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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这几天下雨的话，还
能长点儿草，缓解一下旱情。”9
月的第一天，尽管草原的生长期
快过了，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
上的牧民毕力格仍在期盼一场
及时雨。而天气预报显示：近期
无雨。

今年入春以来，内蒙古中西
部持续高温少雨，锡林郭勒草原
上的牧民和牲畜，经历了连续多
年来的干旱。

草原“秃头”

今年 38 岁的毕力格，家住
苏尼特左旗洪格尔苏木乌尼日
勒图嘎查大队，养了 80多头牛、
100多只羊和30多匹马，有7000
亩左右的牧场。

草原上的生活，最好的节奏
是：冬季冰雪覆盖，开春后融化
滋润大地，草场开始复苏，夏季
充沛的雨水使草场快速返青，牲
畜们吃上两三个月的草，就能长
出一身膘来。

但是，“去年的冰雪不大，今
年开春至今，也没下几场雨”。在
毕力格的印象中，今年最早一次
下雨，好像还是在五六月，当时
雨量还可以。直到 8月初，才又
下了雨，至今一直就没怎么下雨
了。

没有夏季的充沛雨水，草原
失去了原有的生机。立秋后的草
场，看起来和春天时没太大差
别，放眼望去，光秃的土地上，牛
羊踏过之时，蹄脚能溅起一片尘
土。

在当地，毕力格认为自己只
是小户人家。大户人家，起码得
有一两百头牛、四五百只羊，家
里拥有上万亩的草场。

“草场比较大比较好的还
行，能坚持半年以上。”毕力格
说，他们这边就算雨水好，草也
长不了多高，也就 10厘米至 15
厘米。而如今，他的草场基本上
没有草了，好一点的草场还能坚
持一两个月。

早上 5时左右，毕力格就将
牛羊马放出去了。它们隔得远远
的，在近 7000 亩的草场上走走
停停，埋头寻找着一切能吃的东
西。

耐旱植物沙蒿和沙葱，星星
点点散布着些许绿色，单薄的叶
子大多被牛羊撸去，只剩下啃不
动的粗硬枝茎。有时，牲畜甚至
连草根都不放过，顺着矮小的杂
草，吃力地扯出根来，卷到嘴里，
吞进肚内，待天黑回圈后再反刍
咀嚼。

等不来雨，干旱却使沙尘暴
成了这里的常客。在毕力格的印
象里，今年起码也刮了三四次沙
尘暴了。大风刮过干燥的沙地，
卷起漫天黄沙，一米之外就看不
见人畜，一不小心就能尝到干涩
沙子的味道。在6月19日的社交
平台上，毕力格发出所拍摄的漫
天黄烟沙尘暴肆虐的场景。

“转场”求生

广袤无垠的大草原无法灌
溉，雨水是唯一的馈赠。只能靠
天收，一旦干旱缺草，牧民们通
常都会通过转场来求生。

苏尼特右旗牧民苏德家里
有三四十头牛，还有一些羊。在
他的印象里，因为夏天持续干
旱，最近还是8月18日左右下过
雨，对于锡林郭勒中西部草原来
说，这雨水来得太晚了，旱情基
本已成定局。

不过，今年苏尼特右旗的旱
情，相对于左旗来说要轻一些。
苏德只是个养殖小户，牧场的草
势虽然不好，但还能勉强支撑，
今年没有选择转场。

“转场的费用太高了。”苏德
算了一笔账：想要转场到数百公
里开外草势较好的东部草原，借
用别人的草场放牧，一头牛一个
月需要支付 300元左右的费用，
如果加上牛犊则需要 400元，一
只羊一个月也需要50元左右。

过去，转场是驾着大牲口拉
着的勒勒车，叮叮当当走上数
天，才能完成一次“逐水草而居”
的迁徙。而如今，转场则需要请
大货车运输，一辆大货车能够拉
上四五十头牛，每公里运输费高
达22元。

“去年为了转场，我花了 13
万元。”毕力格去年转场到 270
公里开外的草原，找的就是每公
里 22元的大货车。另外，部分羊

还转到了朋友的草场，才节约了
一部分费用。

今年，考虑到转场半年左
右，所需费用巨大，加之自己的
草场还能勉强放牧，毕力格没有
选择转场。“不过，镇里有 2000
多户牧民，今年有部分大户转过
场，去年旱情更严重，大部分牧
民都转过场。”

“我们这里有 4000 户左右
的牧民，今年的旱情比去年还要
严重。”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
宝力根苏木政府的相关负责人
说，今年有上千户的牧民选择了
转场，目前牛羊还没有回到自己
的牧区。

“虽然有下一点雨，但如今
大草原已经过了生长季，草长不
了多少了。”锡林郭勒盟林草局
草原站的工作人员说，他们还担
心旱情持续，草根坏死，草原退
化。今年，受旱情影响的牧民，草
料肯定是不够，向没有旱情的牧
区购买，这就需要资金。

多方救助

困难之时见真情。内蒙古中
西部大草原的旱情，通过社交平
台传开后，也引起了部分热心网
友的关注，他们在网上发起了一
些帮扶行动。

“家门口的事，怎能袖手旁
观呢？”锡林郭勒苏尼特左旗蒙
古族青年巴依，就是其中的一
位。今年 6月下旬，他在网络上
看到许多牧民拍视频反映草场
严重干旱的问题，于是毫不犹豫
地发起了帮扶行动。

今年 28 岁的巴依，自称是
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从事自
媒体行业。

“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这
句话彻底印证了牧民财产的脆
弱性。”巴依说，因为牲畜饲养出
售与周期的原因，当前牧民手里

