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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牧民。”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农业界

别小组讨论会场上，第一次以政协委

员身份发言的廷·巴特尔如此介绍自

己。这句话，是他在很多公共场合的

开场白。

厚实的身板，黝黑的皮肤，浓黑

的眉毛，衣着朴实，脚下蹬着一双布

鞋，看上去，就是草原上最常见的牧

民。丝毫看不出，他身上有着诸多的

荣 誉 和 头 衔 ： 开 国 将 军 廷 懋 之 子 ，

“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全国劳动模范、改革先锋、最

美奋斗者……

牧民，是廷·巴特尔最骄傲、最

来之不易的身份，述说着他扎根草原

50 年不变的情怀。

牧民，也是廷·巴特尔作为政协

委员履职尽责的立足点。

■ 努力成为一名真正的牧民

萨如拉图雅，在蒙语中意为“明

亮的霞光”。

廷·巴特尔是在父亲的一张军用

地图上找到这个地方的。彼时，刚刚

经历过“文革”冲击动荡的他只有两

个要求：一是去一个远离城市、没人

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二是要有

水源。他仔细找着，手指指向了位于

中国十大沙漠沙地之一、距北京最近

的风沙源——浑善达克沙地边缘的萨

如拉图雅嘎查。

1974 年，19 岁的廷·巴特尔作

为知青，一头扎进了这片“沙窝子”。

当 时 ， 大 队 里 有 11 位 巴 特 尔 ，

为了区分，大家都称呼廷·巴特尔为

“ 斯 赫 腾 巴 特 尔 ”， 也 就 是 “ 知 青

巴特尔”。但他却憋着一股劲，给自

己立下“军令状”：“我不只要做‘知

青巴特尔’，更要成为大家心目中的

‘牧民巴特尔’！”

