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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1 日至 22 日，鄂尔多斯学研
究会会长奇海林应邀参加“内蒙古打造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升级版暨高质量
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工作现场推
进会”。

■5月24日晚，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会
长奇海林应邀参加了鄂托克前旗马兰花
广场“大地流彩”内蒙古自治区首届和美
乡村农牧民气排球比赛开幕式。

■5月 26日，由鄂尔多斯市农牧局、

鄂尔多斯市委党校、鄂尔多斯学研究会
共同组织召开的《共同富裕鄂尔多斯》书
评座谈会，在鄂尔多斯文献馆举行。

■5 月 29 日，鄂尔多斯市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研究中心举办贵州
省黔东南州台江县统一战线工作暨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训班，鄂尔多斯
学研究会会长奇海林作《模范自治区建
设鄂尔多斯实践》专题讲座。

（学言）

□奇海林

2024年12月25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
登农民日报记者巩淑云等撰写的长篇报道《瞧，
内蒙古有了新“三宝”》，文中对“三宝”进行了概
括性描述：“那达慕，‘燃’了四季，聚了人气；乌
兰牧骑，暖了人心，‘种了文化’；‘草原村排’火
了生活，旺了精神”。从此开始，“草原村排”是
个宝就在鄂尔多斯农牧民中间流传开了。

一、源头活水

有史以来，草原牧人几乎没有玩耍排球的
习惯，那为什么会在鄂托克前旗出现排球热
呢？哲人朱熹有言：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

2024年12月18日，《扬子晚报》四版刊登刘
浏、闫春旭撰写的文章《50多年前南京知青撒下
草原村排种子，“草原村排”今夏梦想花开，火爆
全网》，文章写到，“草原村排”发起人马·呼格吉
拉图说：“感谢南京知青，他们不仅教我们唱歌、
跳舞，还教我们打排球。我们从此对排球有了感
情，心中有了排球梦，当年的梦想如今盛开出了

‘村排’这朵美丽之花。”原来，1968年10月，1087
名南京知青奔赴鄂尔多斯草原鄂托克旗（当时还
没有鄂托克前旗）、乌审旗插队落户。他们住到
农牧民家里，学会了放羊、打井、挖水库，一起生
活，互帮互助，多年来结下了深情厚谊。

1971年，鄂托克草原上的第一支女子排球
队成立，队员均为当时插队的南京知青。当年
的女排队员、南京知青陈晓今还记得，旗里到各
个公社招会打球的知识青年，她很荣幸地被录
取了，“大家都是从各个公社来的知识青年，我
们亲如姐妹，同吃同住同训练，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我们天天训练，虽然身上有疼痛，但是教练
对我们的关怀无微不至，我们没有任何埋怨，用
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痛并快乐着’。”陈晓今回
忆，当时大家非常团结，一心练好球，集训了一
段时间后就到银川石嘴山和伊克昭盟的企事业
单位比赛。“当年排球在草原上还是个新鲜事
物，特别是女排，大家更感到新鲜，对我们特别
热情，都拿出最好的食物款待我们。”她骄傲地
说，当年巡回比赛她们排球队几乎场场都赢，仅
仅输过一场，因为对手有两位北京来的专业排
球队员。

当年的女排队员董逸仙曾就读于南京九
中，高中时就学过排球、篮球等体育项目。她
插队在鄂托克旗原阿尔巴斯公社尔格图大队，
主要劳动任务是放羊。每次劳动结束后，大家
就喜欢聚在一起打排球。她说：“我们最初打
排球不是为了比赛，主要是强身健体和娱乐。
当地农牧民的文化生活很匮乏，以前没打过排
球，排球很快就融入农牧民们的生活中，我们
和农牧民一起打，增进了彼此的感情。”董逸仙
印象最深刻的是到棋盘井的铁厂进行比赛。
当时正好放假，大家穿着短袖在小学里训练，
场地里都是沙土和煤渣，如果摔倒膝盖很容易
受伤，但大家依然热情很高。她激动地说：“观
众主要是工人和家属，也有周边的农牧民，大
家不断拍手叫好。虽然我们的水平不算太高，
但整个比赛过程气氛很热烈。”董逸仙回忆虽然
她们那支排球队不久后解散了，但和当地农牧
民一起打排球的传统一直在延续。半个世纪前
播撒下的排球种子，现在生根开花结果，成为远
近闻名的“草原村排”。

