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岱钦  

2023 年的春天，又见丁香花开，盛满眼中的
花蕾，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在这春暖花开、杨柳
依依、奶香飘动的美好时节，我拿到由新华出版
社出版的巴·那顺乌日图文集《阳光草原的英
姿》（共 6 卷、136 万多字）、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巴·那顺乌日图散文精选》（蒙古文·上
下卷、70 多万字），沉甸甸的 8 卷书。这是他几
十年勤勤恳恳耕耘的丰硕成果，我对这位老朋
友刮目相看，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巴·那顺乌
日图是我新闻同行，也是我多年的文友、朋友。  

我被邀参加今年 5 月 12 日由内蒙古作家
协会、内蒙古评论家协会、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
视监测与发展中心、内蒙古大学出版社承办的

“巴·那顺乌日图文集首发暨座谈会”，我又一次
见到他。他仍是那样坦诚、友善、稳健、坚毅，白
皙的面庞，柔和的眼神，微笑着迎接参会人员。  

在六十年前，读高中阶段，巴·那顺乌日图
写的诗歌《鸿雁》发表于自治区级期刊《花的原
野》上，从此文学走进了他的生活，文学的手一
直在牵着他，文学浸润并启迪了他的心灵，给了
他智慧、宽阔的视野和心胸。他降生在兴安盟
科右前旗一户农牧家庭，是饮着洮儿河水长大，
在科尔沁文化的润泽下成长，在父辈们的培养
教育下，成为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各族人民，
热爱家园的新闻人和文化人。1973 年，当他从
兴安盟走出去，将要走向他乡学习和工作时，家
乡人将他扶上马，又送一程，指明了他前进的方
向。多年来，他开展新闻采访和研究广播电视
业务，也做大量的社会调查，接触五行八作，向
社会学习，向知识界学习，向英模人物学习，向
工农兵学习，在新闻的写作与广电业务的研究
以及文学创作上发力，对人生也对事业进行思
索的同时，敬重文字、打磨文字，不断地劳作，修
正和完善自己，坚持纯正的文化追求，歌颂真善
美，弘扬正能量，努力为 56 个民族共同铸造的

共和国文化大厦添砖加瓦。  
众所周知，由新闻行业转入作家行列的不乏

其人，而巴·那顺乌日图是其中的佼佼者。我知
道巴·那顺乌日图原来就是高产记者，新闻作品
经常刊登在区内外报刊上，并多次获奖，而且爱
好散文写作，写出了不少精品力作。早在 20 世
纪 80 年代末就出版了个人第一部蒙古文散文集

《生活之路》，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又陆陆续续
出版了《花的世界》《绿叶》《绿满草原》《巴·那
顺乌日图散文选》《来自阳光草原的祝福》等多
部蒙汉文散文集，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关注，好
评如潮，他以坚实的步伐、上乘的力作步入中国
作家行列，在中国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翻开新近出版的 8 卷文学著作，一大部分
是近十几年的作品，说明巴·那顺乌日图退休
以后仍然笔耕不辍，著作颇丰，成就斐然。说起

《阳光草原的英姿》这部文集，他深情地说：“这
是我用近二三十年的光阴陆陆续续写出来的，
是用我的情与爱、汗水与血肉、恒心与虔诚写出
来的。我的创作，就是生命的旅程。”  

“我的创作，就是生命的旅程。”他这句话对
我触动很大。唯有把文学创作当作生命旅程的
人，才能以一种承诺和责任感，以一种跋涉者的
意志，攀登者的毅力，在文学创作的田野里不知
疲倦地辛勤耕耘，并不断收获丰硕的成果。  

爱好、勤奋，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走向成
功缺一不可。随着岁月的推进，爱好和勤勉引
领他走上文学创作这一条“快乐着并辛苦着”
的道路。在文学的启迪和点拨中，他不断加强
文化素养和文学修养，不断开阔视野，始终坚持
纯善的文学追求。1976 年，他走出大学校门做
起了专业新闻记者。由于他多年从事新闻采