成为牧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刚

来到草原时，牧民们要做的活，廷·

巴特尔一样都不会。第一次学着打

草，他甚至跟不上牧民妇女的速度。

但他肯吃苦、愿钻研，凡是牧民们生

产生活需要的，他都主动找人请教。

很快，他就学会了骑马、放牧、接

羔、打草、剪羊毛，开始尝到劳动的

乐趣。

可 是 ， 过 了 劳 动 关 ， 还 有 语 言

关。廷·巴特尔说，嘎查 90%的牧民

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说，很难交流，他

就找到一本蒙语课本，每天劳动结束

后在蒙古包里学习，白天就试着用简

单的蒙语和牧民们交流，进步飞快。

“苦不苦？苦。行不行？只要坚

持过这一段时间就一定能行！”廷·

巴特尔鼓励自己。他知道，做一个牧

民没什么捷径，只有实实在在地干

活，不要把自己当作是城里来的，他

不会的事还有很多。

廷·巴特尔的努力，牧民们看在

眼里。他们发现，这个城里来的知

青 ， 有 拼 劲 ， 更 有 韧 劲 。 渐 渐 地 ，

廷·巴特尔得到了人们的认可。1976

年，廷·巴特尔加入中国共产党，并

当选萨如拉图雅大队队长。在牧民们

信任的目光中，他开始思考：怎样才

能改变嘎查的贫困面貌，让牧民们的

生活过得更好？

“那时的嘎查年人均收入 40 块钱

左右，很多村民家里连被褥都没有，

只有一个空荡荡的蒙古包。从棉袄上

拽点棉花捻个捻儿，插在羊油里面就

成了灯。因为用牛粪烧饭，蒙古包里

都被熏得黑黑的。”廷·巴特尔记忆

犹新。但当了队长，就是这个集体

的“父母”，每一位牧民们的衣食住

行，今年养多少头牛、多少只羊，遇

到灾年怎么度过，一桩桩一件件都化

成了他肩上的担子。大队里的乳粉厂

设备落后，生产出的奶粉质量也不过

关，廷·巴特尔就四处奔走，从上级

部门争取到更为先进的生产设备，又

到其他地区的奶粉厂“取经”，改进

生产工艺。一年下来，年产量增加到

14、5 吨，厂子扭亏为盈，有了 5 万

元的收入。

寒来暑往，春去秋来。知青返城

热潮开始后，草原上的知青们也陆续

离开。此时，廷·巴特尔的父亲已经

是内蒙古军区政委、自治区第二书

记，负责落实政策工作。但出乎所有

人意料的是，在大家“把他用牛车送

过去”“当官的孩子来镀金的”的议

论声中，廷·巴特尔却留了下来。

他就这样，把根扎在了这片草原

上，一待就是 50 年。

“就算是镀金，你见过镀一两年

的 ， 见 过 镀 一 辈 子 的 吗 ？” 廷 ·

巴特尔说。

■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2019 年 3 月 9 日，全国政协十三

届二次会议的“委员通道”上，廷·

巴特尔回答记者关于草原生态建设的

提问时说：“为了更好地保护草场，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怎么做出样子？廷·巴特尔总是

在自家的牧场上率先开始实践。

1983 年 ， 萨 如 拉 图 雅 嘎 查 开 始

推行草原畜牧双承包制。一些牧民在

拥有自己的草场和牲畜后，盲目追求

增加牲畜头数，不考虑草场的承受能

力，草原退化严重，生态环境日益恶

化。已经多久没见到过“天苍苍，野

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作

为嘎查长的廷·巴特尔忧心忡忡。他

意识到，必须要作出改变。

廷·巴特尔在自家的草场上实行

“划区轮牧”。他把草场封闭起来，根

据不同的地貌划分区域，实行四季轮

牧，使每块区域的草场都有充足时间

休养生息。另外，他在“委员通道”上

提及的“减羊增牛”的“蹄腿理论”，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实践的。“按照草畜

平衡制度，每 5 只羊折算 1 头牛。但是

养 1 头牛，只有 4 个蹄子踩踏草原，养

5 只羊，却有 20 个蹄子踩踏草原，而且

牛吃过的草场留有较高的草茬，羊却连

草根都要刨食，对草原生态的破坏更加

严重。哪个更合算？”廷·巴特尔向牧

民解释。

“说的不如干的，得先做出个样子

给大家看看，大家才会信任你，说出的

话才顶用。”廷·巴特尔说着，卖掉了

自家的 60 只羊。几年下来，他的草场

养出了最肥壮的牛，打草量也比其他牧

民更多。做出了样子，自然就打动了牧

民，愿意跟着他学习的人越来越多。

廷·巴特尔还探索着种植改良盐碱

滩的植被。他听了专家的建议扦插黄

柳，截留 30 厘米长的柳条，扎到沙子

里生根。不想连续两年，扦插的柳条都

枯死了，一棵没活。

“专家讲的是科学，肯定没错。那

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廷·巴特尔一次

次实践、记录、总结。他发现，自己所

在的沙地草原较为干旱，需要截留 80

厘米的柳条，下面的部分就相当于输水

管道，能够输送地底的潮气，维持柳条

的水分。终于，柳条全活了。

实践，就是实践，这是廷·巴特尔

不 断 前 行 的 秘 诀 。 扎 根 基 层 的 50 年 ，

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尝试、总结、

前进的 50 年。他没害怕过失败，遇到

困难了，他不会停下，只会用更多时

间、做更多实验找到解决方法。

今天，在廷·巴特尔的牧场里，有

一 座 蓝 顶 白 墙 的 彩 钢 房 。 这 是 2009

年，廷·巴特尔在政府支持下建起来的

农牧民培训基地。

如果从座椅数量来看，这里绝对称

得上是一个“大课堂”。从建立之初，

慕名而来的农牧民就络绎不绝，有周边

地区的，有新疆、青海的，甚至还有国

外的，每年要接待上万人次。但作为讲

师的廷·巴特尔，却连讲义都没有，牧

民们希望听什么，他就讲什么。从生态

保护到科学养畜、算账理财，他把自己

这些年实践探索的经验倾囊相授。

他说，自己从没收过费用，也没想

过回报，连教室的卫生都是他和妻子两

个 人 打 扫 的 。“ 能 帮 助 牧 民 们 解 决 问

题，从我这里学点儿东西回去改变自

己，我就高兴了。”

