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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慧萍 齐美萍

去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石

人湾采访，我们遗憾地知道，错过了前

晚一场村子里办的“庆丰”联欢晚会。

但好在保留下的全程视频，还是让我

们有幸看到一个村子的快乐和热闹。

“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生态宜居，

村风文明，管理民主”的大背景，“十星

级文明户”获得者登台领奖，村企文娱

联欢，欢声笑语，流光溢彩。

这是乡村丰收后的夜色，也是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一抹生机勃勃的晨

曦。

“石人湾真的是个好地方，这里是

首府呼和浩特第一缕阳光照射的地

方，四季分明，让人心旷神怡；这里是

呼和浩特历史文化底蕴最深厚的地

方，源远流长；这里有全呼和浩特市唯

一的自然沼泽湿地，清泉四季不息地

流淌；这里有全呼市最好吃的李子、最

香甜的小米杂粮;更重要的是，这里有

全内蒙古唯一的地表历史遗迹———辽

代石人巍然屹立。”

在 12 月 14 日举行的“石人湾村

企共建联谊活动”晚会上，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黄合少镇石人湾村党支部书记

刘润良再一次如数家珍，把石人湾的

人杰地灵，钟灵毓秀传播给与会的老

老少少的乡亲，传播给与石人湾友好

共建的各方人士。没有矫饰，没有煽

情，用属于石人湾的方言传递出一个

村庄新时代的视野和豪情。只不过，视

野放置于未来村庄的幸福上，豪情落

在脚下的泥水里摸爬滚打。

这个在呼和浩特市，甚至在内蒙

古率先整村脱贫的村子，仅仅是眺望

一梁一梁的山林。让人即使没有走进，

就已经感受到一种深沉和厚重。

而那满梁满梁的山林，竟然是

2019年一年的汗水和成果。

筚路蓝缕且热火朝天
一场石人湾万亩生态种植
示范基地建设
12 月 15日，雪后阴霾，寒气袭

人，虽然山路崎岖湿滑，但踩着厚厚的

积雪爬山别有一番情趣。一路上坡绵

延起伏的山峦上白雪皑皑，簌簌摇曳

的枝条上残雪消融，满目白茫茫的山

川随着阳光的忽隐忽现仿佛云海翻

腾。赛罕区黄合少镇石人湾村万亩生

态基地，此刻在雪后的寒意和雾色笼

罩下，难掩苍翠。很难想象出，这里曾

是一片荒山，更难以想象的是，石人湾

是山区，我们单是走路，就已经气喘吁

吁，而这一年来，这场让荒山变青山的

造林大战又该是何等筚路蓝缕且热火

朝天？

“人这一辈子要活出自身的价值，

要造福子孙后代，让自己五十年后村

民提起来都知道，曾经有个人植树造

林改变了这个村”。正是基于这样的信

念，今年年初，刘润良在赛罕区黄合少

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人大主席荣

建军的指导下展开了这项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浩大工程。石人湾万亩生

态种植示范基地分二期实施，主要以

经济林为主，兼防风林、花园、草坪、观

光农业、中草药种植。他投资 300 万

元改造荒坡，铺设管道引水上山，向朋

友借了装载机、翻斗车，从山脚到山顶

修了 5.9 公里的路，种植树苗将近

10000 亩，其中计划种植苹果、猕猴

桃、李子树等经济林 2000 多亩，现在

已经栽种了一部分。种植 25000多棵

乔木，10 万多棵灌木，还花 5万元树

立了“绿色发展生态优先”八个大字的

绿植浮雕。

镜头回放。黄合少镇政府组织全

体干部和相关单位在石人湾村举办万

亩绿化植树造林活动，以实际行动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

植树现场，大家三四人一组，分工

明确，团结协作，干劲十足。每个人脸

上都洋溢着劳动的快乐，处处呈现出

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挖坑埋树、培土

浇水……不到半天的功夫，一株株新

栽种的树苗便迎风挺立。

“这次植树活动，是为了响应并践

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也是为

了提升绿水青山的品质，让广大群众

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黄合少镇人

大主席荣建军这样总结。

作为配套，这项生态基地建设工

程同时在山上建造厕所、看护管理房

屋、蓄水池等便利设施，山下加压向山

上供水。号召全村村民积极种树，参与

建设者都现金结算。最给力的是两座

山的山顶上修建的四方形蓄水池，黑

色胶管一截一截相连通上山顶，解决

了山上浇水难的问题，成功打造了石

人湾村万亩生态基地。

陪我们采访走在冬日初见成果的

山上，一位村民告诉我们：“整整一夏

天，刘书记每天黎明上山，一直干到半

夜。我们都下山了，他还拿个水管子给

树浇水，脸晒得黝黑，你们没见他那个

时候的相片，跟现在是两个人。因为栽

树，他崴断了脚腕，刚躺了 3 天，就拄

着拐杖上山了。”

