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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占义

库布其是我的家乡。在我情感的词典里，库布其这三个
字，如一坛老酒、一把铜锁和一袭烟岚。老酒醇厚，
带着往事的温度与生命的原酿，让人回味无穷，也
积蕴着前行的力量；铜锁尘封，人生的许多不易和
曲折，许多难言和不言的历练，渐渐都在心底囤积，
成为一种人生的厚度和生命的滋养；烟岚如画，在
以梦为马的日子里，我始终肩负着对家乡的精神史
回望与抒写的使命。库布其的一草一木的荣枯，一
沙一水的浮沉，一点一滴变化，都是揪着我神经的
线，而我就是那一枚飘荡在故乡上空的风筝。不管
是退休后的文学创作，还是在新闻工作的岗位上，
我都始终关注着库布其的发展，思考、记录、解读着
它精神史的点滴光斑。

库布其精神抒写是我的乡恋情思和创作灵感
涌动的源泉。迄今为止，我已经创作完成了两部关
于库布其精神史的报告文学作品——《大漠流金：
库布其精准扶贫纪实》《沙漠守望者：库布其脱贫振
兴之路》。除此之外，计划中的大散文集《库布其的
眼神》已经做好前期准备工作，进入了主创阶段。
回望这几年创作历程，库布其精神意志鼓舞着我，
激励着我，不断书写库布其沙海变绿洲的非凡壮
举，书写库布其人民勇于开拓的奋斗精神和不断进
取的创新精神。

库布其的精神史是它厚重的历史积蕴并延续
至今的文化史。回眸历史的深处，在萨拉乌苏发现
7-14万年前的河套人，已经为河套平原大文化圈
提供了真实的佐证。由于库布其毗邻黄河，又是商
周时朔方属地，秦朝以来的河南地，汉代的五原郡
属地，独特的黄河文化，形貌多样复杂，底蕴厚重。
自商周而下，因战争、戍边和垦荒等因素，大量中原
内地平民，被各个历史时期的朝廷征调至阴山南北
屯垦戍边，演绎了民族碰撞与交融的熠熠史迹。近
代以来，晋陕豫鲁冀等地大量移民到河套地区垦荒
种粮，形成了独特的“走西口文化”。库布其民歌有

“二揽麻绳捆铺盖，遭了年景走杭盖”。这些满载着
中华文明印记的文化现象，为库布其的精神发育和
演进提供极为深厚的土壤。库布其人在这里生息
繁衍，在这里奋斗创造，在这里归寂掩埋，与沙土挣
扎，同沙土奋斗，人与沙相伴一生，一代代传承下
来，铸就了骨血里的钢筋铁骨，心念里的坚韧倔强，
眼神里的温厚深沉，言行谈中的吃苦耐劳。无法形
容库布其人的深怀秉性，他们如大地一般的宽厚淳
朴，如沙漠一样的辽阔浩荡，如民歌一般苦情热烈，
如太阳一样豁达明亮。生在库布其的文化血脉里，
如沙柳柠条般强韧不屈；长在库布其的文化气场里，如黄河般
百折不改。命址归于沙土，心志归于沙土，悲酸忧乐归于沙土
而不改奋进气象。所有的艰辛疼痛如沙漠骆驼般无言背负，
所有的远方足迹如大漠驼铃般令人心旌摇荡。咽喉里锁着沙

