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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拉特旗昭君镇
的西南部，库布齐沙漠的
北麓，有一处风水宝地，
曾经盛产着世界上独一
无二的白粉球，这是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粉
刷墙壁的绝佳材料，它把
洁白留在了人间，然而终
于有一天随着人们贪婪
的锹撅萝头绝迹了，从此
它的美丽也淡出了人们
的视野，它的芳名渐渐地
被人们从心间删除。今
天，我忽然心血来潮，想
起了家乡的名贵特产，想
起了被遗落的白粉球。于
是顶着炎炎夏日，吮吸着
原野的农药味，走进熟悉
的院落，走近年迈的父
辈———五爹，五爹是我家
父辈们唯一健在的老人，
也是当年浩浩荡荡掏白泥队伍中的一员。不只
他掏，还带领着他的两个儿子掏，硬是靠掏白泥
盖起了两套半里生外熟的蓝砖房，还给大儿子
娶了媳妇。为此我专门与五爹相约，就掏白泥一
事与他老人家聊了一个下午，企图探寻白粉球
的前世今生。

白粉球，曾用名：粉土子、白泥。小时候就
耳濡目染了父辈们与白粉球的亲密往来，但是
没想到它会消失得如此神速。“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靠着白泥窑，当然要沾光”。老家西行六七
公里就是白泥窑，这里因盛产白泥而得名。相传
在 100 多年前，某年夏天一场大雨，南梁的雨水
从北坡顺流而下，居住在北坡下的百姓在雨过
天晴后顺沟而上，发现在沟的半坡上有一层白
沙，有薄有厚，中间还有圆圆的白土球，有大有
小。当地老百姓好奇之后，就试着用它来粉刷墙
壁，结果是洁白细腻，光滑透亮，有瓷质感。慢慢
地周边百姓趋之若鹜，前来采挖，刚开始是自己
用，后来就走入市场，走进了千家万户，于是白
粉球成了“香饽饽”“金圪旦”，逐渐成为人们养
家糊口的生财之道。白泥是一种球状结晶物，裹
在坚硬的白沙里，有鸡蛋那么大的，有拳头那么
大的，当然也有比碗口还大，重达十几斤的不
等。掏白泥就是“窑把头”和徒弟们顺着井筒子
下到有白泥的地下，在巷道里点着麻油灯盏（以
后是电石灯）匍匐前行到开采点上，由“窑把头”
侧躺着身子，用撅子从高度大约是七八十公分
的立面上刨下白沙，捡出其中的白泥，徒弟们则
将捡出的白泥装在萝头里，侧着身子连爬带拉
到井筒下，把上面辘轳车早已放下来的绳子拴
在萝头系上，喊一声“上”！此时辘轳车便发出

“吱吱呀呀”的声响，待萝头高出井口，辘轳车手
顺势抓住萝头系子拉在一边，将白泥倒在修整
好的空地上，往返一趟耗时十来分钟，循环往
复。就是这样，掏白泥的人们用生命和汗水把东
山的太阳摇到了西山，天黑时，窑里的人也出来
了，一起把一天的辛劳卖给白泥贩子，揣着挣到
的那点儿血汗钱回家了。

大跃进前后，我的父辈先后涉足其中，每
年时断时续，那时是大集体开采，父辈们是挣工
分的，由生产队安排，将掏白泥当成一种副业，
轮流上岗，只管开采，不管销售，那时的白泥不
值钱，每斤 0.0325 元，公家统一收购后用草袋
子装好，再用胶车拉到包头货站，发往全国各

