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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从北京到内蒙古自治
区呼和浩特坐火车要很久才能
到，其实，这两座城市之间相隔
并不远。通了高铁，这种时空上
的距离感，正在慢慢消失。

呼和浩特是蒙古语音译，意
为“青色的城”，因此，大家也称
它为青城，单是这个名字，就足
以吸引许多游客到访。

初秋的呼和浩特，遇上连绵
的阴雨天，气候凉爽得很，空气
中飘来一丝羊肉的香味，虽身在
都市，思绪已经飞到了不远处的
大草原。我第一次来到这里，不
仅因为青城这个名字，更是因为
一个人。

走出去

我是从小看他打球长大的。
因球技出色，孟克·巴特尔与

姚明、王治郅一起曾被称为“移
动长城”，他犹如一匹从草原奔腾
而来的骏马，在球场上叱咤风云。

初 见 巴 特 尔 ， 2.11 米 的 身
高，虽已退役，魁梧不减当年，
站在他的身边，感觉跟在电视屏
幕中看到的他有些不一样。这个
大个子谈吐幽默，隔一阵就会引
起大家的哈哈大笑。

攀谈起来得知，巴特尔出生
在库布其沙漠边缘，鄂尔多斯杭
锦旗。想来，我和巴特尔的缘分
竟然在两年前就已经续上了。我
曾经去过好几次库布其沙漠，对
巴特尔的家乡也算有一些了解。

巴特尔不到 10岁时，身高已
经超过了1.8米。有一次偶然的机
会，杭锦旗教育局的领导去学

校 ， 发 现 了 这 个 不 同 寻 常 的
“大”学生。

没过多久，巴特尔就被选中
进入了体校，这意味着，巴特尔
在不到十岁的时候就要离开自己
的家乡，从父母的港湾中走出来。

“对于离开家乡练体育，我要
感谢我父母”，巴特尔说，“他们
不仅给了我出众的身体，还很支
持我。”巴特尔仍清楚地记得父亲
当时对他说的话：“不管怎么样，
要走出去。”

那时候，库布其沙漠还没有
得到大面积治理，风沙仍在威胁
着周边的村庄，经济发展自然也
得到了限制。

如今，巴特尔回想起这些经
历，感慨万千，“我是蒙古族人，
我们是游牧民族，我四处游牧。
给我一片草原，我就能驰骋。给
我一片球场，我就能打球。”

跑出一片天地

巴特尔没想到的是，这一出
去，就是几十年。

从鄂尔多斯到呼和浩特，到
北京，再到远赴太平洋彼岸，然
后回到祖国，在新疆挥洒自己的
篮球青春，巴特尔身上一直有一
种蒙古马的精神头。

何为蒙古马精神？这要先从
蒙古马说起。蒙古马是世界上最
古老的马品种之一，内蒙古有句
谚语：“千里疾风万里霞，追不上
百岔的铁蹄马。”说的是蒙古马虽
体形矮小，但身躯粗壮，生命力
顽强，不惧怕任何恶劣的气候和
环境。

穿 沙 漠 ， 过 雪 原 ， 体 魄 强
健、耐力超强，这是蒙古马身上
鲜明的特质。对每个人来说，吃
苦耐劳、勇往直前的蒙古马精神
都应是我们努力锻造的人生品格。

蒙古马精神也已经渗透在青
城的方方面面之中。清晨，我在
成吉思汗公园中漫步，一座名为

“草原圣母”的大型雕塑矗立其
中，母亲雕塑飘动衣裙的下摆环
绕着她的 4 个孩子和爱犬，象征
着智慧、勇敢、忠诚和希望，向
世人诉说着青城这座草原城市的
精气神。

内蒙古这片沃土，滋养着一
代又一代的草原人。也正是带着
蒙古马身上的这种劲头，巴特尔
在球场上跑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
天地。

退役的时候，巴特尔曾一度
对自己说，这辈子再也不碰篮球
了。“可谁曾想，没过多久才发
现，我还是离不开篮球，篮球已
经融入我的血液之中了。”

巴特尔回顾赛场生涯时，多
次提到了“幸运”这个词。“若不
是一路上有许多贵人帮忙，我可
能就是世界上最高的放牛娃了。”
巴特尔的笑言中，带着谦虚。

事实上，巴特尔付出的努力
一点都不比其他人少，能取得当

时的成绩，也是下了一番苦功夫。

回家

蒙古马是忠诚的，对主人和
故土有着无限的忠诚与怀恋。

“英雄洪古尔的坐骑用马尾击
翻了有毒的酒杯，挽救了英雄的
生命。”蒙古族著名的史诗《江格
尔》 曾这样描述蒙古马。据记
载，蒙古族著名作家尹湛纳希在
返乡途中不幸落马，昏厥之际，
其坐骑与扑过来的两只狼殊死搏
斗，最终保护了他。