在 牧 民 们 渴 望 的 眼 神 中 ， 廷 ·

巴特尔的培训基地从最初计划的只开 5

年，一年一年地继续下去，直到今天。

课程内容，也从“蹄腿理论”发展到

“四点平衡”理论。

“要在利润最高点、成本最低点、

生态最佳点、劳力最优点这四个点之间

找到结合点，也就是经济和生态效益的

最高点……”廷·巴特尔的声音被话筒放

大，传到培训教室外面，又被风吹向远方。

■ 从人民大会堂到草原深处

在廷·巴特尔的相机镜头中，草原

是一片美丽的家园——湛蓝的天空，波

光粼粼的溪流，长势良好的沙地柏、黄

柳、沙棘等，悠闲散步的牛群，偶遇的

狍子、狐狸、鹿等野生动物……

如何保护好这片家园，让草原更美

丽，是廷·巴特尔履职的关键词，也是

他未曾停步的思考。

“草是什么？草是粮食。牛羊吃了

草，产生优质肉蛋奶，是粮食安全的重

要保障。”

“草原是什么？草原是我国重要的

生态安全屏障，是农牧民赖以生存的家

园。”

林草兴则生态兴，廷·巴特尔深

知，无论是从生态安全的层面，还是从

大农业观、大粮食观的层面，脚下这片

绿色土地都至关重要。更关键的，是要

留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内蒙古守护着祖国的边境线，牧

民 更 是 边 防 守 护 不 可 或 缺 的 力 量 。”

廷·巴特尔连年呼吁国家重视边疆民族

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提供更多的倾

斜政策和项目，特别是在公路建设、电

力建设等方面要加大支持力度，以发展

促团结、以团结聚人心。

今年，廷·巴特尔的提案就是关于

提升边境牧区道路承载能力的。由于基

本构架不健全、道路通行能力不畅、承

载能力较差，边境牧区道路很难满足乡

村振兴、牧区产业转型升级和牧民群众

美好生活的需要。“应当充分考虑草原

牧区地广人稀、道路点多线长、管理养

护资金投入大的实际情况，按照差异化

养护原则，给予草原牧区提高建养资金

扶持和减少地方养护配套资金等方面的

倾斜。”廷·巴特尔建议。

另一件提案，则来自阿巴嘎旗的几

位牧民。阿巴嘎旗南部有一个浑善达克

沙地柏自然保护区，按照规定，在自然

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

生产设施，由此导致 10余户长期居住在

此的牧民无法通电。无奈之下，他们找

到廷·巴特尔反映。廷·巴特尔认为，

应当加强统筹协调，在生态保护和牧民

生产生活之间找到平衡点，才能最大程

度激发牧民参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真

正做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廷·巴特尔的提案，大多从草原中

来、从牧民中来。他时常到牧民中间去

做调研，有时候会带着阿巴嘎旗政协委

员，组成调研团，有时候只带上妻子，

边走边看，听听牧民们的心声，也得到

很多有益建议。这些声音，被他从草原

的深处，带到全国两会上。

“我的文化程度不高，只会谈一谈

牧民们的生活，提一些修桥架路的建

议。”在全国两会这个中国民主的殿堂

上，廷·巴特尔总是用朴实的话语，为

牧民发声。

而每年全国两会闭幕后，廷·巴特尔

的大课堂，都会“变身”为全国两会的宣

讲课。他将两会精神从人民大会堂送到草

原深处，用通俗易懂的话语传递给牧民，

激起他们奋斗的热情和干劲。

“我们内蒙古的牧民有责任保护内

蒙古的大草原，让内蒙古的草原更美

好。”这是“委员通道”的最后，廷·

巴特尔说的一句话。这是他的决心，也

是对于未来深深的期盼。

廷·巴特尔是一个牧民，但牧民却

不只有廷·巴特尔。广袤的草原上，牧

民们如点点星辉，汇聚起来，点亮保护

生态、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廷·巴特尔：扎根草原 50 年
本报融媒体记者 王亦凡 杜晓航