地。五爹掏白泥的时间最长，经历最丰富，细数
起来有 15 年的工龄，先后见证了掏白泥的三个
阶段，即大跃进前、大跃进后至改革开放前、改
革开放后至上世纪末。大跃进前的几十年里，这
里的开采技术相当落后，一直采用开挖斜井的
方式开采，一般来讲，白泥的深度距离地面大约
有十七八米，也就是老乡们说的：大概有个五丈
多深。从地面开挖一个斜坡到出现白泥的地方，
白泥层有薄有厚，最厚处也就是八九十公分，人
只能趴着出入或挖掘。为行走方便，人们在斜坡
上又修整出若干个土梯子，最多的有 72 个台
阶，斜坡的上半部分是露天的，下半部分也是窑
洞。“窑把头”在下面掏好白泥后，徒弟们用毛口
袋往出背白泥和白沙，在那么低矮的空间里背
着行走实在不方便，于是人们在毛口袋的另一
面绑缝上几块儿小木条，装满白泥后往出拉，一
直拉到斜坡的露天处，再往出背。人们在概括这
段经历时还编出了两句顺口溜：“擦了脊梁拉了
胯，白泥窑上拉过沙”，既生动又形象。1958 年
大跃进后，政府鼓励革新劳动工具，于是就有了
竖井，即选择好了地理位置后，从地面开始打
井。有的人还有一番讲究，举行个简单仪式，烧
香磕头，祈求平安通顺，财运连连，井筒子的直
径差不多有一米，里侧隔一、二尺凿出一个坑，
便于上下攀登，直直地通向白泥层，上面安一台
手摇辘轳车。

井筒子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这没
有一点夸张的成分，照明设施无比重要，刚开始
是麻油灯盏，这种灯只能自己看见自己。后来出
现了一种专门用来掏窑的电石灯，这种灯劲儿
大，一照一大片。掏白泥虽然是个笨重的苦力活
儿，但更需要胆大心细，凭经验行事，那天与五
爹长谈时，说到掏白泥的危险，五爹自信地说：

“掏白泥倒是很危险，每年也往死压好几个人，
凡是出危险的还是自己不注意，我掏了十五年
白泥，没有碰破一个手指头，就是因为自己小
心”。紧接着他向我分享了自己多年掏白泥的经
验，他说，消除安全隐患应该把握住以下三点：
一听，这叫“问天棚”，即每天下窑后，用橛子把
窑顶不远不近的敲腾一下，听听声音是实的还
是空的，听见声音是空的就该撤退或采取措施
了；二看，即时不时看一下窑顶有没有白沙或石
片跌落，如果有这种现象马上采取措施；三留
柱，掏白泥“留柱子”是关键，五爹的经验是开采

巷道严格控制在一米三
左右（四尺宽），挖到一定
深度，需要向两边拓展
时，每一个侧洞相距都要
达到一米三左右，留下一
块做支撑，防止窑壁坍
塌。

掏白泥下面的空间
十分憋屈，永远不能站起
来行动，一个小组有两三
个人就行了，这样既不窝
工，也有地方。其中有个
工种就是腾地方的，这个
活儿叫“蹬沙”，即“窑把
头”掏下的白沙，里面裹
着白泥，用撅头磕碰一
下，把白泥捡起拉出洞
外，白沙就留在洞内，如
果不清理，日积月累就

