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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易旗府

为了飞天的梦想

“ 没 想 到 额 济 纳 旗 的 地 域 这 么 辽

阔 ；没 想 到 额 济 纳 旗 的 胡 杨 林 这 么 壮

美 ；没 想 到 东 风 航 天 城 就 建 在 额 济 纳

旗境内。”到内蒙古旅游的不少游客面

对 笔 者 采 访 ，都 会 说 出 这 样“ 三 个 没

想到”。

多年前，额济纳人自觉舍弃了前两

个没想到，为创造后一个没想到进行了

一场历时 12 年的艰苦而伟大的迁移。

1949 年，额济纳旗实现和平解放。

1957 年，旗政府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考

虑牧业生产与经济发展需要，提出将旗

府从赛汉陶来搬迁至水草更为丰美的

宝日乌拉。经上级同意后，额济纳旗开

始在宝日乌拉建设新旗府。至 1957 年

底，新旗府土建工程基本完毕，包括工

青妇群团组织与商业、税务机构在内的

党政机关首批搬迁至宝日乌拉工作生

活。这是旗府的第一迁。

正当旗府新建搬迁工作接近尾声，

一道突如其来的命令，改写了额济纳旗

的历史，也将额济纳旗干部群众与中国

的国防尖端事业紧密相连。

1958 年 3 月 3 日，中央正式批准在

额济纳旗建设国防试验基地（今东风航

天城）。额济纳旗需向北迁移 140 公里

支持国防建设。

“移民不像打仗，一声令下，说走就

走。牧民的牲畜、水源、草场等，都是问

题。”当初，参与移民工作的人员对移民

的难度有着充分估计。

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额济纳

人的觉悟远超他们的想象。牧民们表

示：只要国防建设需要，让我们搬到哪

里就搬到哪里。随后，额济纳旗把第一

批搬迁到宝日乌拉的党政机关全部回

迁至赛汉陶来。这是旗府的第二迁。

当时虽已 5 月，但额济纳旗还没有

从寒冷的冬天中苏醒，搬迁的牧民们把

蒙古包和生活家当捆在骆驼身上，踏上

漫漫搬迁路。据当地史料记载，1958 年

全旗总人口为 996 户 4358 人，大小牲畜

存栏头数约 13 万头（只）。大搬迁开始

后 ，为 寻 找 适 合 牲 畜 生 存 的 草 场 与 水

源，迁出的农牧民在古日乃、孟格图等

地区四处迁徙。

1959 年，为了更好地集中人口和力

量发展经济，额济纳旗报请上级同意，

将旗政府由赛汉陶来搬迁至达来呼布

镇。1960 年，达来呼布镇正式被设为新

旗府所在地。这是旗府的第三迁。至

1970 年，最后一个嘎查完成搬迁。

在让出最好的牧场，迁出世代居住

的故土的牧民中，牧民扎木青巴特尔十

分特殊，他出生在搬迁路上。“听老人们

讲，我们搬家时赶着牛羊和骆驼，走了 3

天 3 夜，先后辗转了 2 个牧场。那时每

天都要不停地往前赶路。”扎木青巴特

尔说。

贡嘎也是搬迁的牧民之一。“从乌

苏荣贵嘎查搬出来的牧民，为找到适合

的草牧场，经过数次搬迁分散到四五个

苏木。当年不少牧民搬家时心痛得落

了泪，但却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

贡嘎回忆道。

那一次的大搬迁中，敖云格日勒还

不曾记事。她说，长大后母亲总会把她

领到宝日乌拉旧址，告诉她：“祖国的航

天事业发展在我们的故乡，我们的这一

生就是光荣的一生。”

“额济纳人不仅为航天事业奉献了

自己的家园，在经济发展上也受到一定

程度的影响。”曾任额济纳旗旗委书记

的乔金加布回忆，“即使到 2000 年，额济

纳旗的经济同其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相比，也是较为落后的。”