访，长期深入生活，挖掘生活，对社会、对生活、
对人生有了多方面的理解和感悟，不仅用新闻
的写法表现和反映社会发展变化及经济、社会、
文化方面新近发生和变化，而且他非常勤奋，在
繁忙的工作之余、在茶余饭后、在节假日不停地
写作，用散文这种快捷、诗意和优美的、哀婉的
文学样式记录历史的变革、社会的兴衰、人间
的冷暖、百姓的心声，写壮烈的、哀婉的，一声呐
喊、一滴心血，使人得到一种美的享受、哲理的
启迪，或使人沉思，或使人深受鼓舞。他一手写
新闻报道，一手进行文学创作，从起初的业余散
文作者，逐渐喜欢上散文，迷恋上散文，而且用
心来写散文，久而久之，散文成了他的血肉，成
为他抒发情感、咏叹人生、展示心灵私语的一种
文学艺术样式，甚至是生命的旅程。他的散文
作品不仅展现了草原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传统文
化，更传递了对生命、人性、信仰等深层次主题
的思考和探索。  

读过巴·那顺乌日图的散文，给我留下的
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作者对草原、对故乡的
乡愁乡恋，对祖国大地的由衷赞美，对父母长辈
的敬重与深爱。他散文集的“家园情愫”“草原
之恋”“远域情思”等章节中，以真挚的感情和
满腔的热情去描写内蒙古的山山水水，如：科尔
沁、呼伦贝尔、霍林郭勒、鄂尔多斯、大兴安岭、
罕山、呼伦湖、莫尔格勒河……祖国大好河山，
如：长江、长城、西湖、库尔勒、三亚……以及抒发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故土的眷恋，对于父
母、长辈、师长的养育之恩、教育之恩的感恩之
情。不难发现，巴·那顺乌日图是个家国情怀
很深的人。关于“家国情怀”，沈乾坤居士说过
这样一句话：很多人会觉得，“家国情怀”是特别

高大上，离自己很遥远的事。实际上，就像人们
常说的那样，对普通人而言，“家国情怀”就是做
好本职工作，孝敬好父母，夫妻恩爱，每天都心
存感恩，感恩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个人，把生活的
点点滴滴作为修行的道场。  

巴·那顺乌日图的经历很丰富。他上山下
乡当知青，在牧区放过羊，下夜看马群，还当过
马车夫，当过兽医，后来当了老师。1973 年，一
个偶然的机会，他上了内蒙古师范大学，学习三
年，毕业以后步入新闻队伍，直到退休，一干就
是 30 年。不同的生活经历磨炼了他，开阔了他
的眼界，而且让他感知世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学会用清醒的头脑、严谨
的思维和普通人的心态看待周围的一切。随着
年龄的增长，巴·那顺乌日图在不断地努力超
越自我上狠下功夫，在散文创作上进行探索和
创新，摆脱庸常化，注重作品的文化内涵和哲学
意识，关注人类的命运和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在
文体的创新与自立、增强形象思维和想象力上
不断地寻找新的自我，作为一名优秀的蒙古族
作家，他在创作中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主
线，注重各民族大团结的同时，对自己民族的历
史和文化进行审视和思考，关注民族的繁衍和
生存状态，写出了不少拥有独特的思考方式、个
性、语言和民族风情的散文作品。  

巴·那顺乌日图不仅是资深记者，而且是
个多面手，除了新闻，散文、杂文、纪实文学、报
告文学领域都有涉猎，而且有不俗的成就。近
十几年，他扑下身子，驰骋于报告文学天地，先
后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佛陀慈悲》《名家之路》

《雪战“1·03”— 1814 次旅客列车大救援》《蒙
古马精神永驻草原》《稀土之光——包头稀土业
创新转型发展纪实》等。他写的报告文学拥有
立意之新、主题之新、意识之新和形式之新的写
作特征，带来了十分惹眼的新气象。  

