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音孟克和斯日吉宁布的孙女乐乐高考成
绩超过了北京大学医学部护理系少数民族生录
取线，但她最终根据自己的志向选择了东南大
学土木工程专业。这个选择让乐乐的父亲斯日
古楞愁坏了，乐乐在内蒙古上学时，他每周都会
带好吃的东西看望，“南京那么远，我多久才能
去看望孩子一次？我不太放心呀！”

巴音孟克笑着说：“当年在我们这一起干活
的有几个南京知青，我们关系特别好，你不放心
的话，可以请他们帮忙照看一下孩子啊。”斯日
古楞听后欣喜万分，迅速和孙惠山、武冰等南京
知青联系，没想到对方立马答应下来。得知当
年照顾自己的牧民的孙女要来南京读书时，武
冰、孙惠山夫妇和当年在布日都插队回到南京
的老知青们都非常开心，“照顾草原上来的娃娃
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嘛。”

也正是因为在南京求学，让乐乐多了十多
个爷爷奶奶。在乐乐入学军训即将结束时，学
校通知孩子们请家长观摩军训汇演，乐乐只好
向孙惠山和武冰发出邀请。两人很高兴，非常
愿意参加，武冰和老师介绍说：“我们是她的爷
爷奶奶，她的父母在内蒙古没有时间过来，我们
专门赶过来参加她的军训汇演。”两人给乐乐拍
了许多照片、视频，发给她的爷爷奶奶和爸爸妈
妈看。

后来，孙惠山和武冰怕乐乐在学校寂寞，经
常利用周末和节假日邀请她到家里吃饭，带她
游玩南京的景点。2018年冬天，武冰生病住院
了，巴音孟克给乐乐说了这件事情。乐乐听到
后立马带着牛奶和水果来看望。刚见面，乐乐
就说：“武奶奶，听说您生病了，爷爷奶奶让我代
表全家来看望您，祝您早日恢复健康。”看到乐
乐的到来，武冰内心感到非常温暖。

每到端午节和中秋节，武冰夫妇都是带着
粽子、月饼、水果和烧好的牛羊肉等美食去学
校，排解孩子的思乡之情。临近毕业，孙惠山和
武冰夫妇的儿子还带着乐乐到苏州游玩，参观
留园和苏州博物馆等苏州园林建筑。乐乐说：

“南京的爷爷奶奶们对我特别好，我在南京感受
到了家一般的温暖。”目前，乐乐虽然在美国从
事建筑相关的研究，但与南京知青“爷爷奶奶”
们的联系依旧未断。

今年盛夏，孙惠山、武冰、林天雄、郑月娥和
别培吉这五名南京知青回到乌审旗，回到当年
奋斗过的地方。得知老友归来，巴音孟克和斯
日吉宁布夫妇早早地前往鄂尔多斯站迎接。虽
然两人年岁已高，仍坚持每年与知青们相聚。
无论是知青们返回“第二故乡”，还是他们前往
南京，彼此之间的深厚情谊始终未断。

据《扬子晚报》

乌审旗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南大门”，地处鄂尔多斯
市西南端，全境深嵌于毛乌素沙地腹部，占据了毛乌素总
面积近三分之一。近日的一个下午，记者和鄂尔多斯学
研究会会长奇海林教授一行沿着包茂高速、府深线赶往
乌审旗。

记者原以为路边应该是一座座蒙古包和大片的沙
漠，但放眼望去公路两侧不仅分布着大片林草粮田以及
太阳能、风力发电、滴灌等设备，还有风吹草低牛羊现的
天然草原和湖泊。眼前一座座现代化的牧场，日渐消退
的沙漠点缀其间。

车辆刚进入县城，就看到“绿色乌审”的巨幅宣传标
语。记者了解到，“沙进人退”变“绿进沙退”的背后，是一
代代治沙人的绿色接力，背后还广为流传着南京知青治
沙的故事。

在乌审旗，记者见到了当年的牧民巴音孟克、斯日吉

宁布夫妇，两人和南京知青相隔半个世纪、跨越三代人的
感人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他们当年所在的乌审召公社
布日都大队位于牧区，牧民日常交流均使用蒙语。作为
当年公社广播站的广播员，巴音孟克是当地为数不多精
通汉语的人，自然而然地担当起了翻译的角色，成为牧民
和南京知青之间沟通的桥梁。