“走投无路”了。于是掏这
边的，要用白沙把掏过的

空洞子填满、填结实，一是省地方，二是可以加
固巷道，安全生产。掏白泥还有一个细致活儿，
即“抽窑柱”，白泥窑地方不大，方圆就是个四五
平方里，经过上百年的采挖，没有挖过的地方已
经不多了，原来的“宝山”简直成了个“烂蜂
窝”，到处是井口，人们从这里经过时，还得倍加
小心，稍不留神就会掉在废井里。此时的掏白泥
要想有个好收成，除了运气好，“抽窑柱”就是个
不二的选择，有的是在自己开挖的井里，精心策
划，巧妙施工，用心回撤，直至吃干榨尽。还有的
是重回过去的老窑洞，因为过去开挖不紧张的
时候，全是“扑大食”了，挑好的挖完就走了，里
面的“窑柱”还在，甚至还有一些有潜力的地方
没有挖尽，有时也会有意外的收获。掏白泥要说
辛苦那真是很辛苦，但是苦中也有乐，“老窑头”
们风趣地回忆，窑里面不受阳婆的气，东暖夏
凉，受的也是“段儿苦”，有歇有坐。每当休息时，
窑下的师傅很牛，掏出水烟包，就着电石灯，徒
弟们坐在一旁给揉捻着水烟，抽两口吹掉，徒弟
赶忙给装上再抽。最辛苦的就是“吃底土”，白泥
掏到最后真的掏不上了，人们就向下挖，其实在
原来开挖巷道的下面一尺多，还有一层白泥，储
量不大，但是个头很大。挖这一层太受罪了，主
要是水的问题，由于地上的井口多，雨水全流到
巷道里面了，长年累月水越积越多，“吃底土”
时，人们完全是在泥糊糊里滚的了，有的人怕
水，就用化肥袋子里面的塑料纸缠在腿上，外面
再套一条单裤子，一天下来腰酸腿疼，吃一片索
密痛就解决问题了。改革开放后至上世纪末，这
是掏白泥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地下的白泥
实在是少得可怜，于是白沙也成了好东西。此时
人们用推土机推开地上厚厚的土层，基本属于
露天开采，没过几年，整个白泥窑就“门前冷落
鞍马稀”了，白沙、白泥与人们挥手告别了。对于
曾经帮助五爹发家致富的白泥窑、白粉球，还有
点难舍之情，闲聊了多半个下午后，我搬着五爹
来到了他曾经泥里出水里进滚战了 15 年的白
泥窑，如今一座现代化程度很高的砖厂正在加
劲儿生产着，一条龙、流水线、节能、环保，这些
字词用在这里一点也没有感到不恰当，我们环
顾了一圈儿，从土坯开始，到成品砖拉出，这难
道不是高质量吗？五爹感慨地说：“这宝山就是
宝山，过去掏白泥时这里最聚人气，现在白泥掏
完了，地上又一座现代化砖厂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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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前风云狂
各路英雄聚南昌
打响革命第一枪
起义成功红旗扬

罗霄山脉气势磅
朱毛红军会井冈
星星之火燎原旺
革命武装势力强

遵义会议春雷震
扭转挫折路线明
力挽狂澜方向定
挥师北上走长征

长征二万五千里
延安建立根据地
八年抗战得胜利
解放战争浓烟起

三大战役将士勇
渡江作战攻南京
驱散乌云太阳红

建国大业运筹中

西柏坡到北京城
伟人登上天安门
面对世界发强音
中国人民站起身

南征北战定乾坤
人民当家做主人
从此不再受欺凌
功归党和人民军

红日初升天放晴
东北邻邦战事紧
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保和平

建国初期国家贫
困难重重日子紧
祖国建设百业兴
人民军队打头阵

两弹一星上天空

万吨货轮下水中
长江大桥南北通
功劳不离解放军

唐山汶川大地震
冲锋陷阵解放军
舍生忘死为人民
汗马功劳铭记心

二零二零刚入春
大地突然起风云
新冠病毒来势猛
军民并肩战疫情

八一军旗迎风扬
军歌嘹亮响四方
牢牢紧握手中枪
时刻准备上战场

人民军队忠于党
强军目标记心上
听党指挥打胜仗
革命重任肩上扛

人民军队忠于党
李前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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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八一
翻阅当兵的履历
黎明的军号声
从我记忆深处飘溢

走过八一
走过那段红色的记忆
绿军衣红领章扬军旗
那一缕温暖严冬的希冀

走过八一
走过炮火纷飞的战役
硝烟 战壕 黑土地
那一声视死如归的壮语

走过八一
走过痛失国土的悲啼

界碑 条约 骨肉离
那一幕幕家破人亡的悲剧

走过八一
走过解放山河的笑语
锣鼓 红旗 军歌起
那一天万众笑容最美丽

走过八一
就是走过昨天的哭泣
走过八一
就是走向今天的壮丽
走过八一
走不过军号嘹亮的记忆
走过八一
走不过对橄榄绿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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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贝，蒙古语，意为平安、吉祥。恩
格贝，每当我想起、听到、写到这三个字时，
心中便被一种悲壮与喜悦同在的心情所充
斥着。恩格贝，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一

恩格贝，地处鄂尔多斯北部一望无际
的库布其大漠中段。历史上，恩格贝曾绿草
如茵，牲畜成群，召庙香火缭绕，是人类世
代生息的地方。人类掠夺性的开垦、过牧，
加上自然、战争和其他因素，生态环境的破
坏，使恩格贝一度被夷为荒无人烟的沙海。