“老马深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祝他
在创作与生命的旅程上再创辉煌！

□李美霞   

我从茶卡盐湖千里迢迢游历归来，
才有机会与离我不过咫尺的哈拉芒奈相
见。两个白色的盐的世界，一个 105 平
方公里，被称之为“茶卡盐湖”；一个 18
平方公里，谓之为“盐海子”。一个镶嵌在海拔 3000 多米的
青藏高原，一个沉睡在鄂尔多斯高原一处汪洋沙漠中。     

两个因盐而生，以盐为根，与盐有着不解之缘的地方，
似乎都与我有着某一种关联。     

茶卡盐湖，是我在翻阅一本探秘青海的书籍中看到的。
尘烟闹市里待久了，内心的某个地方向往高远、静谧、空灵、
洁净，在某一个阳光慵懒的日子，携一个恬淡融洽的人，与
清风共酌，与蓝天对坐。看到茶卡盐湖的第一眼，我就爱上
了她壮阔的洁白和透彻的无瑕。    

行走其间，湖平若镜，掩映着我似朝圣一般激动的心。
置身一片仿佛冰封雪盖如诗如画的原野，看天空湛蓝似水，
看湖面银波粼粼，如盐般洁白的云朵触手可及，似游走在天
上人间。        

对这一片面积只有 18 平方公里的盐海子，我有着极其
强烈的好奇心。我曾在许多描述她的文字中，领略了这一
处湖田的苍凉与繁茂，繁华与落寞。这一个露天湖中沉睡
着储量很高的盐、芒硝和天然碱，她的开采历史可追溯到西
汉，产盐历史千年悠久。远近的盐商盐民长途跋涉到这里
来寻生计、讨生活，他们每年在开湖时穿越沙漠络绎而至，
在湖畔安家在沙漠落户。兴未极盛，衰败几度。这一处盐
海子因战争和风沙侵蚀而流失缩减，景致萧索。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摆脱落后的经济面貌，这个沙漠腹
地的盐海子重新泛起活力。然而受时代影响，工艺难免落
后，又因蜷缩在一片茫茫沙海中交通不畅运输不利，这一个
蕴藏着巨大宝藏的盐海子，如温吞吞的黄沙，日升而亮，夜
落而眠，始终不沸不火徘徊不前。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承包、改革、转制，这一处盐湖终
于又生龙活虎地运转起来。而接下来，因保护盐湖而打响
的漫漫治沙战役，赋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盐海子崭新的使
命与色彩。   

岁月碾过串串脚印，这一片盛满了天然宝藏的盐海子，
扮相袅婷，掩映在绿树环翠中，成为绵延沙漠中的一湾碧
水。绿树青草也由此向四周的漫漫沙漠逐年蔓延开来，如
绿色细流通往大漠幽深处。从几棵树到几千万棵树，从方
圆十几平方公里到几千平方公里。这其实是一种愚公移山
式却没有退路的战斗，是人与自然从赤膊斗争到和谐相处
的壮美史诗。从盐海子开始，几代治沙人倾尽一生挥笔泼
洒，琢磨勾兑。治沙用沙，植树养树，修路护路，生态修复，
用责任与大爱，涂染着这一方圣地。如今，漫漫黄沙变换了
容颜，渺渺碧水激活万千景象，波光粼粼中泛开一段难忘的
回忆，推开一段美好的遐想。     

而哈拉芒奈，在灯光灿灿的舞台剧中慨然谢幕。为了
生态环保和碧水蓝天的梦想，这处盐海子终被忍痛割爱，关
闭和拆除了所有的工厂，留给世界一片洁净。如今，她仍坚
守在黄沙与山水间，为再造绿水青山积淀了一条根脉，为后
来的故事后来的人保留了一份历史的真实。     

如此，我早已知道，再见她已不再有车来人往商贾云集
的热闹，也不再是人欢马叫机器轰鸣的繁华。可以想象，茶
卡盐湖的美丽是哈拉芒奈再也回不去的曾经，而我必须接
受她的如今，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深陷沙漠深处，必须肩负
起一个青山绿水的使命。     