的苦涩，手心里却捧着心的热恋。这，就是我眷恋一生的库布
其，这，就是我矢志抒写不倦的库布其。

库布其的精神史是与沙漠抗争中而形成的治沙史。上
世纪五十年代，库布其人在党中央“绿化祖国”的号召下就已

经开始了治沙行动。上世纪六十年代，库布其就
成立了林场、治沙站十几处绿化治沙的基层单
位。1975年始，杭锦旗每年要完成23万亩的绿化
治沙任务。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村民高树林
的带动下，达拉特旗中和西镇官井村 30多年来种
出了 19.2 万亩林地约 1500 万棵树。库布其人一
直奋战在抗沙治沙的征途中。1997 年至 1999
年，库布其沙漠第一条穿沙公路建成通车，治沙伟
业出现了历史的拐点。这条集全旗之力建成的锡
乌公路，为库布其治沙绿化和脱贫致富带来新的
变革和新的起点。公路贯通，如一根气血通畅的
大动脉，为库布其沙漠运力和效率提升，发轫了新
的纪元，为库布其生态嬗变提供了可能，也发育了
库布其的“穿沙精神”。

穿沙精神内涵就是无私忘我、吃苦耐劳、不屈
不挠、敢为人先、解放思想、艰苦奋斗。这种精神
一直贮存于库布其人的宿命血脉里，也深刻印记
于中华文明史血液之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集中体现和鲜明表达。

库布其的精神史还是在治沙脱贫过程中发育
出来的生态史。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库布其人
首创将治沙与脱贫结合起来，走出一条治沙与治
穷同步奋进、植绿与生态保护相携并举的“库布其
模式”。在 30多年的治沙脱贫探索中，亿利资源
集团在政府与群众的支持下，创造了由 1棵树到
播下 6460平方公里沙漠绿洲的人间奇迹，也凝结
成了“守望相助、百折不挠、科学创新、绿富同兴”
的“库布其精神”，涌现了陈布宁、高毛虎、敖特更
花等一大批无私奉献的治沙英雄。

走上世界治沙舞台的库布其亿利资源集团，
依然以库布其人的治沙精神为世界沙漠播绿，为
环境恶劣地区治穷。他们为全球荒漠化治理贡献
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为全人类战胜荒漠化消灭
贫困立志造福。用库布其生态环境之变和生活富
裕之变，向世界展示了沙漠不是人类的天敌而是
人类的走向富裕的资源。沙海的锁阳、沙柳、梭梭
草、柠条，红柳等数千种植物都是人类生存发展的
宝贵财富。沙漠里的光伏蓝海和风电桅杆，是人
类顺应大自然、以科技力量成就减排重任的成功
范例。

沙漠让库布其人增长了智慧，也激发了创造
精神。在我的生命里，库布其翻天覆地的嬗变，缔
结了我的心声和情思，也辉映了我以故乡为荣的

自豪感。在库布其精神史演进过程中，我看到了故乡的眼神
由灰暗变闪光，由失望变希望，由自卑变自强。库布其精神，
必将更加厚重丰富，更加生动进步，为创造人类的和平幸福，
贡献出深厚的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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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波

又是一年春草绿，千层绿色耀眼浓。春光亲手暖化了黄
河冰凌，深情唤回了南飞的百鸟。临河城的春色，斑斓而耀
眼，攒足了无限生机。

临河城端居于“一带一路”节点，沐育着黄河的恩泽而生
息于大河湾头，尽揽“黄河九曲，唯富一套”的资源禀赋，劳作
于北纬四十度黄金种植带上，山灵水秀，绿植如云，气温和煦，
负氧浓郁。漫步城区，街道多彩的花木和密集的鸟啼，谱写着
城市的谐韵，鼎新着人们的生活。城区不大，交通便利，陆空
皆通，城乡携手。远瞻城貌，轮廓精致，方圆体丰，高楼低宇，
错落栉比。阳光温煦而不艳丽，通透而不柔媚。整座城市袒
露在阳光下，无一处不敞亮，无一处不开阔。而广袤的河套平
原，静静地环拱在它的周遭，簇拥着它的明丽。