如今，步入东风航天城东侧的胡杨

林深处，有一块石碑格外醒目，上面刻

有“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党政机关旧

址 —— 宝 日 乌 拉 ”字 样 。 碑 的 背 面 记

载：根据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指

示，1958 年 5 月 12 日，中共内蒙古自治

区 党 委 作 出 决 定 ：额 济 纳 旗 向 北 迁 移

140 公里，以支援国防建设。

寒风飒飒，胡杨沙沙。无言的石碑

见证着额济纳人为祖国航天事业作出

的 无 私 奉 献 。 寒 来 暑 往 ，在 这 片 牧 场

上，一枚枚火箭一飞冲天，见证着中华

民族一步步实现“九天揽月”的梦想。

守护航天

弱水河畔的仰望

寒夜里，位于弱水河畔的东风着陆

场万籁俱寂。但每当国之重器飞赴苍

穹 ，额 济 纳 人 便 开 始 新 一 轮 的 仰 望 星

空。仰望，成为他们共同的习惯。

仰望的人群中，东风镇古日乃边境

派出所民警王朝山感触良多。从神舟

一号初次腾飞到杨利伟首次飞天，再到

神舟十九号成功发射，这些年，他多次

承担东风航天城的外围安保任务，不仅

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也亲历了

警务装备的不断升级。

“从初期的简易装备，到如今的‘智

慧边境一张图’APP 等科技化管边控边

平台的应用，执勤人员的点位信息实时

更新、回传平台，防控实现智能化、立体

化，管控效率大大提升。”王朝山说，能

够顺利完成任务，护航神舟问天，是他

们全体民警一生的骄傲与荣耀。

额济纳旗境内以古日乃边境派出

所 为 代 表 的 边 防 派 出 所 ，除 了 治 安 戍

边，还要承担东风航天城的外围安保任

务。每次发射任务实施时，他们都要对

辖区内的可疑进入者进行全面监控；任

务结束后，还要配合寻找相关的参数盒

和火箭残骸。

此外，为了保障每一次神舟飞船返

回舱的成功着陆，额济纳旗还组建由公

安、民兵、退役军人、农牧民群众组成的

军地联合搜救队伍，配合完成神舟系列

载人飞船发射、回收任务。

事实上，把祖国的航天事业当作自

己的事业，把配合试验任务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全力以赴支援航天，是额济纳

人由来已久的传统。

建设国防试验基地初期，每次飞行

试验，附近都会掉落不少各种型号的火

箭残骸。牧民只要发现异常的东西，哪

怕是一个小碎片，都会主动送到基地，

为后续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改进提供实

物样品。时任基地司令员的李福泽多

次打电话给当地政府，感激额济纳旗群

众对航天事业的支持和帮助。

1970 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一号”发射前夕，基地的 28 号被

临时用作发射控制计算中心。为了保

证线路安全，每个电线杆下面都有民兵

站岗放哨。额济纳旗的牧民们也主动

加入守护队伍。

1996 年，基地在温图高勒苏木进行

某 型 号 试 验 任 务 。 试 验 期 间 ，苏 木 党

委、政府主动腾出办公场所和学校供科

技 工 作 者 使 用 ，并 提 供 发 电 机 轮 流 发

电，组织牧民从远处拉水，解决执行任

务人员的吃住和用电用水等问题，保证

任务顺利完成。

2001 年，神舟二号发射时，着陆场

空中搜救分队需占用一块草场修建停

机坪，所占用的草场恰恰是牧民道尔吉

家中最好的牧场。在飞船成功回收后，

搜救单位领导亲自到道尔吉家致谢，并

提出给予补偿，道尔吉推辞不要：“这也

是神舟飞船的家，我们都是一家人，让

点地方是应该的。”

为更好地执行搜索回收任务，额济

纳 旗 、四 子 王 旗 等 地 纷 纷 组 建 骑 兵 和

摩 托 车 分 队 ，协 助 配 合 报 点 工 作 和 寻

找 飞 船 返 回 着 陆 时 散 落 的 零 部 件 。 7

次参加航天搜救任务的摩托车分队队

员李元超，自豪地告诉笔者：“每次执

行任务，我们都能感受到祖国的强盛，

能为航天事业贡献一点力量是我们最

大的荣幸。”

每当卫星和飞船成功发射，额济纳

旗的牧民们总是载歌载舞。回想当年

远离故土、辗转搬迁的情景，他们这样

说：“神舟起落是吾乡，付出的这一切，

值了！”

鱼水情深

温暖的“双向回馈”

初冬时节，额济纳旗寒意渐浓。顶

着寒风，驻扎在东风航天城的某部抽选

40 余 名 医 疗 技 术 骨 干 组 成 便 民 服 务

队，来到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开展送诊

服务。

闻讯赶来的群众把便民服务队围

得水泄不通。牧民韩学礼因为嗓子发

炎，早早排队就诊。部队医生为他检查

后，不仅提出治疗建议，还免费赠送药

品。“我们把‘东风’当家建，‘东风’把我

们当亲人。”韩学礼握紧医生的手，诚恳

地说。

额济纳旗地处偏远，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当地农牧民患大病就会转院

到部队医院治疗，部队也会派遣专家来

当地进行义务巡诊、医疗援助和业务指

导，为群众解决看病难题。曾任额济纳

旗卫生局局长的乌尼尔说：“只要是额

济纳旗转院到部队医院就医的患者，医

院不仅开通绿色通道，还减免部分医疗

费。仅在 10 余年间，部队医院就为额济

纳旗群众体检数万人次，从死亡线上抢

救回来的也有数百人。”