去 程 ， 我 们 从 锡 林 浩 特 市 向 东 北 而

行 。 沿 途 ， 牧 草 已 经 返 青 ， 与 蓝 天 白 云 相

映 衬 ， 鲜 少 见 到 大 自 然 的 我 们 不 觉 沉 浸 在

如画景色。

然而，廷·巴特尔委员的感受却与我们

截然相反。刚一落座，还没开始采访，他便

自顾自地开口，语气中满是担忧：“今年的

雨水太少了！”我们这才知道，对于靠天吃

饭的牧民们来说，现在实在没有欣赏美景的

心情。因为雨水太少，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旱

情，草场的长势很不理想。

接着，廷·巴特尔又将话题转向了人工增

雨。早在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第一年，他就提

出建议，要在牧民中加强气象科普，向他们解

释降水的原理、干旱形成的原因、人工增雨的

必要性，帮助他们认清人工增雨的利弊。廷·

巴特尔说，几年过去，自己的观点没变，但希

望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工增雨也能够有更多科

技手段的支撑，更精准、更高效。

讨论完天气，采访正式开始。

回 程 ， 在 采 访 结 束 要 离 开 时 ， 一 场 瓢 泼

大 雨 竟 突 然 而 至 。 不 一 会 儿 ， 就 滋 润 了 原 本

干 涸 的 土 地 。 廷 · 巴 特 尔 的 心 情 ， 也 肉 眼 可

见 地 好 起 来 ：“ 要 是 能 再 多

下 几 场 ， 今 年 的 草

很 快 就 能 长 起 来

了！”

草 原 上 的 雨
本报融媒体记者 王亦凡 杜晓航

廷·巴特尔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十七大、

十八大、二十大代表，第十届全国

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

盟阿巴嘎旗洪格尔高勒镇萨如拉图

雅嘎查党支部原书记，“七一勋

章”获得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劳动模范、改革先锋、最美奋

斗者。

6 月 8 日，骄阳似火，装满各种货物的大型车

辆频繁进出三亚市天涯区佳翔物流产业园。园区内

的公共保税冷链仓储区、分拣分类区、农 （海） 产

品加工区、中央厨房加工区等地，工人们紧张有序

地忙碌着。

“园区正在探索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及保税物流服务+跨境贸易买全球卖全球的国际一