我们感慨良多。

我们问刘润良，他这一年栽了多

少棵树？

“我自己也记不清了”。

我们发现，只要说到树，刘润良就

兴奋起来：“夏天，蓄水池周边的灯亮

了，景色很美，我看着一棵棵树浇上了

水，就感觉一个生命被救活了一样，心

里特别高兴。这些树开发商征地挖出

来被我移在荒山上，既挽救了树的生

命，又绿化了环境，真是一举两得。”

刘润良告诉我们，不止他这一茬

人要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道理，以后的人也要遵循这个思路做

事。他的两个孩子就在他的带动下，多

次到山上参加栽树。刘润良说：“他们

在山上很开心。”

我们面对眼前结冰的蓄水池虽然

想象不出夏天有多美，但看到冰面平

滑如镜，仍然是感慨石人湾村在致富

领头人带领下的敢想敢干，能让地上

河流上了天。

一路攀越，刘润良还不时讲点小

趣事。他说：“我就是这么个人，喜欢看

着村里的一草一木都清清爽爽的，我

平时手里有点垃圾，就拿在手里，要不

放在车里，等出了村子才往垃圾箱里

扔。”

细节就是大事，细节就是明天的

故事。石人湾的绿水青山来得不是虚

名。

走在层层叠叠的山林中，一些特

殊的足印引起我们的注意。

“是羊的吗？”

“羊不上来，是一些山兔和野狍子

的。”

生态就是家园，人类和自然密不

可分，这是石人湾最长线的打造。

632267.6 平方米的湿地
让石人湾的天然财富赋能
增值
石人湾村地处山区，山地多平地

少，村中两座辽代古装石像栩栩如生，

守候着三面环山出口处的古墓群，极

具历史价值。石人湾村还有一处总面

积 632267.6 平方米的湿地，在这片自

然沼泽里，12 种之多的野生植物乔木

和灌木层林尽染；20 种之多的草本植

物异彩纷呈；30 种之多野生中草药珍

稀名贵；20多种鸟类、十几种兽类和

爬行动物、十多种鱼类和两栖类动物

栖居出没。更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雉

鸡、二级保护鸟类鸿雁、鸳鸯、天鹅等

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獾、狼等，令湿地

风光无限而充满魅力。湿地泉水千年

涌流，四季不息，滋润着土地，是名符

其实野生动植物的乐园，更是首府周

边最珍贵的第一缕阳光照射的地方。

置身山湾湿地，一种天人合一，融入大

自然的愉悦油然而生，湿地风景区独

有的自然环境吸引着大批游人在此度

假休闲。

记者一行走在曲曲折折的木栈道

上，所有动植物都已销声匿迹，只有芦

花苇叶迎风摇曳，仿佛无边无际的海，

无数金色在叶梢跳动着光芒。

下山时，刘润良指着沿途险峻之

处向我们介绍了他计划开拓的旅游项

目，说本想开发玻璃栈道，生态与旅游

结合，打造 3D 景色旅游致富，但申请

手续复杂，历经一年仍未取得审批手

续，他不放弃。

而湿地资源又是上苍对石人湾的

厚爱。刘润良自豪地告诉记者：“这两

年湿地越来越恢复得好了，前两年不

行，湿地沙化得特别严重，表面几乎没

水了。一是由于游人乱扔垃圾，二是由

于举办赛车活动挖毁草甸破坏了草地

生态，导致了环境恶化。为了保护好这

片湿地，村里特地雇了 7个人来保护

草地生态，不允许游人再随地倒垃圾

及烧烤，并制定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的

管理办法。”

2018年 5月 23日，刘润良又倡

导成立了呼和浩特市鸿雁湿地生态保

护协会，致力于恢复区域内生态系统，

满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促进湿地

保护事业可持续发展。打造石人湾万

亩生态基地和保护湿地生态光靠村委

会和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但刘润良

表示，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国家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人湾要

抓住机遇恢复生态，造福子孙后代。

我们采访时，恰巧两名投资商也

一同前往上山考察，他们转遍村子以

后当即表示想投资上亿元，承包荒山，

运用以色列技术在这里打造绿色生态

园。这项技术是全部用营养液种植，选

取地址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求从没有种

植过任何作物，土地越原始越好。

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生态
宜居村民开始知道了什么
叫幸福指数
石人湾村自隋唐以来就有先人

在这里繁衍生息，辽宋时代就是古丰

州通往内地，连接东西的商旅古道。

石人湾全村 260 多户，800 多居民集

体奔赴小康。近几年来，在上级党委

和政府领导下，石人湾与内蒙古昌盛

泰集团联合组建石人湾农牧业公司，

村企携手，共同努力，于 2017 年实现

了整村脱贫，并被评为区级（呼和浩

特市赛罕区）精神文明村，“十星级”