初到恩格贝，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
期。当时，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公司的一批志
愿者在恩格贝三十万亩的荒漠上开始了植
树造林、治理沙漠的浩大工程。随着造林治
沙、引洪澄地的进行，恩格贝的举动不仅吸
引着国内的治沙志愿者，也引起国际社会
的关注。一些来自日本的志愿者慕名来到
恩格贝，参与造福人类的治沙活动。当时在
共青团伊克昭盟委员会从事青年工作的
我，第一次到恩格贝，就是陪同日本青年志
愿者到恩格贝参加植树活动。

从当时的伊克昭盟盟府所在地东胜
到恩格贝，不足 150 公里的路程，路况极
差，坐北京 212 吉普车要颠簸六七个小时
才能到达。那时的恩格贝，荒漠连天。望不
到边际的大漠上，除了远远看见的坐落在
沙海中的几间志愿者住房，很少能看到几
片绿色的树荫。春天的狂风，像惊了的野
马，嘶鸣着将黄沙无情地抛向天空。顿时，
天昏地暗，如人间地狱，眼前也常常只有二
三米的能见度。我们的嘴里都是沙子，浑身
上下都挂满沙粒，仿佛变成一个个精心雕
刻的人物沙雕。来自日本的青年志愿者也
许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情景，迎着风沙手舞
足蹈，放声狂叫着，呐喊着。起初我并不知
道他们在狂吼什么。后来，翻译告诉我，他
们是在大声惊呼：“中国的沙子在威胁日
本！”听了翻译的话，我的心里非常难受，鼻
子酸酸的，心在流血……

二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八年过去。1998
年，组织上分配我协助分管恩格贝示范区
的副盟长协调处理恩格贝示范区的工作。
我再次踏上了去往恩格贝的路途。

八年后的恩格贝，已不再是八年前的
景色。经过志愿者的不懈努力和建设，恩格
贝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沙漠治理已初
见成效。通过植树种草，三十万亩荒沙，已
有十万亩开始变为绿洲，数百万株树木在
恩格贝扎根，茁壮成长。恩格贝的志愿者在
治理沙漠的同时，兴水利、筑水渠、上喷灌、
通道路，恩格贝已发展成为种植、养殖、加
工、科研、商贸并举的综合开发示范区，并
拥有宾馆、农田、牧场、林区、水库、矿泉水
生产厂。澳洲的鸵鸟、非洲的鸵鸟和人工饲
养的孔雀、火鸡，品质优良的瘦肉型猪在这
里安家落户，恩格贝已成为内蒙古最大的
鸵鸟养殖基地。在恩格贝，再不用自带食
品，伴着风沙吃面包。鸵鸟肉、蛋和农田里
绿色的农产品，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更
让人惊喜的是，我国以中国工程院院士旭
日干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的畜牧专家在恩格
贝建立了科研基地，研究出了具有世界领
先水平的种羊———恩格贝多绒型山羊。

恩格贝的事业得到了国家、自治区、
盟里的重视和支持，也吸引了更多国际友
人的加入。来自德国、英国、日本等多个国
家的专家先后到恩格贝考察，数以千计的
日本志愿者组织起来，自己出路费，男女老
少，多次来到恩格贝义务植树。他们当中，
有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时已年近九十
的沙漠治理专家远山正瑛先生。从 1991 年
开始，远山正瑛先生携子来到恩格贝进行
沙漠治理活动，变卖了日本鸟取老家的多
处祖传家产，筹集在恩格贝绿化所需资金，
在日本四处演讲，号召日本青年来中国植
树。在他的带领下，每年有上百支日本协力
队，自费来到恩格贝参加义务植树活动。远
山正瑛先生数年如一日，不远万里从日本
来到恩格贝，同恩格贝的志愿者一同艰苦
创业在恩格贝的荒漠上，在研究和治理恩
格贝荒沙的时间表上，种下了一棵棵象征
中日友谊之树。1996 年 7 月 10 日，时任国
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
见了远山正瑛先生。远山正瑛先生被中国
政府授予“友谊奖”。1999 年，原伊克昭盟
行政公署为远山正瑛先生塑了铜像并立
碑。