不仅如此，部队官兵还在支援地方

建设、抢险救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80 年，额济纳旗赛汉陶来苏木孟

格图嘎查刚成立时，搬迁的牧民没有居

所。驻扎在附近的官兵知晓后，运来建

房材料，苦干了近一个月，为该嘎查建

起 39 间房屋，解决了牧民居住问题。

2017 年 9 月 ，额 济 纳 旗 遭 遇 强 降

雨，当地一户牧民的 500 余只羊被困在

河 道 中 间 的 一 片 滩 涂 上 。 危 急 时 刻 ，

东风航天城紧急派出 180 余名官兵，携

带冲锋舟和橡皮艇赶到现场，经过近 8

小 时 的 奋 力 抢 险 ，将 羊 全 部 转 移 至 安

全地带。

去年 3 月，额济纳旗策克口岸经济

开发区社会事务局的一名工作人员遭

遇车祸，急送至额济纳旗人民医院，因

救 治 能 力 不 足 ，患 者 生 命 体 征 维 持 困

难，多次发生休克，又紧急转运至东风

航天城医院。医护人员连线解放军总

医院第九医学中心的专家进行远程会

诊，邀请在院代职专家协助治疗，将患

者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官 兵 把 驻 地 当 故 乡 ，把 百 姓 当 亲

人 ，额 济 纳 人 以 同 样 热 切 的 感 情 作 为

回应。

今年开春以来，驻扎在东风航天城

的部队官兵发现，他们期盼已久的外出

主干道开始了升级改造，从东风航天城

通往机场的航天路上，各种工程车辆来

来往往、热火朝天地忙碌着。

“早在 1998 年建成通车的航天路，

是东风航天城出行的主要公路，随着任

务逐年增多和场区人员出行需求增大，

现有道路状况相对较差，车辆事故时有

发生。”该部领导介绍，额济纳旗旗委和

政府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千方百

计为道路建设筹措资金，预计明年底将

完成双向 4 车道主干道的改造，彻底解

决困扰航天城多年的出行难题。

近 年 来 ，额 济 纳 旗 旗 委 和 政 府 积

极 支 援 航 天 城 建 设 ，先 后 实 施 供 水 供

热系统改造、道路交通修缮、污水和垃

圾处理等项目 31 项，开通东风航天城

场 区 免 费 公 交 线 路 ，有 效 补 齐 了 航 天

城 基 础 设 施 短 板 ，改 善 了 场 区 工 作 生

活条件。

几年前，东风航天城通信保障部门

科技人员孙希伟的妻子孟真真，被招录

到额济纳旗东风镇工作。对于额济纳

旗 旗 委 和 政 府 的 协 调 ，孙 希 伟 十 分 感

激，“再也不用为家属就业分心了，我一

定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任务中。”此后，孙

希伟因工作表现出色，先后获得个人三

等功和先进工作者等诸多荣誉。

额济纳旗旗委和政府始终将航天

城 科 技 工 作 者 的 家 属 就 业 、孩 子 上 学

等忧心事当作操心事，积极摸排了解他

们的现实需求和困难，先后通过考录和

随调等方式为 165 名家属解决就业问

题，完成随迁家属教师岗位的招聘列编

工作。

一幕幕“双向回馈”的动人往事，绘

就军民鱼水情深的画卷。如今的东风

航天城，成为新时代航天科技工作者、

家属和“东风娃”们创新创造、难舍难

离、成长成才的奋斗热土。

“神舟起落是吾乡”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助力中国航天发展纪事

■徐晓延

初冬的大漠戈壁，广袤无垠。
“第 6次！这是神舟飞船返回舱第 6次落在我家牧场！”即

使过去了半个多月，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赛汉陶
来苏木（乡）孟格图嘎查（村）牧民卫其勒格其，回忆起 11月 4
日凌晨星光相伴下远远看着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降落
的情景，仍激动不已。

卫其勒格其家牧场所处的这片大漠戈壁，是中国航天员
出征太空的起点，也是他们返回地球的落点。

“神舟起落是吾乡”，这不仅是卫其勒格其的骄傲，更是刻
在每个额济纳人骨子里的自豪。为了助力中国航天事业发
展，20世纪 50年代以来，额济纳旗党政机关和群众以深厚的
家国情怀，始终关心支持中国航天事业发展，与东风航天城同
舟共济，形成守望相助、共创航天伟业的生动局面。

今天，我们走近额济纳旗，了解这座城市与中国航天事业
的不解之缘。

——编 者

图①：额济纳旗军地联合搜救力量

对东风着陆场外围进行警戒安保。

图②：2024 年 11 月 4 日，神舟十八

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着陆。

新华社发

图③：额济纳旗旗委和政府组织广

大牧民协助搜索火箭残骸。

图④：东风航天城医院为当地群众

义诊。

图⑤：神舟飞船搭乘长二 F 火箭发

射升空。

图⑥：额济纳旗牧民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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