节”盛大开幕。洋溢激情的“腾飞鄂
伦春”舞蹈拉开序幕，一首高亢的歌曲《站在草原
望北京》，唱出了民族乡各族群众的心声：瓦蓝蓝
的天上飞雄鹰，我在高岗眺望北京，侧耳倾听母亲
的声音，放眼欲穿崇山峻岭……

总有一双温暖的手

走进南木鄂伦春民族乡文体广电中心博物馆
办公楼，传来阵阵歌声琴声，由馆长白晓琴组建的
鄂伦春民间小乐团正在排演节目。

“全乡近1万6千多人，十几个民族聚居在一
起，民俗厚重，民风淳朴，‘三少’民族的狩猎文化、
萨满文化特色鲜明。我们的民间小乐团20人，由
5个民族组成，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传承、发扬民
间、民俗文化，把各民族和睦共处、和谐发展的美
好愿望展现出来。”白晓琴道出缘由。

白晓琴是鄂伦春族，也是南木鄂伦春民族乡
的“名人”，她的名气既出在能干上，也出在热心
上。她平时忙着博物馆的工作，还被抽调到民政
帮忙，又兼顾着小乐团。用同事的话说就是，样样
都能做出样儿来。她包扶哈拉苏双北村6个贫困
户，一年四季都有她的身影，送技术、送必需品，争
取贷款、联系办低保，她都是积极主动张罗。她还
曾自己掏钱修过路。记者问起来，她却说：“那没
啥，六七年前，乡里的小巷道还没全部硬化，我们
门前的一条道，雨天一脚泥，雨大漫进院，因为排
水的事，也容易造成邻里间的摩擦。我就自家掏
钱修建了砂石路，自己受益，大家受益。”

“要说我们乡的和谐和睦，我最有发言权。”62
岁的蒙古族阿姨韩美兰停下排练，主动过来攀谈。

她说，在她40岁那年，丈夫因病去世，把抚养
3个孩子和赡养婆婆的担子留给了她。“我虽然是
从通辽远嫁到这儿，无亲无故，但是遇到的同事、
领导和邻居都是好人哪。不然，我挺不到今天。”
韩美兰红着眼圈说：“1个月200多元的工资，供3
个孩子读书，还有日常开销，可想而知，全都是靠
邻里同事接济过来的。那时候，家家都不富裕，可
张口借钱，从没遇见过拒绝的。”

如今，3个女儿都已经工作，日子宽松了，她
就想着与乡亲们和和美美过生活，也尽自己的一
点儿力帮助有需要的人。

正在侍弄自家院子的杜彩玲，看到记者进门，
热情地迎了过来。她今年58岁，是汉族，也是土
生土长的南木人。2007年夏季，她上山采蘑菇，
不幸被毒性强的乌梢蛇咬到右手虎口，当时就肿
胀起来，赶着马车下山回到家时，已经肿到了腋
下。等送到同乡的吴景胜家时，已经陷入昏迷。
吴景胜用祖传方法为其治疗了1周时间，把她从
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吴老弟不但救了我的命，看
我家里困难，都没要我一分钱。”

其实，吴景胜的专业是美术，现任南木鄂伦春
民族乡广电中心副主任。他家是鄂伦春族，祖传
蛇医，在他21岁那年，父亲将医术传给了他。治
病救人在他看来就是使命，至今已救治 400 多
人。他说：“找到我这儿的都是命悬一线的人，有
钱没钱都得治病优先。乡里乡亲的，没钱的我还
免费送药呢。”

吴景胜告诉记者，他不仅把医术传给了儿子，
也传给了女儿，打破了传儿不传女的传统，为的就
是多救治病人，让这门医术传承下去。

20多平米的“兴祥杂货店”，就是陈淑华一家
赖以谋生的依靠。今年已63岁的她自叹命苦，几
年前儿子突发疾病，生活不能自理，偏偏老伴儿又
摔伤了腿成了残疾。儿媳妇带着 2个尚小的孩
子，没法儿出去打工，一家人的生计全凭杂货店的
生意来维持。但是，她又说自己是幸运的，左邻右
舍、街道干部，都在关心帮助她们一家。“冬天下了
雪，我家门口都是干净的。只要邻居打扫自家，就
连带打扫我们家，都不用我去求。”小到家里家外
的体力活，大到治病所需费用，啥时候求助，都有
温暖的手伸过来。“我们南木乡就是一个温暖的大
家庭。”陈淑华感慨地说。

【记者手记】

一直陪同采访的南木鄂伦春民族乡政府宣传
干事王辉，2013年考录公务员，从海拉尔来到了这
里。地处偏僻、人烟稀少的南木乡，远比不上海拉
尔的繁华热闹，而年轻的王辉却义无反顾地爱上
了这里。她对记者说，我迷恋这里的山青水秀和
厚重的民俗文化，更喜欢这里各族人民的淳朴、真
诚、热情，这里让我有亲近感和归属感。