开车几经周转，未到近处，早已望见了天边的一片灰白。
这一洼浩渺不惊的咸水湖，在阳光下安静沉稳，倒映着一段壮
阔的治沙历程，沉寂着一网网跌宕起伏又打捞不尽的历史。   

极目远眺，一条白线从眼前绵延天边。这是一条白雪
皑皑的路，我看见古老的运盐商队，车轻铃响，正行走在来
往哈拉芒奈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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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诺言结伴而行
——被兴安盟聘为“兴安盟文化艺术创新与发展顾问”受聘仪式上的致辞

□阿古拉泰  

六月的兴安，像一枝火红的杜鹃，风姿绰
约，仪态万千；六月的兴安，像一只金色的摇
篮，母爱的歌谣，弥漫着乳汁一样的甘甜；六
月的兴安，像一匹驰骋的骏马，浅草没蹄，一
路征尘，志存高远；六月的兴安，像一股温暖
的圣泉，喷涌而出，清澈透明，淙淙流淌，醉饮
着蓝天……  

这是一片红土，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
治政府在这里诞生。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
曾经滋养并正在擦亮模范自治区的光荣。  

这是一片净土，民风淳朴，敬畏自然，生
命玉树临风，大地畅饮清泉。勤劳质朴的人
们，用汗水与智慧洗涤心灵，晶莹的露珠摇曳
着流年。  

这是一片沃土，底蕴深厚的科尔沁文化，
名扬四海，润泽八方，它涓涓细流，百川归海，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流淌了千年。  

这是一片热土，雪落北疆，守望相助，每一

个人的心中都涌动着热情的火焰。迎迓日出，
呼朋引类，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兴安
人正在书写千载难逢、催人奋进的时代华章！  

感谢兴安盟聘我为兴安盟文化艺术创新
与发展顾问。这沉甸甸的托付，我当以兴安
大米一样沉甸甸的收成和稻穗儿一样的姿
态，躬身捧出我的四季。  

感谢兴安职业技术学院对我的接纳与信
任，邀我为特聘教授。我将在这座有着光荣
历史与明媚未来的学府里，再一次淘洗淬火，
激情燃烧，百炼成型，奉献光热。  

感谢兴安盟文联的牵手与拥抱，聘请我担
任兴安盟文艺创作发展中心特邀顾问。你们
热忱而执着的呼唤，为我在兴安岭的云端，搭
建起了一座梦寐以求的精神家园。我会以火
山熔岩般的热度、蜜蜂一样勤奋的采撷，回报
这片土地，回报草原上升起的不落的太阳！  

兴安是一座高山，不必回望久远，只需凝
眸当代。兴安岭就是一座金色的丰碑，她的
一草一木，都闪耀着摄人魂魄的艺术光芒。

醉人的音乐，迷人的舞姿，走心的文字，无言
地表达着兴安的厚重与自信。美丽其格、斯
琴塔拉哈、扎拉嘎胡……众多从这里出发的
前辈与同道们，栉风沐雨，一路高歌，以其奇
崛的创造，折射着内蒙古乃至中华文化山峦
上的云霓与辉光。  

新时期以来，兴安大地又一次呈现出文
艺的井喷。一批有志有梦的青年才俊脱颖而
出，他们潮涌波动，赓续并光大着崭新的兴安
文脉。  

作为一个自幼深受科尔沁文化滋养，不
断感受兴安艺术灵光，毕生挚爱中华文化的
草原文艺的跋涉者，我正在享受这片山河赐
予我的幸福与阳光。此刻，老骥伏枥的豪情
壮志，小马出征的跃跃欲试，一起推拥着我，
感奋着我，激荡着我。我将不负所望，踔厉前
行，把一行深深的脚印无愧的刻写在赋予我
青春与期望的兴安热土上。  