在外漂泊了几十载，巴特尔
这匹骏马回到了家乡。“回家的感
觉，就是不一样，感谢家乡父老
一直关注我、支持我。”

巴特尔回想起刚离开家乡时
的场景，因为年龄太小，实在想
家，有几次偷偷从队里跑回家。

“说是回家，其实哪敢回家啊？就
只是在家的周围转一转而已。”

如今，巴特尔已是内蒙古篮
协的主席，这次回家，是要为家
乡的篮球事业倾注心血。

韩愈在 《马说》 中有一句流
传千古的名言：“千里马常有，而
伯乐不常有。”巴特尔这匹“千里
马”从一路有伯乐相助，到现在
成为了别人的伯乐，为更多年轻

球员谋划前程。“打球的时候跟现
在完全不一样，那时候只需要做
好自己就行了，现在我要考虑如
何给大家做好服务。最近，我要
去外地几个地方，为内蒙古篮球
挑选一些好的苗子。”

对年轻球员成长的帮助，已
经融化在巴特尔的血液当中，“一
方面，我希望让更多合适的人走
上篮球职业这条路，另一方面，
我也想和大家一起努力为小球员
提供一个好的平台，哪怕有一天
篮球路走不下去了，还有别的路
可以走。”

草原、蒙古马，影响了青城
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离 呼 和 浩 特 市 区 不 远 的 地
方，有一片神奇的绿色。这里原
本是盛放垃圾之地，如今变成了
敕勒川草原，成了呼和浩特的

“后花园”。
在茫茫的内蒙古大草原上，

赛马是一项颇受欢迎的运动，忠
诚健壮的蒙古马，愿为主人的荣
誉使出浑身的力量。蒙古马精神
是内蒙古的文化地标，在千千万
万个巴特尔身上传承并延续……

上图：巴特尔在赛场上奔跑。
来自网络

左图：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
景色。 王 正摄 （视觉中国）

青城马奔腾
本报记者 刘发为

未 觉 池 塘 春 草 梦 ，
阶前梧叶已秋声。当阵
阵秋风轻掠过草木，片
片金黄落叶飘飘洒洒散
落吉尔格朗河两岸，朵
朵洁白芦花如飞雪般飘
向天边的彩云时，伊宁
的秋天已飘然而至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伊 宁 县 是 一 个 边 陲 小
城，我已在这里生活了7
年。几场秋雨后，夏日
的繁华落尽，“秋风萧瑟
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
霜”，沁人心脾的清凉已
成为小城的主旋律，而
诗情画意般的小城秋天
也拉开了帷幕。清新的
气息扑面而来，夹杂着
淡淡的花粉气息，缥缈
袭人，那是万寿菊与串
串红竞相开放的芬芳。天空愈发显得高远而湛
蓝，慵懒的白云悠悠地飘浮着，连灿烂的秋阳
也变得妩媚动人。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伊宁的秋天
仿佛是被打翻了的调色板，色彩纷呈，五彩斑
斓。各色的树叶给小城穿上了华丽的衣裳, 把它
装扮得如油画一般浓郁。极目远眺，傲然挺立
的山峰已被些许冰雪覆盖了，蓝蓝天空、片片
彩云、绿色云杉、金色草地和一座座洁白的毡
房相映成趣，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泛光。

伊宁的秋天又是那么的热闹。清亮而灵动
的鸟鸣声早已在树梢间响起，划破了晨曦的宁
静；被惊醒的小松鼠也在枝叶间穿梭，动作煞
是矫健；早起的人们在吉尔格郎河两岸的绿色
长廊上三三两两，说说笑笑，健步前行。不远
处的芦苇时不时颤动一下，不知是腼腆的野兔
还是调皮的野鸭。等到夜幕降临，白天的响动
似乎沉静下来，夜风掠过，白杨树叶轻轻摇
曳，发出了“沙沙”声。潺潺的河水在明亮的
路灯下泛起粼粼波光，“哗哗哗”地奔跑。那深
邃星空中的月光源源不断地流泻下来，绵绵秋
韵已布满了小城的每个角落。

秋天的伊宁又是那么的丰盈和饱满。田野
里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小麦不时地翻动着金
色的麦浪，散发着诱人的麦香；高大茂密的玉
米秆上挂着金色的玉米，向人们展露着笑靥；
成片的葡萄园里，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沉甸
甸地挂在葡萄架上，醉人的醇香扑面而来；花
卉培植基地的菊花迎风起舞，急切地期待着美
丽的绽放。