临河城是一座记录着中华文明史古朴风貌的城市。在巴
彦淖尔博物馆盛放着众多的恐龙化石，以及阴山岩画和农耕
文明的遗迹。在河套文化博物院陈列着恐龙时代、河套史前
文明、阴山岩画、青铜春秋、长城遗迹等两千多个藏品，集中展
示了河套文化的萌生、演进和勃兴的历史脉络，也反映了中华
文明史的古朴风貌和历史进程。在巴彦淖尔自然博物馆，藏
有地质遗迹和古生物化石、地球生命演化和巴彦淖尔矿藏标
本，为河套文化的衍生发展提供了自然演进的有力佐证。

临河是一座在《水经注》里有明确记载的城市，始建于汉
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文载：“河水又东迳临河县故
城北，汉武帝元朔三年，封代恭王子刘贤为侯国，王莽之监河
也。”文中临河县故城，即今巴彦淖尔临河区东北古城乡高油
坊古城，为代恭王刘登之子刘贤的侯邑，王莽时期称为监河。
悠悠两千年沧桑变迁，临河已经成为黄河岸边一座规模较大、
涌动着现代化气息的地级城市。它处于呼包银兰经济带的中
心位置，河套灌域腹地，冠享“塞上粮仓”的熠熠盛名。

临河是一座山水相依的城市。在春色撩人的时光
里，临河黄河国家湿地公园悄然迎来了美丽的白衣仙
子的回归。黄河与阴山，像一对亲密的伴侣，共同滋养

着这一方福壤。在黄河岸边，温驯优雅的斑嘴鹈鹕、白琵鹭、
大天鹅舒展开新羽大氅，怀着生命之恋叽咕喁唤，撩水登波，
抒发着回归故土的喜悦之情。白枕鹤、灰鹤、蓑羽鹤等，徜徉
水岸滩涂，品尝虾蟹鳅鱼的美味，在缎子面的黄河上挥洒自己
的舞技，在夕阳与晨曦中，勾勒“大漠孤烟直”的视野与诗意。
在苍茫的阴山下，玉带海雕、苍鹰、雀鹰、红隼、灰背隼、红脚
隼、鵰鸮这些猛禽也不甘寂寞，展开翅膀，循迹而来。河水温
润如玉，碧波轻漾如粼。近五千公顷的湿地为它们提供了丰
富而广阔的生态环境。绿植品种繁多而生意葱茏，阔叶林、灌
丛、草丛等多种类型植被混生杂居。芦苇、香蒲等湿地植物延
伸滨岸、湖岛之上，沿河两岸人工林和沼泽植被如长龙伏地、
绿云蔽空。游鱼是少不了的，清波微漾中，时不时见红、白、
灰、银等各色鱼类潜流竞技，冒头走秀。农田也是少不了的，
作物主要是葵花和玉米。河岸游廊，雕塑星布，嵌于绿草林地
之间。一处耕犁雕塑，一张高大的耕犁凌空跨过，犁铧深入土
中，犁杖等部位刻画了从阴山岩画到当今各类农事的生动图
像，像一部浓缩的河套农业简史。还有一处“河套魂”雕塑，人
物拄锹担筐，神情坚毅果敢，生动地再现了当年十几万干部群
众开挖总干渠的奋斗情景。

临河城也是一座各民族和谐交融的城市。由于历史上多
次大规模的移民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得临河城各民族
文化深度融合、和谐共生。瞩望澄碧的天空下，阴山与黄河挽
手东移，各民族共同造就了一方古朴而又现代的福地。最具
典型代表的是河套民歌，其流派纷呈，形式腔调多样，其中爬
山调是流传甚广的民歌样式：“大黄河流水二黄河满，八百里
河套是个米（呀么）米粮川。大大小小的湖泊就像那珍珠串，
一望无际的金土地背靠着大阴山。大阴山里头牛（呀么）牛羊
满，风吹草低就把个牛（呀么）牛羊观。牛羊生在乌拉特草原，
辽阔（那个）草原紧靠着几字弯。”质朴高亢的民歌，回荡着悠
久的历史味道和人民奋发的时代光影，在临河这座水岸城市