文明户层出不穷，现在正在推进市级

和自治区级文明村建设。正是由于村

企合力并进和村民团结奋斗，如今石

人湾村才逐步焕然一新，呈现出“产业

兴旺，生活富裕，生态宜居，村风文明，

管理民主”的景象。

事实的确如此，刘润良从 2012

年当选为村主任就开始实行本村大学

生奖励和爱心车，一直到今天。凡是石

人湾村村民，只要考上大学，村委会就

奖励 3000 元，截至今年一共奖励了

38名大学生。

爱心车是因为村里年轻人都出

去打工，老人犯了病身边缺人手，

而得病的人越早到医院越能及时

得到救治，所以村里就买了辆面包车，

专为免费接送人。爱心车每年支出

8000-10000 元，由村集体支付。全村

60岁以下残疾人员、家中有急事的、

超过 60岁的老人几乎都免费坐过。

刘润良每次去办医保社保，都是

走家串户先问好谁要办的事，然后带

上好几户村民的资料一起去给办，办

的时候难免自己也贴点钱，回来他也

不向村民收取一分钱；有两户村民因

为院墙界线闹纠纷，争得不可开交。几

次三番争执不下，矛盾渐渐升级到白

热化程度。刘润良亲自把两家的石头

一块块搬到正确位置，停止了纠纷；村

民盖房子，因为两棵树产生纠纷，刘润

良自己掏出 1000 元钱作补偿，平息

了争执。

石人湾村民收入主要以种植业和

外出打工为主，过去一公斤李子 1元

还卖不出去，刘润良上任以后将李子

销售作为村企共建项目，帮助村民拓

宽销售渠道、增加收入，李子居然卖到

了一公斤 4元。石人湾村因此而成功

打造了三届“李子文化节”，吸引更多

人投资，促进村经济发展。

在脱贫攻坚方面，石人湾村更是

凝心聚力重点帮扶。村里有一户贫困

户女儿是智障，村委会出力给这户人

家家中做了装修，铺了新地板砖，修整

了新炕，前后共花费 2万多元。

作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连续两届

的人大代表，刘润良认真履职。任职村

主任以来，创新发展思路，引进昌盛态

集团公司，创办了农牧业股份有限公

司发展示范农业，安排闲散劳动力，增

加村民收入；争取上级资金，更换了三

个自然村的自来水管网，为村民的生

活饮用水提供了安全保障；积极协调

相关部门，打灌溉深水井 9眼，修建衬

渠约 5000 米，扩大水浇地面积 200

余亩，保障了 1000 亩农田的灌溉用

水；新建了 500 平方米的村委会办公

楼，改善了村委会的办公条件；新建了

卫生室和生活超市，为村民的生活及

服务提供了便利条件；概算投资 200

余万元，新建了村史馆，为旅游区项目

创造条件；在全镇率先实施整村推进

项目，使全体村民受益；绿化喇嘛营沟

达 300 多亩，积极协调各级政府，争

取旅游区项目。

一系列举措虽然不惊天动地，不

辉煌，但件件务实，事事利民，从根本

上改观了石人湾村的基础条件和发展

空间，村民开始知道了什么叫幸福指

数。

2017 年，在刘润良的倡议下，石

人湾举办了外出精英回乡座谈会，把

村里出去发展得好的人都召集回来，

同时请镇里各级领导参加，一方面让

他们监督村委会，看哪做得不对指明

方向，另一方面是让他们为家乡建设

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智慧出方法，群

策群力，帮助建设家乡。

石人湾村委会委员王俊林对记者

说：“刘书记是我们村的带头人，也是

我们村民的贴心人。村里发展上的事，

刘书记要管，村民家里的小事，也都愿

意和刘书记说道说道，刘书记也不把

村民当外人，大事小情，都装在他心

里。”

2018年 7 月 13日晚，因雨势较

大，刘润良挨家挨户查看村民住房安

全，嘱咐人们注意观察房屋漏雨情况，

第一时间撤离，保证生命安全。来到沟

口子村郭连奎家，发现房屋漏雨严重，

劝导其今晚去儿子家居住，并联系其

儿子来接老人。

这样的事情在石人湾是小事，也

是大事。

采访结束时，刘润良告诉我们，他

平时最大的开心事，就是入户了解村

民的“家长里短”。谁家有什么困难，谁

家有什么要做的当紧事，谁家老人

身体好不好，谁家孩子上学、结婚

等，都记录在他为每户建的村民家

庭档案里，都在他的心里。所以，

在石人湾举办的“庆丰”联欢会上，

刘润良坚持把村里 95 岁的小脚婆婆

田玉兰请到现场，让老人感受新时代

的喜悦和幸福。他说，这样心里才踏

实。

这些年，石人湾一直打造一种发

展的格局，无论在生态建设，还是村集

体经济以及村风村貌等方面。刘润良

说，乡村振兴不仅要有产业，有文化，

更要有人气，留得住乡愁，就要用发展

和希望以及情感留住乡亲们。刘润良

还有很多心愿，眼下的心愿就是让那

些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回归石人湾这片

希望的田野，凝心聚力，共建家乡。

有一种信任，叫作：我们在你心

里，而你也在我们心里。

有一种践行，叫作：不负使命，不

负山川。

———记呼和浩特市黄合少镇石人湾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刘润良

初心殷殷 无悔山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