辛劳的人们在广阔的田野里奔忙着，紧张
地收割着劳作了一年的梦想，疲惫的脸上洋溢
着的却是幸福和满足的笑。此刻我情不自禁地
想起了著名作家峻青在《秋色赋》中所写：“我
喜欢这绚丽灿烂的秋色，因为它表示着成熟、
昌盛和繁荣，也意味着愉快、欢乐和富强。”

在经历了春的繁盛、夏的热情之后，小城
伊宁迫不及待地踏着明快活泼的音符，融入浓
墨重彩的秋光之中，一切都变得生动和浪漫起
来，一切都变得清澈和纯净起来，一切都变得
诗意和美好起来，一切都令人怦然心动。

伊宁的秋天，似一杯甘甜的酒、一首壮美
的诗、一曲动听的歌、一个美好的梦。它已深
深地嵌入了我的灵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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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暮色苍茫。朦胧
的西塘古镇，仿佛被包裹着一面
轻柔的薄纱，等待游人将它轻轻
撩开。小桥、流水、人家，风
光、风物、风情，曲径回廊，早
已蒙住了游人的梦境。留言窗子
上的“我在西塘等你”，成了梦启
西塘之旅最浪漫的约定。

西塘古镇位于浙江嘉兴，它
的夜，端重而宁静，灯火迷离，
流光溢彩，到处“大红灯笼高高
挂”，像一个个美丽的江南女子，
手里提着一盏盏、一串串红灯
笼，迈着轻盈的步子款款走来。
那是给游人准备的“引路灯”，欢
迎游客赴约而至。

恍然间，我的心里多了一种
奇妙的感觉，宛如迎面拂来的

“中国风”。红灯笼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符号，象征着阖家团圆、事
业兴旺、红红火火，意味着幸
福、光明、活力、圆满与富贵。

西塘之夜，色彩斑斓，令人
心怡。一盏盏红灯笼不约而同地
亮起来，映红了一方上空，映红
了河道水面，映红了街陌深巷，
映红了游人脸庞。透着水乡古镇
的风情，倾国倾城，令人迷恋，
沉醉其中，暗合了江南民俗文
化，红灯笼象征喜庆的日子，成
为西塘旅游文化的主色调。

晚风轻拂，红灯笼摇曳。在
河里，偶尔有小游船经过，船头
挂着红灯笼，船工摇着摇橹船，
静静的河面受到惊扰，光影映入
水中，成就了流动的风景。在岸
上，长长的街陌店铺，红灯笼高
悬，在霓虹灯的点缀下，灯影、
人影、水影、船影，缤纷似锦，

把一家家小茶馆、小店铺，装点
得古韵悠悠。那是眼中的风景，
休闲的情调，赏夜的心情。

一条蜿蜒的烟雨长廊，聚焦
了古老西塘昨日文明的光辉，再
现了 1300 多米长的临河廊棚。那
是一种连接河道与店铺建筑平行
的延伸，把无数顶临街雨棚连成
一片，形成一条长长的廊道，既
可遮阳，又可避雨，延续了千年
古镇的生命跳动。无论岁月蹉
跎，冲淡了每个人生命的原色，
但仍然在沿河上映衬，在沿街上
闪烁，追逐着现代人的休闲生
活，令人流连忘返，梦绕魂牵。

一座古桥，一个坐标。“我在
桥 头 等 你 ， 我 们 在 桥 边 汇 合
……”这是游人在古镇许下最多
的诺言。河网密布，古桥象征水
乡地标文化。如今，数量不多的
古桥，自然是古镇风物里和游人
眼中便于寻找的传统标记。

站在石桥头，鞋底亲吻着古
桥，发现桥面上的条石，被人踩
踏得光滑发亮，散发着厚重的历
史感。我迈开步子，走一步歇一
脚，边走边看，感觉正在一页一

页地翻开“志书”，似翻书的声
音，又似轻轻脚步声，慢悠悠地
走向彼岸，便是烟雨长廊的廊道
口。再从廊道口出发，一家名曰

“烟雨人家”的餐馆映入眼帘，一
下子激活食欲细胞，我忍不住美
味诱惑，走进店堂，享受一番。

夜蒙蒙，色茫茫，风轻轻。
邂逅西塘，与一砖一瓦对话，与
一物一景相约，走路也不自觉地
慢了下来。在夜间寻觅着艺术、
立体的彩色画卷中，不难找到集
多元文化于一座古镇。那是“春
秋的水，唐宋的镇，明清的建
筑，现代的人”的形象生动写照。