风声，雨声，脚步声。山盟，水盟，兴安盟。
我将不遗余力，与我的诺言结伴而行。  

现在，我要用我刚刚为“兴安校友论坛”
草拟的一首歌词初稿，表达我圣泉一样涌动、
山岭一样崇高、晨雾一样难以名状的心声：  

记住阿尔山   
人生的脚步，往事如烟  
曾经的诺言，青春作伴  
那一程程的风雨一滴滴汗水  
所有的苦都化作今日的甜  
   
梦里的花朵，就在眼前  
远方的美景，又在召唤  
这一次次的相逢一张张笑脸  
山水相依拥抱那风光无限  
   
记住阿尔山  
记住温泉记住兴安  
记住雪村里的暖  
拉紧了这双手  
托起心中的绿水青山  

向晚的稻田
□北晴

 
向晚的稻田 
远山，近树，水渠清瘦
埂上艾草浓密，芦苇稀疏 
各样的绿，绿做一团，绿出绒毛 
茵洇模糊时与空的界
 
几只硕大的灰白水鸟
俯身把白天按进水里 
翅膀翕张扑溢满屏清凉
劳作、疲倦、纷繁、忧虑，连同惆怅
都被夕阳的金光统统逼进秧苗之下
人间清澈，诗意升起
 
拿这向晚的清风束起过往 
厘不清多少只鸟衔来柔软
多少只鸟衔走过多少萧索
 
水鸟的长喙不经意间轻轻一啄
啄破太阳的壳 
橘红的流光倾泻
天地混沌
万物重新美好

写给芍药花开
□朱晓美

 
你从我的身边路过
只简单的知道我很美
你从文人墨客的词句里
读到了对我的赞美，似乎
也是那么回事，可是
你知道吗
  
我在秋凉里
就做好了准备
我在严冬里
潜心静默，蓄势等待
等待着春天的到来
  
在春风里，我抖擞着腰身
在春雨中，我伸展
枝叶，孕育花苞
只为初夏的来临
 
 初夏
我用鹅黄的蕊
刺破层层叠嶂
将那花苞绽放
散发幽香
似彩蝶飞舞翩翩
将粉的妩媚、黄的妖娆
呈现人间
 
 如今
芍药花开了
你看到了吗

哈
拉
芒
奈

七月乡村，党旗飘飘书香飘飘
□于迎杰

每个人都以不同的形式迎接七月。
有人被评为优秀党员，鲜红的奖状

映红了脸颊；有人站在台上演讲，一百
多年的历史在胸口激荡；有人荣获“光
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那一刻沉甸甸
的徽章融化成蜜糖，甜到老党员的心坎
上；还有人相约晨跑七公里，相互加油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只要心中有
家有国，为党庆生，哪一种方式都有爱
的流淌。

兴安盟作家协会组织文友到科右前
旗巴日嘎斯台乡水库村，给乡亲们现场
捐赠书籍，庆祝伟大的党 102 岁生日。

水库村，是红色星火燎原地，1958
年建设防洪灌溉水库而得名。水库村在
革命老区的怀抱中，依托“红巴乡绿庭
院”村集体联合社报团取暖，日子过得如
同芝麻开花般节节高。村里的文化村长
是位擅长写诗歌的作家，曾经在村里工
作过一段时间，他笔下的作品大多见证
了水库村发展前行中的精彩，他心里的
村庄饱含着最美的乡间烟火，每次回村，
他总要给乡亲们带去各类图书，带去各
种新政策与消息。2022 年，水库村获得
了“创建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村”“村集
体合作社国家级示范社”，村党支部还荣
获地方“最强党支部示范点”的荣誉称
号。他和村民们一样，都有金秋时节丰
收的喜悦。

七月，第一次走进乡村，感受现场
捐赠书籍的快乐。

500 多册书都是喜欢读书、珍爱书
籍的人，从自己的书橱里精心挑选的。
他赠一套、她拿五本，大家踊跃热情，捐
赠统计表单越列越长。有儿童文学、有
地方史志、有名人传记，还有法律方面
的书籍。薄的厚的、新的旧的书堆成小
山。整理后分成几十摞，用红绸带来回
绕再打个十字结，一朵朵小红花就开在