流高质量发展的现代科技物流产业’之路。期盼创

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带动更多人致富。”邢孔梅今

天有点忙。7 点前召开公司高管会议。会后赶往园

区，听取各部门汇报。下午，赶着参加天涯区组织

的安全生产会议。会后与客户洽谈业务，晚上 9 点

还得记录当天的工作内容……她享受着每一天在路

上的爬坡与“赶考”。

■ 汗水浇灌幸福花

物流一边连着需求方、一边连着供应方，容不

得半点差错。创业之初，邢孔梅以巾帼不让须眉之

姿全身心投入。每次送货，她亲力亲为，就是要保

证产品高质量和高效率的递送。由于当时路网不发

达，时常导致海南大量优质的产品丰产不丰收。面

对客户的失望与种养户的泪水，邢孔梅暗地发誓：

一定要答好“及时把产品保质交到客户手上，让客

户用得安心，种养殖户劳作有信心”的职业答卷。

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在一次次的送

货中，邢孔梅深知以最快时间交货是关键，更重要

的是货物要新鲜。她想到了航空物流和产品冷藏。

1994 年，三亚凤凰机场开通。邢孔梅第一次

尝试以航空代理的方式，运送一批海南产的海鲜、

优质农产品销往北京、上海、长沙、哈尔滨等地。

货物得到广大客户的认可，她也挖到航空物流的“第一桶金”。

“航空物流成本高，降本增效势在必行。”她一边针对客户的要求指导种养户

提高产品质量，一边与泡沫生产厂家共同钻研符合航空物流的装箱。艰辛的付出

赢得了客户们的赞许、合作伙伴的肯定、种养户的信任。

随着业务量的不断增加，2017 年，邢孔梅将目光瞄准了现代物流园区建

设，启动三亚佳翔航空货运农产品加工贸易冷链物流园项目。如今，项目的一、

二、三期已投入运营，以农产品生产加工及物流冷链仓储为核心，打造三大产业

融合发展及保税物流+跨境电商“买卖”特色物流产业步入佳境。每天，大约有

上千名劳动者在园区劳作。还带动三亚、乐东等周边市县水产品养殖业、种植业

的蓬勃发展。

2018 年，邢孔梅成为三亚市政协委员。在激动、高兴之余，她暗暗给自己

定了目标：一定要持续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勇于担当，用实际行动，写好

委员履职作业。

2020 年初受疫情影响，物流按下了“暂停键”。三亚、乐东等地瓜菜滞销，

不少种植户心急如焚，纷纷给邢孔梅打电话诉苦衷。面对每天上百个求助电话，

邢孔梅眉头紧蹙。她没有以各种理由拒绝，相反以高于当地瓜菜批发市场的价

格，在第一时间收购 4 万斤滞销瓜菜组织货车，克服各种困难送往湖北省武汉市

江汉区抗疫，向一线抗疫人员捐赠抗疫物资。

■ 用心用情答好政协之问

成为海南省政协委员后，邢孔梅通过参加省政协组织的各种调研、视察活

动，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她愈发感受到，要立足本职工作，提高建言质

量，推动“公司+农户+基地+远销”的产业经营管理模式，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实现企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双丰收”。

农村物流产业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堵点、难点有哪些？2023 年，三亚市

政协会议召开之前，邢孔梅深入三亚部分农村地区，走访部分农户和农业合作社

代表，摸清制约农村物流发展的主要原因，剖析问题思路，提出做好农村物流产

业发展规划、相关部门加强政策支持和指导等建议。市发改、市税务、市农业农

村等部门组织召开银企对接会，为物流企业“畅快跑”提出解决之道。三亚市政

府表示，将继续推进全市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物流配套设施，建立完善的物

流供应链管理体系，提高物流效率和质量，以物流业大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在省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邢孔梅提交 《关于加快发展海南农村现代物流产业

推进乡村振兴的建议》 的提案，呼吁有关部门在农村现代物流产业发展上给予财

政、税收、土地、信贷、保险等领域强化政策支持与专业指导。省发展和改革委牵

头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局、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省邮电局等单位对提案进行了

会办。从产业规划、基础设施、政策支持、人才培养等方面逐一进行了回应。

2025 年海南封关在即，如何补齐各项设施短板，高质量完成封关前的各项

准备工作？2023 年 7 月，邢孔梅参加海南省政协专项监督视察组，对梅村国际快

递中心、三亚凤凰机场国际航站楼、凤凰岛国际邮轮港、三亚国际游艇中心等地

进行封关运作压力测试考察。喜看全岛变化、感受发展成果的同时，她建议应协

同联动，理顺各环节各流程，各市县项目软件系统也要协同联动，便于执行和管

理，同时还应加强风险管控、充分开展压力测试。

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是众多企业家的期盼。2024 年 4 月，在三亚市营商环境

座谈会上，邢孔梅提出“对标国内一流优化营商环境重要量化指标，推动新一轮

营商环境服务提升”“经常开展‘送法进企业’的活动”“深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等建议。

“我承载着众多企业和群众沉甸甸的期待，所提的建议须字斟句酌、反复琢

磨，且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邢孔梅说。

谈及未来，邢孔梅表示，将积极走进乡村、走进群众、倾听他们的心声，多

做解疑释惑、调节关系、增进团结工作，为国计民生建言献策促发展。在本职工

作中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争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

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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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最美·时代奋进者
邢孔梅

海南省政协委员，三亚市政协委员，

省营商环境体验员，省交通物流协会副会

长，海南佳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获“全国三八红旗手”“海南省优秀政协

委员”“三亚市优秀政协委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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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孔梅邢孔梅 （（右二右二）） 在园区与员工交流在园区与员工交流

讲课中的廷讲课中的廷··巴特尔巴特尔 （（左一左一））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