1968年，11名南京知青被分配至布日都大队，斯日
吉宁布当时是大队领导成员。大队特意准备了肥美的炖
肉、酥油和奶茶欢迎，南京知青却对这些食物不太习惯。
与南京知青们年龄相仿的斯日吉宁布经常去探望，像对
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照顾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当地
牧民与南京知青们一起放牧、剪羊毛、干农活，教他们学
会骑马，晚上也常常与知青挤在同一个炕上睡觉。斯日
吉宁布回忆说：“他们都是娃娃，不会说蒙语，也不会做
饭，我们常常一起劳动，一起唱歌。”

在阿贵希里小队插队的南京知青孙惠山回忆，乌审
召公社是荒漠化比较严重的一个大队，1969年的秋天，
乌审召全公社掀起了“治沙造林、改造草原”的秋季大会
战。“以前乌审旗的风沙非常大，只要刮风，好多蒙古包
都会被流沙压坏，到处都是沙子，牛羊的生存都成了问
题。”斯日吉宁布介绍，当地为了治沙，每年秋冬季节要
集中人力进行植树栽种沙蒿，很快就适应下来的南京知
青和牧民们在治沙造林大会战中一干就是二十多天。

武冰回忆说，毛乌素沙地中地势低、涵水多的地方
会长有沙蒿，当时的治沙方式就是集中人力从沙蒿密集
的地方挖掘出一部分移栽到明沙梁上，“虽然这种栽种
方法成活率不高，但是每年栽种的沙梁上总会有一片绿
地长出来。治沙大会战期间我们从早干到晚，每天就是
砍沙蒿、背沙蒿、栽沙蒿。”

据武冰介绍，当时荒沙梁上根本没有路，也没有车，
仅靠人用两根绳子背沙蒿。知青起初不会背，斯日吉宁
布就给他们做示范。把砍下的沙蒿捆好，把成捆的大堆
沙蒿放在一个稍微高的地方。然后坐在地上，把两端的
绳子套在两肩膀上，紧跟着猛地往后一仰、接着往前一
挺，顺势一跪就站了起来。平时劳动或者参与治沙大会
战的时候，他们总能碰到斯日吉宁布。孙惠山说：“斯日
吉宁布非常能吃苦，带领大家一起治沙、打井，她当时就
是我们南京知青改造沙漠、建设草原的标杆。”

斯日吉宁布很心疼南京知青，不仅教他们怎么做
饭，还教他们羊肉和牛肉的“正确”吃法。武冰回忆说：

“在沙漠里没有蔬菜吃，她教我们怎么在野地里找沙葱，
看到沙葱后就像发现宝贝一样，不仅可以做沙葱炒鸡
蛋，还可以包沙葱饺子。”

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孙惠山和武冰结为夫妻，
还与巴音孟克、斯日吉宁布夫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南京知青的故事广为流传

跨越半个世纪的情谊

十多个有爱的爷爷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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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日吉宁布（左）和巴音孟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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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女孩南京求学，
多了十多个疼爱她的爷爷奶奶

广袤的内蒙古乌审草原上，蕴藏着一段相隔半个世纪、跨越三代人的感人故事。1968年，武冰、孙惠山等南京知青来到了乌审旗乌
审召公社布日都大队插队落户。他们遭遇了语言障碍、生活技能不足等多重困难。在热情善良的牧民巴音孟克、斯日吉宁布夫妇等人的
帮助下，很快融入当地生活。他们一起劳作，并肩治理毛乌素沙漠，结下了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情厚谊。8年前，巴音孟克和斯日吉宁布的
孙女乐乐考入东南大学。武冰等南京知青对她关怀备至，如同对待自己的孙女一般。这让在南京求学的乐乐倍感温暖，无意间多了十多
个爷爷奶奶。武冰说：“我们在内蒙古得到草原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牧民的孙女来南京读大学，我们当然要尽心尽力陪伴。”

巴音孟克和斯日吉宁布的孙女乐乐与南京的爷爷奶奶在一起。 牧民教南京知青如何栽种沙蒿。

武冰（左）和孙惠山（右）参加乐乐的军训汇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