团结互助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在南木鄂
伦春民族乡的采访，让记者看到、听到许多各个民
族之间团结友爱的感人故事，它们并不惊天动地，
却温暖如春。

6月的扎赉特旗音德尔镇鲜光嘎查，成
片的水稻田满目葱绿，清风掠过，阵阵稻香沁
人心脾。

扎赉特旗因粮食产量逐年递增而声名远
扬，成为全国产粮大县。如果说，这个“塞外
粮仓”华美桂冠上的一颗明珠，是产自鲜光嘎
查的“绰勒银珠”品牌，那么，培植这颗明珠的
有心人，就是扎赉特旗绰勒银珠水稻专业合
作社社长、扎赉特旗绰勒银珠米业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朴成奎。

他荣获了旗级劳动模范、优秀示范户标
兵、产业化带头人、全国种粮大户、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荣誉。这是他一手搞试
种、创品牌，一手拉着乡亲们共同致富的佐
证。

共同致富才算富

“不论是种大豆还是种水稻，他田里的产
量总是比别人高得多。”说起朴成奎的本事，
音德尔镇兴华嘎查的王京顺只有一个字：

“服”。
今年50出头的朴成奎，是一个地地道道

的朝鲜族农民，2005年以前从事种地和农资
经营，靠着一辆小货车到城里帮农民代买农
资，挣点儿“对缝钱”。几年下来，他用辛苦攒
下的一点积蓄开起了农资商店。乡里乡亲都
知道他是个热心人，从苦日子走过来的朴成
奎深知艰难困苦之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有
人伸出援助之手。每年春耕时，为了帮助贫
困户及时种上地，他都会把种子化肥赊给他
们。粗略估算，每年赊出的农资近100余万
元，这些钱，几乎占去了朴成奎一大半的本
钱。记者问他图的是啥，他憨笑着说，只是希
望尽自己微薄之力帮助乡亲。

传统的种地模式科技含量低，春种秋收，
常常是丰年有收入，歉年难保本。而朴成奎
赊给农民种子、化肥只是暂时解决困难，治标
不治本。他明白了，只靠热心并不能帮助大
家脱贫致富，因此，自2005年国家科技入户
工程实施以来，他主动申请争当科技示范户，
积极参加培训，采纳先进的农业适用技术，第
一个带头使用大豆新品种东农46、应用大豆
垄三新技术，按专家开方实行测土配方施肥，
当年10亩大豆平均亩产超200公斤。同时
结合绰勒地区水稻品种“多乱杂”问题，在自
己水稻田里进行品种对比试验，试验品种6
个，优中选优，为进一步扩大示范打基础。

朴成奎尝到了科学种田的甜头，更感受
到农民对科技知识需求的迫切心情。他动用
经营农资积累的资金，开办起“神农米业”加
工厂，之后又在此基础上投资50万元注册成
立了“扎赉特旗绰勒银珠米业有限公司”。当
年，他个人收入首先实现了2位数增长，纯收
入达16万元。他所辅射带动的20户农民均
实现了粮食增产、收入增加。

鲜光嘎查蒙古族居多，还有汉族、满族等
其它民族的乡亲，朴成奎总是一句话：“炎黄
子孙都是一家人。”他不仅主动将先进的技术
推广给周围各民族乡亲，还带领周边农户和
他一起发展。农民张友是蒙古族，朴成奎主
动指导他使用大豆垄三技术，使他家的15亩
大豆平均亩产达228公斤，获得扎赉特旗大
豆高产竞赛二等奖。

小成就没有让朴成奎满足，反倒让他认
识到了知识的匮乏。他带着儿子一起到东北
农大职业技术学院学习了3个月，回来后又
自费率领他带动的农户前往哈尔滨五常、齐
齐哈尔、长春等地参加新品种成功鉴定会，观
摩黑龙江农垦学院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建
设，眼界大开。

在旗农业局的大力支持下，2010 年 1
月，朴成奎牵头成立了“扎赉特旗银珠水稻专
业合作社”，动员67户农民入社，有机绿色生
产基地种植总面积为2345亩。当年，朴成奎
还筹资400万元建厂，安装了日产60吨数字
化一体精米加工生产线。如今，合作社已带
动216户种植户，绿色优质水稻种植面积达
到了2万多亩，产量达到1000万公斤。

让银珠米香飘四海

记者见到朴成奎时，他正在水稻田里放
水，同村的农民革命喊他：“我刚续完水，你咋
又放呢？”他回喊：“你放的量大了，必须按照
标准来，多几厘米也不行。”那股严苛劲儿尽
显无遗。