从 1998 年开始，我参与和论证了恩
格贝发展建设的总体规划、恩格贝旅游发
展总体规划等，参与了恩格贝的建设，组织

指挥 了 由 共 青
团中 央 及 自 治
区领 导 和 日 本
国会 议 员 等 参
加的 恩 格 贝 十
年大庆活动；多
次陪 同 国 家 部
委、自治区领导
同志视察工作，
多次 陪 同 国 际
友人 和 国 内 宾
客到 恩 格 贝 考
察，指导恩格贝
的发展和建设，
走遍 了 恩 格 贝
广袤的土地。现
在，恩格贝已不
再是 昔 日 望 不
到边际的荒漠，
不再 是 风 沙 连
天的人间地狱，
恩格 贝 创 造 着
人类 治 理 沙 漠
的奇迹，早已成
为国 家 级 生 态
建设示范区、国
家 AAAA 级 旅
游景区、全国农
业旅游示范点、
国家 级 地 质 公
园和 内 蒙 古 自
治区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成为人类治理沙
漠的典范。恩格贝的名字走出沙漠，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恩格贝三个字，同恩格贝土
地上所有的一切，如不朽的丰碑，深深地刻
在我的心上。

三

伴随着恩格贝的治理和开发，恩格贝
不仅成为治理沙漠、改变生态环境的综合
示范区，而且也成为撤盟建市后的鄂尔多
斯又一闻名中外的休闲旅游度假之地。沙
漠生态旅游，成为恩格贝又一亮丽的风景
线。

今天的恩格贝，开设了沙漠绿洲观
赏、沙漠峡谷、飞来湖游渡、沙漠珍禽动物
养殖和沙漠风情旅游等多个旅游项目，新
建的现代化宾馆大楼和一次可供 500 人就
餐的餐厅早已落成并投入使用，别墅型的
度假村格外引人瞩目。一条与 109 国道相
接的穿沙柏油公路从恩格贝穿过，同贯穿
东西沿黄河高速的柏油公路、包茂高速连
为一体。现在，从市政府所在地康巴什新区
到恩格贝，乘车只需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
达。恩格贝人以宽阔的胸怀，迎接着来自国
内外的宾客。

到恩格贝，在悦耳的驼铃声中，你一
定会被恩格贝志愿者创造的辉煌业绩所
感动；你一定会被沙漠深处没有任何污
染，清澈见底的天然沙湖所诱惑；你一定
会为神奇的响沙而惊叹；你一定会迫不及
待，参观世界上首个沙漠科学馆，了解荒
漠地区的人们是如何谋求生存和发展的，
感受恩格贝人创业的艰辛历程；你一定会
满怀激情，投身到治理沙漠、播种绿色的
志愿者队伍中，敞开心扉，与大自然和谐
相拥；你一定会在恩格贝二号水库边的鸵
鸟散养园，无所顾忌地与成群的鸵鸟交流
对话。夏天，在恩格贝的西瓜地，你可以吃
到世间最甜的西瓜；秋天，在恩格贝的葡
萄园，你可以边数边吃串串红了的葡萄，
尽情享受丰收的喜悦，一年四季，在 4000
亩的现代阳光农业循环经济示范园，追寻
绿色和生命……

在恩格贝，还有一处到过就永远不会
忘却的地方，那就是死人塔。抗日战争时
期，恩格贝曾经爆发过一场震慑人心的激
烈战斗。国民党军队傅作义的一支骑兵队
伍，在师长袁庆荣的带领下，抗击驻扎在黄
河沿线的日寇的行军途中，途经恩格贝休
息，被汉奸告密。日本鬼子偷偷包围了这支
队伍，一场残酷的战斗在这里打响，数百名
国民党抗日将士英勇战死沙场。今天，死人
塔虽然听不到昨日的枪炮声，立起了纪念
抗日将士的历史纪念碑，但留给后人的更
多的是深深的思考和警示！

21 世纪的今天，我站在恩格贝这块充
满生机和活力的土地上，近看眼前百花争
艳的花海，远望天边无际的绿洲，总是情不
自禁，心潮澎湃，总想放开喉咙，放声的歌
唱。“恩格贝”三个字，不仅凝聚着恩格贝志
愿者艰苦创业的心血和希望，“恩格贝”三
个字，也融入了我心中真挚而深厚的情感。
恩格贝，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