的春色里，浸润着农耕文化的深厚滋养，也交辉着现代
文明的创新步伐。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中，临
河城小心地呵护着历史遗迹，用心地攒足绿色图景，稳
步地创造着美丽家园。

□魏有花

春风春雨执笔
用生动的形象
繁华的景象
勾勒出人间
最美的四月天

四月的原野上
麦苗儿排着队列
大蒜苗挺着身姿
油菜花撒一路馨香
所有的越冬作物
汲取着春天的馈赠
以成长的姿势
向着夏的成熟挺进

四月
有田间劳动的身影
勾画出最美的四月天
南方的插秧
美丽得像一幅画
北方的春耕
生动得像一首诗

四月，春意正浓
桃花竞相吐蕊
梨花风姿卓越
樱花幽香艳丽
所有的花儿
用最美的颜色
妆点春天的尾声

四月
是江南雨巷里
那把馨香的油纸伞
是北方村落里
那座小桥流水人家

阿古拉的候鸟

□德格吉呼

暖春，你从遥远的地方
飞到北纬四十二度
越过万水千山，飞过山川湖海
做客美丽的阿古拉草原
做客富饶的科尔沁

烈夏，你在那日月湖旁
找寻“家园”
经过风雨洗礼，躲避种种风险
为繁衍后代忙忙碌碌
为操持生活日复一日

金秋，你从科尔沁沙地
飞向遥远的南方
跨过寒冬腊月，走过严寒岁月
期待暖春的来临
等待领头雁振翅

严冬，多少个在外
漂泊的逐梦人
也像阿古拉的候鸟一样，暖去

寒来归梦乡
寒风几度今又逢，我在
双合尔山等你归来

老屋（外一首）

□王爱贤

塞北之北，一座僻静的老屋
和时间较着劲，一天天
起早贪黑地挣扎
其实，在竭力掏空自己

老屋老了
已经不起街巷口的风吹
雨打在屋顶的瓦片上
几只麻雀落在屋檐上
老房子恢复了往日的情绪

而今，老屋拆迁了
翻篇。日历上的那一页
隐藏着一段被泪水打湿的往事
梦的对岸
泛起老屋最疼爱的记忆

那盏煤油灯

那盏煤油灯
是那些年夜空中的星星
是一座老屋在暗处的记忆

那盏煤油灯
是一位母亲流泪的情绪
是日历上隐藏的时代背景

那盏煤油灯
是一本漂泊在外的历史书
是人世间的一碗烟火

那盏煤油灯
包容了一种善良和同情
诠释了薪火相传的岁月

四月，春意正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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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春色
李海波 摄

多年以来，我行走于草
原和森林之间，凝视着大地
上的种种草木，默默地和它
们促膝长谈，向它们请教生
存的微言大义。

这篇文章我们来说说
狼毒草吧。首先，我觉得它
的花是草原上最好看的花
之一。

这种多年生草本植
物，茎秆和散枝原本很结
实，上面长满了又厚又硬的
叶子，许多硬朗的小花开成
一个个蜡封药丸大的花球，
茎与叶便把这些花球支撑
起来，二三十个花球构成了
一个紧凑的花团，众志成城
一般，结结实实地挺立着，
不比那些单薄的虞美人、山
丹花、绣线菊，一遇到风就
被吹得披头散发；再看花的
颜色——那些花球弥漫着
洁净的水粉色，花球顶端
的缝隙中有一些小蓓蕾冒
出来，慢慢地长，慢慢地
开，保持着深深的玫瑰红，
很像簇新的火柴头。小蓓蕾和旁边
的水粉色小花互相映照着，可谓皎
洁又艳丽，妩媚犹如美人面。在草
原的外缘，这种拥有狠毒名字的鲜
花，占据了几近荒芜的沙地，开得夭
夭灼灼，经过云霞和清露的点染，成
为美妙绝伦的风景画。