真的没有钱，饲料得不到补给，
牧民和牲畜就会面临困境。部分
地区又受疫情影响，人员配合隔
离，家中劳动力不足，缺水缺草
料缺人力，所有的问题集中到一
起，困难可想而知。因此，他希望
社会各界关注草原旱情，让更多
的爱心力量加入到帮扶行动中
来。

巴依在线上发出号召后，短
短几天内，就有七八百名网友参
加捐献爱心，其中抖音大V巴图
安达出了 20000元。巴依共筹措
了 53400 元现金，准备购买草
料，缓解旱灾地区牧民们的燃眉
之急。

“远了买不了，近了又太
贵。”巴依说，当时草料含运费在
内每吨 1550 元。他找在牧区生
活的兄弟寻找草料，凌晨 3时从
家乡出发，赶到 500公里开外有
草卖的地方，购买了满满一大车
草料共 28.04吨，筹集的资金刚
好用完。

“当时给每户人家分了 6大
捆和 12小捆草。”巴依注意到，
在卸草时，牧民们连掉在地上的
一把草都不愿意浪费。“谁能想
到有一天草对于游牧民族会是
一种奢望？”他也知道，这些牧草
只是杯水车薪。

不过在路上，巴依还看到了
不少支援的车辆，在这个危难时
刻，草原儿女守望相助的场景，
令他感动。

虽然只能解燃眉之急，无法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社会各方
的救助对困境中的毕力格相当
重要。令他感到温暖的是，这个
夏天，上级主管部门畜牧局补贴
了现金 1000元，并发放了 1000
多元的饲料和草料。他所在的乌
尼日勒图嘎查大队，也收到了捐
赠的 20多车草料，他家分到了
价值 1.3 万元的草料，有 200 多
捆，可供家里的牲畜吃上 20多

天。

期盼雨来

“今年的旱情已成定局，如
果明年再这样没有好转，恐怕就
真的撑不下去了。”毕力格说，去
年和前年因为旱情，他共计贷款
了近 50万元，不料今年再遇旱
情。正常的季节牲畜都缺草吃，
过冬草料就更难了。

“饲料每公斤2.8元，草料如
今涨到了每吨1500元左右，还不
包括每吨 300元的运费。”接下
来，毕力格打算再申请20万元的
贷款，因为去年购买过冬的饲料
和草料，就花了19万元左右。

贷款购买的草料饲料，需要
坚持用到明年的开春，再加上
45天的休牧期，要到5月份才能
开始放牧。

为了减少过冬的压力，也有
牧民选择多出售一些牛羊。不
过，毕力格没有这样做。他觉得
以前行情好的时候，一头大牛可
以卖一万多元，现在价格掉得厉
害，一头只能卖到七八千元。而
今年三月份出生的小牛，就只能
卖到三四千元。

“牛羊肉的价格，和去年的
差不多，好部位的肉价格在每公
斤 100元左右，一般的肉价格在
每公斤 90元，没有因为旱情升
降。”在锡林郭勒盟农牧局的一
名工作人员看来，今年的旱情并
不比去年严重，牲畜吃的草料问
题不大，牧区间可以互相调配，
政府部门对牧民也采取了一些
救助措施。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气象
观测显示，入春以来，内蒙古中
西部地区降水较常年偏少五成
以上，部分地区连续无降雨日数
长达 100天以上，再加上气温偏
高、大风天多，土壤失墒迅速且
严重，大部地区出现重度以上干
旱，多地发生旱灾。

有消息称，目前受大范围降
水影响，内蒙古全区大部分地区
干旱已得到缓解或解除，干旱面
积占全区三成，以轻旱为主，主
要分布在牧区；较差墒情近四
成，接近去年同期，明显好于历
年同期。

但毕力格并未感受到旱情
有明显好转。尽管已到 9月，天
气转凉，草原的生长季就快结
束，但在这最后的关头，他仍渴
望着能够多下几场大雨，拯救干
渴的草原和牧民的牛羊。

据极目新闻

大旱让内蒙古草原变“秃”了
牧民们盼望着多下几场大雨，拯救干渴的草原和牛羊

近日，“可能要过一个没
有阳澄湖大闸蟹的中秋”的
话题引发网友关注。阳澄湖
大闸蟹经销商和养殖场工作
人员向记者证实，今年阳澄
湖大闸蟹开湖时间预计在 9
月下旬，中秋节确实无法上
市，最佳的品蟹时间为 10月
中旬。

一名在阳澄湖养殖大闸
蟹的蟹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因 40多天持续的高温

干旱天气，大闸蟹最后一次
脱壳上市的时间将延后，9月
下旬才能尝鲜。对此，有网友
表示，今年的中秋节将会是

“一个没有阳澄湖大闸蟹的
中秋节”了。

江苏阳澄湖大闸蟹股份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今年阳澄湖大闸蟹的开
湖节预计在 9 月 22 日或 23
日，往年也都是在 9 月 20 日
到 25日之间。因为今年气温

高，水草容易腐烂，多种因素
导致大闸蟹蜕壳较晚。另外，
今年中秋节是 9 月 10 日，比
前两年要早，因此中秋节肯
定是不能开湖了。

记者查询发现，2017 年
至 2021年 5年间，除 2019年
中秋节在 9 月 13 日，其它几
年均在 9 月 20 日以后，与阳
澄湖大闸蟹开湖节的日期相
吻合。

据极目新闻

今年中秋节，阳澄湖大闸蟹“爬”不上餐桌
预计9月下旬开湖，此前所售都是假货

蟹农进行大闸蟹试捕蟹农进行大闸蟹试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