鄂托克前旗南京知青档案纪念馆馆长李玉
奇称，南京知青到来之前，草原上没有排球队，
更没有比赛活动。看到南京知青打排球，农牧
民们跟着打，大家多了一项文体活动，越传越
广，鄂尔多斯草原上就这样兴起了排球运动。

笔者曾对《光明日报》和《农民日报》记者讲
过，自打南京知青与草原牧人同吃同住同劳动

以来，“草原村排”就成为群众自嗨活动，党的十
八大后，当地政府积极引导扶持，村民参与的积
极性更加高涨，比赛活动愈来愈多，影响力也越
来越大，媒体友人给予发酵发声，“草原村排”便
扬名四海了。

二、火了生活

小小排球，四海乡愁，汇聚欢腾的节奏。天
地吉祥，歌声飞扬，草原是快乐的主场。草原村
排，一半烟火，一半豪迈。激情不谢幕，奋进不
止步，赛场挥舞着幸福的路。

近年来，鄂托克前旗年均举办“青少年赛”
“老年赛”“邻里赛”等排球赛事超400场，形成了
“周周有比赛、人人可参与、全民共健身”的良好
氛围。赛事期间，一条专属于各地游客的绿色
入场通道，是最温暖的步道；本地商户无偿为观
众发放饮品，是最暖心的见证；冠军球队“反捐”
奖品并献上祝福，是最暖场的言行；青年志愿者
的呐喊助威，是最亮丽的风景。赛后，现场观
众、志愿者第一时间清理垃圾，体现了“暖城”担
当；赛场外，田间草原，你家帮我收辣椒，我家帮
你剪羊毛，有事你说话，成为鄂托克前旗农牧民
的共识。诸如此类自发的暖心之举汇集而成新
时代的文明风尚，代言了鄂托克前旗的团结奋
进形象。

鄂托克前旗把排球赛事与民俗文化、红色旅
游、特色美食等结合起来，构建“体育+”发展模
式，不断释放排球运动附加值，助力乡村振兴。
在组织举办排球赛事的同时，在排球赛场周边开
展羊皮服饰、奶食品、“非遗”手工艺品以及农特
产品展示，设立小集市带动传统奶食品、鄂托克
前旗羊肉、蒙古刺绣等产业发展，比赛奖品是本
地羊、本地牛等农特产品，皆为农牧民增收致
富。同时，将体育项目与文化旅游相融合。2024
年，配套开发5条精品旅游线路、6处民俗文化体
验区、15个体验项目和20多种特色旅游产品，累
计接待游客14.3万人次，更好地带动赛事周边消
费，不断提高赛事影响力，将“草原村排”打造成
全国知名的群众体育赛事品牌，实现三产有效增
收，让老百姓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真正实现
美了乡村、兴了产业、富了口袋。

昂素镇打造符合特色、贴合实际的排球运
动吉祥物“朝宝”，开发了19种文创产品，让排球
文化活了起来、火了起来。“草原村排”辐射范围
早已从球场内扩散到球场外，由体育运动辐射
到旅游消费、乡村振兴等领域，成为乡村振兴发
展的“新引擎”。“草原村排”各项活动开展以来，
吸引全网浏览量超3.2亿次，在线观看人数共计
493.2万人次，点赞量超530万人次，进一步扩大
了“草原村排”品牌影响力，助力鄂托克前旗接
待游客 21.4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4.06 亿元。