如此貌若天仙的植物，实应该
与人为善，与天下生灵为善，退而求
其次，温良恭俭让，只留一个“温”字
也就罢了，又何必如此不尽如人意，
弄得竟和它们难听的名字一样吓人
呢？狼毒草的花朵、茎秆、根块都含
有剧毒，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呼伦
贝尔草原，莫说大人孩子，就连牛马
羊都已经有了基因记忆，即使你撬
开它们的嘴，也别想塞进去一根狼
毒草。到了冬天，雪下到 30厘米，
半僵硬半干枯的狼毒草只露出二寸
长的梢头，用不着牧人经管，牛羊马
宁可饿着肚子也要绕道走开。如若
某个羊群曾经因为狼毒草出了事，
那也是人的过失。现下牧区有些年
轻人吃不了放牧的苦，他们继承了
父母的草场后，便招来打工者，那些
人远道而来，不懂草原，打草时将狼
毒裹挟进了草捆，到了冬天，狼毒和
草一样是枯黄的，羊难以分辨，一并
吃了下去，结果造成羊中毒抽畜、呕
吐甚至死亡。

小时候，我们家住在小孤山脚
下，由于周边都是工厂，上山的人
多，小孤山几乎成了沙包子。平日
疯跑的我，在褐黄色的山边，看见零
星的地榆和狼毒花，开得煞是醒目，
便和几个孩子飞奔过去，摘了些花
编成花环戴在头上，耍得好不惬
意。谁知到了家里，便被邻里大娘
大婶一顿教训，她们说黑紫色的地
榆是“死人骨朵花”，是坟墓里的死
人在说话；说狼毒花是“头疼花”，闻
久了会头疼，嚼一嚼就会翻白眼，吓
得我们连忙扯下头顶的花环一把丢
掉。不过，我心里的好奇有点放不
下，便偷偷地采了几朵狼毒花，放在
枕边闻着，不仅没有什么怪味，竟还
感到有微微的香气，心想一旦头疼
马上将其扔掉，结果不一会儿便进
入了梦香，第二天醒来，如果没看见
那几朵被揉搓得像干蘑菇似的花
朵，早把这事儿忘了，至于头痛症
候，并未出现。

作为一个依偎着草原长大的女
性，我至今保留着几十年来养成的
习惯，只要人在呼伦贝尔，总是要采
一些小野花放在案前，早春时一般
是灰蓝色的白头翁，夏秋是小石竹
和紫菀之类，冬天是不变的二色补
血草。对于漂亮的狼毒花，到底由
于意识里有了抵触，再没有碰过。

并不是因为大娘大婶的那一
番妖魔化，而是因为某些人的定
论——狼毒是草原沙化的标志，是破
坏草原、毒死动物的罪魁祸首，加之
我骨子里遇事不求甚解的老毛病作
祟，让我把狼毒花想象成了美女蛇。

有一年，我陪一位文友到草原
采风，在鄂温克旗草原的边缘，见狼
毒花开了一大片，文友惊呼好看，便
拉着我去拍照。我告诉她，这是一
种恶之花。又想想，这有害无益的
东西定然不在保护之列，便将车子
压着狼毒花开了进去。片刻，骑马
的牧人就过来了。他彬彬有礼地
说，请离开好吗，不要碾压草原。我
也是想多了解点东西，就请教他，说
这狼毒都要泛滥成灾了，为什么不
清除呢？他说，天给的东西要留着。

牧人把手指向草原深
处，引导着我们向前走，我
们发现随着牧草的繁茂，
狼毒草越来越少了。这
时，他转过身来，反方向引
导我们走出这片狼毒草，
来到了路边的荒沙地上。
原来，狼毒草可以做草原
的一道隔离带，使沙化固
定，无法漫延到草原深
处。这位牧人兄弟还告诉
我们，狼毒草可以杀死老
鼠，有狼毒草的地方，不会
出现鼠灾。