夜深了，打着红灯笼赏夜，
游人经历一场“我在西塘等你”
的亲密约会后，无奈收起脚步。
快到出口处，循着脚步声，平坦
的水泥路面上，灯光幻彩，一会
儿鱼群聚集，游动自如；一会儿
春色满眼，桃花朵朵开；一会儿
仙境如梦，仙气弥漫。这让游人
感受到与鱼儿同游的自由快乐，
开启桃花盛开的浪漫生活，过上
神仙般的惬意日子。

上图：西塘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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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含山县清溪镇白衣村村民
唐宗良、刁筠英夫妻早上 5 时就出了
门，他们要去村后山上的茶场锄草、
浇水，忙到上午 10 时就下班。作为曾
经的贫困户家庭，夫妻俩在村茶场当
上了“固定工”，年收入超过 3 万元，
2017年底脱了贫。

2014 年，白衣村被确定为含山县
15 个贫困村之一，村集体收入不足 10
万元。如今，再看白衣村，一座座山
头披上绿装，一垄垄茶树随山蜿蜒，
全村茶园面积达 2491 亩，带动村民稳
定就业 300 余人。村集体茶园达 303
亩，今年村集体收入有望突破50万元。

无独有偶，含山县仙踪镇八熊村
的 寻 虎 山 曾 经 也 是 穷 山 恶 水 。 2015
年，在外创业多年的含山人吕达文回
乡成立了含山县绿营林业有限公司，
承包了这里 2000 多亩山场，打造了
1000亩黄金桃园、200亩杨梅园，还引
进种植安吉白茶 200亩，放养了 1万只
鸡和 1000 只鹅……眼下，黄桃正值上
市，吕达文带领上百名员工紧张地忙
碌着，汗水和笑容挂在脸上。吕达文
说：“过去这片山都是荒山，今年尽管
受疫情、汛情影响，黄桃产量下降，
也能有100多万元的产值。杨梅树寿命
长达100年，能让五代人受益！”

山，还是那片山，如今“成色”
却不一般。眼下，寻虎山不仅变美
了，更带动周边村民脱贫致富，当地
603户贫困户参与入股。公司还为周边
村民和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岗位，长期
工作的20多人年人均收入约2万元。

地处长三角腹地，位于南京、合
肥两大都市圈之间的含山县，始终坚
持生态立县战略，让绿水青山出颜
值，金山银山有价值。含山县委书记
夏迎锋说：“绿色是含山最鲜亮的底
色，生态是含山最宝贵的财富。”

前有太湖山国家森林公园和老鹅

汤美食村，后有集观赏、采摘、垂钓
于一体的太湖山生态园；既可在真人
CS 基地项目里动若脱兔，又可在太湖
禅意手工植染工作坊里精心体验；还
能观光渡江战役野战医院旧址，看看
美丽乡村如画风景……“一荤一素、
一动一静、一红一绿”的特色乡村旅
游，让含山县 15 个贫困村之一的铜闸
镇太湖村从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偏僻村
落，成为众人向往的“网红村”。

含山县立足丰富的生态、农业、
旅游资源优势，将全域旅游与产业扶
贫有机结合，“万亩花果园、千户农家
乐、百家民宿房”的“绿游游”；旅游
扶贫产业正在变成现实。

数据显示：含山县的森林覆盖率
从新中国成立时的0.67%，上升到如今
的36.1%。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
这片城市“绿肺”、天然“氧吧”，在
青山绿水间惬意呼吸。

稻在田中长，虾在稻下游。走进
含山县仙踪镇五里村“金稻渔”特色
产业基地，上千亩稻田纵横交错。“稻

田里养出的小龙虾，颜色亮、个头
大、品质好；田里产出的绿色水稻，
市场上同样供不应求。”安徽仙淮生态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法人龚有芳说，今
年，她将“金稻渔”特色产业规模从
300亩一下扩大到1100亩。

含山县率先在安徽省建立“江淮
之间、食宝含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拥有“含山大米、含山绿茶”等
区域农产品品牌 20 余个，其中“含山
大米”被评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
护品牌，种植认证面积达 15 万亩，各
类农产品畅销江浙沪和北京等地区。

山水绿，有颜值；产业绿，有价
值。2019 年，含山县村集体经营性总
收 入 970.4 万 元 ， 较 2017 年 增 长
180%；全县贫困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由
2015 年底的 3193 元增至 2019 年底的
11617 元，增长 263.8%。一幅农业更
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乡村振兴
画卷，正在含山成为现实。

下图：安徽含山县清溪镇白衣村茶
场里，采茶姑娘正在忙碌。 贾 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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