“以球会友”是昂素镇农牧民热情的表达，“全民
排球”是昂素镇独特的文化符号，“排球特色小
镇”不仅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文化力”，还绘就了
乡土文化的生动画卷，成为草原上的一张亮丽
名片。巴彦希里嘎查党支部书记道格图其木格
回忆说，以前牧民闲下来就凑在一起喝酒打牌，
如今大家有点时间就打排球，集体意识越来越
强，邻里关系变得更融洽。“嘎查工作人员经常
和牧民们一起打球，一些工作在球场边就解决
了。”道格图其木格说。昂素镇网格员阿木古浪
也发现，开始打排球后，牧民之间的交往变得更
密切。草原牧民居住分散，虽说是邻居，近的相
隔一公里，远的相隔十几公里，平常来往不多。
如今，大家一起打排球，邻里关系更好了。“排球
比赛就像一根把农牧民系在一起的绳子，让农
牧民更团结。”昂素镇牧民呼格吉拉图每天要照
料 4800 多亩草场上的牛羊，从日出忙到日落。
但不管白天多忙，晚上的时间都要留给排球：

“白天属于牧场，晚上交给球场。”排球给了他好
身体，59岁的人，能一连做七八个引体向上。

2024年12月15日，在鄂托克前旗昂素镇的
排球场上，夕阳的余晖洒在正在激烈比赛的队
员们身上，汗水与泥土交织出草原独有的气
息。乌其日勒与谢永红是公认的“黄金搭档”，
他们在赛场上默契配合，共同为球队的胜利拼
搏，场下，两人更是无话不谈的好兄弟。“排球让
我们走到了一起，无论是训练还是比赛，我们都
能感受到彼此之间的信任和支持。这种友谊，
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
涵。”乌其日勒深情地说。谢永红补充道：“在排
球场上，我们不分你我，这种团结一心的精神，
正是我们战胜对手、取得胜利的关键。”

随着“草原村排”声名远播，四面八方的游
客纷至沓来，不单为看排球比赛，更为体验鄂托
克前旗的秀美自然风光和独特风土人情，强力
助推鄂托克前旗旅游业的发展，从“吃住行”到

“游娱购”，带动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产业持
续增收。除了赛场上的竞技比拼，“草原村排”
还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促进各民族之
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鄂托克前旗建立了南京知
青纪念馆和“草原村排”展厅等教育实践基地，
生动讲述排球运动背后的民族团结佳话。纪念
馆内，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件件珍贵的实
物，讲述着南京知青与草原牧民之间的深厚情
谊。每当有游客或学生前来参观，讲解员都会
深情讲述那些动人的故事，让人们深刻感受到
排球运动在促进民族团结中的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在“草原村排”的影响带动下，矛
盾化解、社会治理、民族团结、乡风文明、乡村振
兴等一系列工作也“转”起来、“活”起来，农牧民
群众从过去相约饮酒打牌到现在组队打球锻炼，
从过去只知道开荒打井到现在有意识地生产加
工、包装销售自家农畜产品，拓宽增收渠道，“草
原村排”不仅吹开了草原文明新风，还为乡村全
面振兴注入了内生动力，美了乡村、富了乡亲。

三、旺了精神

“草原村排”不仅是有形有感有效的体育运
动，更是一种凝聚人心的精神追求。赛场上的
你扣我杀，赛场下的切磋交流，真正激发了农牧
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老百姓都认为“草原村
排”是他们自己干出来的，参与感、荣誉感十足；
他们又从“草原村排”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干
劲变得更加充足。“草原村排”真正做到了与农
牧民群众共建共享共奋进。

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文明实践项目是
2022年 8月由昂素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策划发
起的一项落实全民健身、建设体育强镇的体育
健身类文明实践项目。目前，“草原村排”已成
为鄂托克前旗的一张响亮名片，为社会各界、各
族人民交流交往搭建了新的平台，为乡村振兴
提供了“文体+”的创新模式借鉴，更是农村牧区
富起来、美起来，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断充实起
来的生动写照。