扎赉特旗水稻栽培历史悠久，朴成奎所
在的绰勒地区，是水稻种植主产区，因处于绰
尔河下游的灌区，水质纯净，富含微量元素，
土壤肥沃，生态环境天然优良，出产的稻米有
着良好的口感。朴成奎多次自费参加绿色农
业博览会，到“五常”大米产地进行调研。当
发现那些地区的土质、水资源和气候等环境
远不如绰勒地区，却能打响品牌而令大米畅
销全国，他和同伴意识到，自己是手捧着金碗
找饭吃。

说起当时的情景，朴成奎依然感慨：“我
去参加农博会，咱这大米摆在那都没人问，可
是黑龙江的‘五常’大米就是那么一包装，再
贴个商标，那价钱就是咱的好几倍。我感觉
到这商标和品牌太重要了，回来就开始运作
注册商标的事。”2008年，朴成奎用绰勒神农
米业加工厂注册了“绰勒银珠”商标，开始带
领10家农户在他承包的500亩稻田中按绿
色有机水稻标准实施种植。在农业科技人员
的指导下，生产绿色水稻52万斤，每斤增收
0.2元，每亩增收240元；生产有机水稻5.6万
斤，每斤增收1.4元，每亩增收970元，每亩增
收335元。由此，朴成奎带领农民，由试验示
范走上粮食产量和品质并进的绿色有机品牌
标准化生产之路。农户通过种植绿色有机水
稻得到了实惠，影响了十里八村的乡亲，他们
都自愿把土地以参股方式和朴成奎共同种植
绿色有机水稻。

最让朴成奎引以自豪的就是稻鱼共育。
“合作社成立后，总想着如何创出自己的品
牌。我2010年开始带头在自己的30亩稻田
里尝试养鱼，如果稻田里能养活鱼，那就说明
这块稻田肯定是纯天然无污染的。而且，鱼
在水里游动能增加土壤肥力，促进水稻根系
生长，是一种科学的纯天然绿色环保种植模
式。”朴成奎说。

经过2年的实践，朴成奎成功探索出一
套“千斤稻百斤鱼”的稻田养鱼模式，水稻和
鱼的产量、品质均得到提升，为农户增加收入
20%以上。合作社的种植户纷纷看好“一地
双收、一水两用”的种养植模式，“绰勒银珠”
水稻生产基地的稻鱼共育面积逐年增加，到
2017年达到了700亩，有机稻平均每亩单产
500公斤，鱼30公斤以上。

经过多年的努力付出，朴成奎研发出自
己专有的水稻品种“银珠”系列，培育出自治
区著名商标“绰勒银珠”品牌。“绰勒银珠”产
品以“一家煮饭十家香，十家煮饭香满庄”的
口碑，赢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成功打入北
京、山东、四川、安徽、广东、黑龙江等地市
场。“绰勒银珠”大米先后荣获第九届中国国
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中国具有影响力合作
社产品品牌、世界农业博览会金奖。

让朴成奎津津乐道的是，2013年他带着
1900斤有机大米和新研发的60斤“北方金
稻”，参加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获得金奖，不仅带去的有机大米销售一空，

“北方金稻”还卖出了每斤80元的高端价格。
从事稻米经营、生产加工再到创办品牌

至今十几年时间，“绰勒银珠”在创办人朴成
奎的精心呵护下，从一个扎赉特旗本土品牌
一步步走向了国内高端市场，成为了我国农
产品交易会上的宠儿，银珠米香飘四海。

【记者手记】

朴成奎皮肤黝黑、双手粗糙、步履生风，
身上透着一股精明能干又朴实憨厚的劲儿。

他由一名普通的农民，自学成才，探索出
一条科技+基地+品牌+合作社的生产模式，
成功探索出“千斤稻谷百斤鱼”的稻田养鱼模
式，并自主选育出优良品种——北方金稻 1
号，带领各族乡亲走上一条绿色致富路。

外省的一个公司特聘他做水稻种植技术
顾问，年薪百万，却被他拒绝了。问起缘由，
他说：“我现在是发家致富了，不愁吃喝，也可
以不用太操劳，可是还有那么多乡亲们，眼瞅
着需要帮助带动呢，我的心放不下。”

他伸出粗糙、干裂的双手，笑着问：“这像
董事长的手吗？就是农民的手，我就是个操
心的命。”可记者的理解是，他是农民，却是个
有进取心、有钻研精神、有责任心、有大爱的
农民。

他还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农民！朴成奎
告诉记者，他的心思就是要依托家乡的资源
优势，带领家乡人民打造中国绿色有机高端
大米生产基地，建设中国北方绿色有机第一
金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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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成奎（右）与
王京顺在育苗棚里
交流。

鲜光嘎查村民正在水稻田里作业鲜光嘎查村民正在水稻田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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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貌一角。

（本版图片
由本报记者怀特
乌勒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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