这时我脑子里闪出了
一位地质勘察专家的话，
他说在沙漠往外走，一看
到狼毒花，心里就点亮了
一盏灯，因为狼毒花的后
面一定是绿洲。

按照我一向的理解，
狼毒草因为有强大的宿根
作为营养储存库，即使在
荒芜、缺水、高寒环境里，
也能扎根发芽，由于它对
土壤和水分的强势占有，

周围的草本植物会慢慢枯萎，草原
的腐殖层会渐渐消失，导致荒漠
化。此时听了这位牧民兄弟的一番
讲解，便细细地看了狼毒草脚下和
周边的土地，发现狼毒草拓展的路
径，原来是以半荒漠之处为起点的，
就是说，先有草原的退化，后有狼毒
草的入侵，并不是狼毒草长驱直入
导致了草原退化。往往，在过度放
牧、干旱贫瘠的草场上，狼毒花盛开
得铺天盖地。

狼毒草的种籽犹如一粒沙，很
小又硬，通常在母株近处散布，所
以，狼毒草种群通过散布种籽，驱赶
其他植物，扩展地盘的能力十分有
限，另外，狼毒草种籽外壳木质化，
落地后有可能长时间休眠，需要相
应的温度湿度才能发芽，这期间难
免被鸟啄虫蛀，即使是幼苗长了出
来，也不能马上形成维系生命冬眠
的根块，从而形成建群物种。在水
草丰美的草原上，形形色色的植物
各有妙招，抢水的，抢阳光的，抢土
壤空间的，繁衍极速的，不等狼毒草
种籽走完程序，草原的植被已经把
大地织成了无法插足的地毯。在荒
芜的地方，其他植物很少，狼毒草不
怕低温和暴晒，偶尔来场雨，它们便
把水贮存在根块中，反倒容易生根
开花、繁衍生息，同时用发达的根
系，一点一点地固定了脚下流沙，使
草原荒漠化不再愈演愈烈。

只有在草原上和百草共度春秋
的牧人，才能看出这些表象之下的
端倪。因此，在那位牧民兄弟的眼
里，狼毒草和诸种草木相同，都是一
个母亲的孩子，尽管有的调皮捣蛋，
有的顽劣暴烈，有的飞扬跋扈，但每
一个都是天生地养的，不可或缺的，
不可改变的。他说，最重要的是不
要超载放牧，使草场免于过度啃食，
从根本上看，更要保护大兴安岭的
森林，让森林多造云雨，让林地的腐
殖层，保持充足的蓄水量，细水长
流，让草原上的大河小河，永远丰
沛，滋润周边草原，草原就不会退
化，每棵草上都会含着珍珠一样的
水滴，每天清晨草原都会笼罩着清
雾。他和我说这些话的时候，神情
温和，带着笑意，说到脚下的狼毒
草，双手反而伸向天空，好像苍天能
听到他的话。我想，他的心中一定
有梦，梦里是万物自由、一碧千里的
草原。

我写作这篇文章之际，请教了
植物学家黄学文。他告诉我，从生
物多样性的角度看，狼毒草也是草
地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伴生
物种。它的存在，提高了草原物种
多样性的丰富程度。

说起来，我们和狼毒草在这个
世界上已经相处了千百年，曾经以
狼毒草为药治愈过多种疾病，曾经
用狼毒草制造出百年不蠹的纸张，
曾经十分感性地喜欢过狼毒草美丽
的花朵，以至用它的模样制造各种
装饰物，却并没有真正地了解它，每
每还是因为一个毒字，对它避之不
及。那么，面对茫茫大草原，正像我
们对狼毒草的陌生化一样，还有多
少植物的奥秘，不为我们所知，抑或
让我们感到慭慭然莫相知呢？

娜仁额吉活着的时候挂在嘴上
的一句话——谢谢太阳，谢谢河，谢
谢草。

巴特尔老哥哥说——天底下没
有多余的草。

我说，草不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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