鄂托克前旗将红色文化、农耕文化、草原文
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与“草原村排”文化深度
融合，统筹线上线下各类媒体资源，充分挖掘和
广泛宣传排球运动“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
言败”的精神品格，对照“蒙古马精神”和“三北
精神”，以及各族群众“一起走过”“一起走来”的
历史史实，生动展现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
繁荣发展的精神风貌，为北疆文化鄂尔多斯实
践注入鄂前旗新动力。

“草原村排”承载了南京知青的一段艰难岁
月，用半个多世纪的积淀种下了连接南北、促进
各民族深度交融的“石榴籽”，2024年邀请南京
玄武区高级中学排球队前来鄂托克前旗传经送
宝，鄂托克前旗村排队员回访南京切磋交流，通
过开展体育赛事角逐、文化交流互动、歌舞串烧
表演、特色美食推介等活动，将各民族优秀文艺
创作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植入“超级星期六”友谊

赛，搭建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舞台。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在这里凝聚，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这里展现，在情感熏陶与体育实践的双重
作用下，提升了鄂托克前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点燃了大众对排球的热情，凸显了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在北疆草原的鲜活实践。

对标“贵州村超”，组织“草原村排”赴“贵州
村超”学习交流，邀请“贵州村超”到访“草原村
排”，在交流现场开展体育赛事角逐、文化交流
互动、歌舞串烧表演、特色美食推介等，将“蒙”

“黔”两地各民族优秀文艺创作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植入“超级星期六”友谊赛、“草原村排”超级
联赛等赛事中。特别是在去年鄂尔多斯“草原
村排”暨沿黄九省区农牧民排球邀请赛中，来自
陕西、宁夏、甘肃等九省区 103支参赛队伍 1030
名运动员齐聚排球特色小镇，超7万名球迷观众
现场观看，汇聚起“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浓厚氛
围。今年 5月 24日，“大地流彩”内蒙古自治区
首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排球比赛共有来自自治区
12 个盟市以及宁夏等毗邻省区的 77 支农牧民
队伍、700余人参赛。一个小小排球，联络起东
西南北，交往着各族儿女，“草原村排”谱写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鄂前旗实践范例。

中国排球名将郎平在“草原村排”现场说：“我
真没想到在祖国北疆的鄂尔多斯有这么多热爱
排球的农牧民，他们通过排球互相了解增进友
谊”。我们积极宣传排球运动“祖国至上、团结
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品格，以各族
群众“一起走过、一起走来”的历史史实，展现祖
国各地“”非遗”文化，搭建起区域之间、民族之
间的互动桥梁。热闹的体育赛事，改变了农牧
民曾经喝酒打牌的消闲方式，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文化力”，吹来了草原“文明风”，全旗矛盾纠
纷下降 15%。仅 2024 年 7 月一个月，鄂托克前
旗接待游客 21.4万人次，旅游收入 4.1亿元，同
比增长 24.4%和 22.6%，“草原村排”全网点赞阅
读量超30亿，入选新华社《影像见证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5年体育辉煌》。

综上所述，“草原村排”出圈不是目的，闯出
新路、实现鄂托克前旗经济高质量发展才是追
求。鄂托克前旗将深入挖掘“草原村排”文化品
牌价值，大力发展“赛事经济”，推动农文旅体商

融合发展，真正将“草原村排”的“流量”转化为
社会效益的“质量”和经济效益的“增量”，闯出
一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富裕
的鄂托克前旗新路径。

四、富康两兴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健
康中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
需要高质量发展，而高质量发展需要劳动者有
健康的体魄。

鄂托克前旗积极发展“体育+”新业态，通
过在排球赛场周边设立“后备箱”小集市，吸引
旗、市、自治区及其他省市农牧民参与排球比
赛等形式，带动鄂托克前旗羊肉、传统奶制品、
风干肉、蒙古族刺绣等特色产品远销各地，旅
游综合收入突破历史新高，扎扎实实地实现