一摞摞书上。
绕过青山绿水，车停在水库村党支

部会议室门前，从车上搬下来的书在桌
子上散发着馨香，期待滋润乡亲们的心
田。绑书籍的绸带是利用废弃的标语
条幅裁成的，长短宽窄恰到好处。

刚刚下了场好雨，正是田里追肥的
好时机。几个农民来到党支部，裤腿上
还粘着泥土的芬芳，双手捧着书，脸上
荡漾着笑。他们说：“之前我们村有一
间书屋，放假时孩子来读，没事时大人
来看，读书日，村子里还举办过读书比
赛呢。可惜的是，两年前失火，书屋里
的书都烧没了。今天你们送来的书，就
像天上的及时雨，农闲时又能看书了。”
笑容有传染性，我被农民质朴的笑传染
了。

这 几 百 本 书 放 在 哪？ 谁 会 来 看？
没想那么多。它们在这里落户，总会与
有缘人相遇，淡淡的墨香浓浓的深情，
也许会放飞孩子的梦想，也许能打开爱
的心扉，也许还能开启一条致富的通
道……有爱的地方一定有阳光照耀。

好多年前，向灾区同胞捐过冬的棉
衣，向贫困家庭捐钱物，给辍学的儿童
捐学费，这些早已封存在记忆的库房。
孩子们享受九年义务教育，寻常百姓过
上了小康生活。经历了疫情考验，切身
感受到祖国的强大，如同暴风骤雨突袭
时鸡妈妈展开羽翼避护的宝宝，如同流
浪儿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到母亲怀抱一
样的幸福。现在，身边的人很多穿上志
愿者红马甲，在不同的地方默默地做公
益。感恩让人快乐，自信挺直了腰杆。

在书的前面立着一个画框，一个用
桦树皮创作的大大的“廉”字，廉字上
面的笔画形象地剪裁一顶乌纱帽，几行
小楷“为民一任写春秋，甘当百姓老黄
牛”写在下面 。这幅字画饱含乌兰河
水清澈的爱，融入水库村的激流。“中
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书法

家白纸黑字挥毫，每一个字都像火红的
石榴花绽放，墨香花香在村里萦绕。一
名妇女向给她送书的老师悄悄询问，渴
望求知的眼神和温暖的笑容碰撞出的
火花闪着光，下意识地抢拍下这亲切的
画面。

我 听 到 她 们 在 说 看 病 报 销 的 事。
看医生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以前还是
大难事。自从农村有了医保，农民生病
时去看医生时没有了后顾之忧。耄耋
之年的母亲每次拿出用塑料袋层层包
裹着的慢病医疗本，让儿孙去医院开药
时，都会重复说那句无数次的话：还是
共产党好，那会饭都吃不饱哪还敢想买
药啊。

水库村的村长是名年轻的大学生，
这里是他土生土长的地方。毕业回到
家乡挖掘水库优势搞水产养殖，开发观
光旅游度假村，用好政策带领乡亲们行
走在康庄大道上。他带我们到村里转
转，边走边讲。

绿色的盛夏里，仿佛听到了从前旧
时光的故事。秋收时大雁在天空吹响
的口哨，果园里的樱桃、李子、杏、沙果
等着游客采摘，还有人唱响一支山歌给
党听……看到了池塘里嬉戏的麻沙鸭，
松林里散步的土鸡，山坡上发电的大风
车，还有正在修建的农民大讲堂。

站在水库岸边，湖面映照蓝天下白
色的蒙古包，有风吹动湖畔的小船。有
人问山间的豁口是怎么回事，那是人工
开凿的溢洪口，泄洪时用的。村长指着
前面的泄洪口，向远方眺望，从他眼里
我看到了奔腾的浪花，向红旗飘扬的方
向欢畅。

傍晚时分给母亲打电话：“我回来
了，新农村新面貌，周末带您去水库村
游芦苇荡，划竹筏吹软风。”

七月，把一年的时光一分为二，一
半已经过去，一半正从红色乡村伴着书
香走来。     

在生命的旅程上不断前行
——走近从兴安盟走出的作家巴·那顺乌日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