“强壮体魄，美丽村庄、兴旺产业、富裕百姓”的
现代化要求。

因为“草原村排”的火爆与出圈，主动前来

鄂托克前旗对接洽谈、合作签约的企业络绎不
绝。“自己花钱买了一些这里的产品，就是带给
朋友们尝一尝，希望我们这边的产品在西安发
展得更好、更远。”太乙农业集团选品人宋健被

“草原村排”的网络宣传深深吸引，特意从西安
“带着资金来敲门”，带着农特产品走出“大草
原”进大超市，搭网络“红线”端上全国百姓餐
桌，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实现农牧民增收致富。

“我们从鄂尔多斯暖新闻上看到，咱们鄂托
克前旗要举办‘草原村排’，我就带着家人和孩
子过来了，这个小镇很 city。”来自东胜的游客韩
超卉说，她将鄂尔多斯“草原村排”作为首选假
期度假地，来跟着“草原村排”品美食、观美景、
去露营，享受生活。几十个大小不一、形状各异
的露营帐篷和天幕，错落有致地搭在草地上，游
客们或嬉笑拍照，或在帐篷旁悠闲交谈，尽情享
受惬意的时光，自在松弛。

每当村排赛事期间，走在赛场外的各个展
区，很容易感受到“草原村排”出圈带来的火热
气氛，路边的文创产品店里挂满了吉祥物“朝
宝”挂件，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选购。“爸爸妈妈
今天带我来到了‘草原村排’，这里有很多好吃
的、好玩的还有好喝的，手上拿的这个是吉祥
物，它的名字叫‘朝宝’，是我在这个暑假中最开
心，有意义的一天。”朱桐槿小朋友开心地说。
在这条街道上，奶食品店老板穿着印有“草原村
排”的文化衫，公交车印着“草原村排免费接送”的
标语，都让人感受到了“草原村排”的满满情义。

地摊免费摆，美食不涨价。烤肉串便宜又
好吃，一口下去好吃到眯眯眼。没有套路，随便
问一个当地人，推荐的都是当地地道美食。一
整条街，太阳饼、铜锅奶茶、羊杂碎、粉皮汤、肉
包子、炖羊肉、羊肉串、麻辣烫，吃腻了再来瓶乳
清饮料或者冰镇酸奶解解腻……来自新疆的游
客佳佳说：“我恨不得带 8个胃，连蜂蜜都好吃，
每一种都好吃到不行。”

“草原村排”融合了群众体育文化、民族文
化、非遗文化、特色美食文化在内的多彩乡土
文化，孕育了团结自信、热情包容的网络文化
内容风尚。

鄂托克前旗靠着“草原村排”火出圈了，无
需门票，只要带上你的向往就行，没有门槛，情
到之处，会呐喊高歌即可，而“草原村排”之外，

就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跟着“草原村排”一
起品美食、去旅行、看发展，解锁更多意想不到
的惊喜，感受“奋进鄂前旗”的热情与魅力吧！

今年 5月 24日，我有幸应邀以一个老球迷
身份在“大地流彩”内蒙古自治区首届和美乡村
农牧民气排球比赛开幕式中场亮相即兴点评了

“草原村排”有五大特点。一是“草原村排”是群
众自嗨活动，在内蒙古已经成为同那达慕、乌兰
牧骑一样的北疆新时代的新三宝；二是“草原村
排”联系着东南西北，交往着各族儿女，它已经
成为交往交流交融的鄂托克前旗方案；三是“草
原村排”的本质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
质，所以，“草原村排”是体育强国的鄂托克前旗
范例；四是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全民健康体魄，

“草原村排”是健康中国的鄂托克前旗蓝本；五
是“草原村排”还是北疆文化花园里一朵亮丽的
马兰花。五句话概括了“草原村排”是当下鄂托
克前旗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办好两件大事，推进

“三个四”工作的鄂托克前旗实践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