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镌刻历史记忆 追寻大爱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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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国家的孩子’！”

“要收一个，活一个；活一个，

壮一个！”——翻开共和国历

史的一隅，“三千孤儿入内蒙”

这段铭刻中华民族血乳交融

的历史佳话感动着一代又一

代人。当年的承诺跨越时空，

深情诠释着草原母亲宽广包

容的胸怀与超越民族血缘的

大爱。

岁月无声，史迹长存。65

年过去，党和国家仍时刻关

注、关心着“国家的孩子”。

2021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

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提

到“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

佳话，要求倍加珍惜、继续坚

持民族团结光荣传统，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当

时最早接收“国家的孩子”的

边境地区之一，锡林郭勒盟苏

尼特左旗将“三千孤儿入内

蒙”的故事汇成“国家的孩子”

主题展览，全景式记录了这段

载入史册的传奇往事——

追寻民族团结往事
从这里出发

2024 年 8 月 13 日，“全盟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
地”授牌仪式暨“国家的孩子”主题展览开展仪式
在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举行。作为锡林郭勒盟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四个基地”之一，“国家的孩
子”主题展览自开展以来，受到了自治区领导和区
内外各界参观团体和人士的关注，而在参观人群
中，最激动的还是“国家的孩子”，他们脸上带着
笑、眼中含着泪，在每一个展品、每一幅图片、每一
帧影像前追忆着往事，追寻着自己和草原阿爸额
吉的身影。

基地落成之前的 2022 年，苏尼特左旗先行建
成 300 平方米“国家的孩子”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展
厅，受到各族干部群众的广泛关注。2023 年，该展
厅 被 命 名 为“ 锡 林 郭 勒 盟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教 育 基
地”，在此基础上，2024 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国家的孩子”主题展馆建成，展览内容得到了进
一步丰富完善：以“序厅”“休戚与共、共克时艰”

“荣辱与共、人心归聚”“生死与共、血脉相融”“命
运与共、大爱无疆”“围绕主线、砥砺奋进”6 个部分
组成的近 900 平方米的“国家的孩子”主题展馆，陈
列展出了相关珍贵资料和实物千余件。

“‘国家的孩子’主题展览经历了挖掘历史、资
料鉴定、设计布展以及解说词撰写、修改、定稿等
多项繁杂细致的筹备工作。在挖掘搜集工作的一
年多时间里，我们走访了保育员、老额吉、作家、医
护人员、‘国家的孩子’等诸多人士，一次次被那段
艰 苦 岁 月 中 的 生 命 营 救 、大 爱 接 力 震 撼 着 ，感 动
着，最终将这段往事不掺杂任何包装色彩、以真人
真事的形式呈现于世。”苏尼特左旗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基地（展览馆）馆长朝鲁门说，这段发生在特
殊年代，跨越民族、血缘、地域的大爱故事值得世
代铭记，这不是为了煽情，而是为了在教育中传承
延续。

为近距离了解这段流传半个多世纪的感人故
事，本报记者怀着崇敬之情走进了苏尼特左旗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国家的孩子”主题展馆。入
口处“守望相助、大爱无疆”民族团结进步群像雕
塑生动展现了草原阿爸额吉收养“国家的孩子”的
历史景象。“馆内展品大到每一组雕塑、每一个场
景、每一个历史镜头，小到一盏煤油灯、一双幼儿
绣花鞋……无不诉说着那段休戚与共、荣辱与共、
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民族大爱！”跟随讲解员高娃
的娓娓述说，时光仿佛又回到了 65 年前那段非常岁
月。

三千孤儿离故土
踏上希望之路

1959 年至 1961 年，新中国遭遇严重自然灾害，
受灾面积广泛、程度严重，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经济
困难，各地粮食十分紧缺。这一时期，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等地的孤儿院聚集了大量孤儿，他们普
遍因营养不良而面临着疾病和死亡的威胁。生死
攸关时刻，为了挽救孩子们，党和国家想到了资源
相对充足的内蒙古，周恩来总理和当时的全国妇
联主席康克清找到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乌
兰夫，由此，一个重大的决策应运而生：把孩子们
接到内蒙古，交给牧民抚养。

尽管当时的内蒙古也同样经受着困难时期的
严峻考验，但各族干部群众仍义不容辞地担起了
这份国家责任。

在向上海紧急支援一批奶粉、炼乳、乳酪等食
品，解决育儿工作燃眉之急的同时，1960 年 3 月，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下达了《关于 1960 年移入儿童计
划的请示的批复》决定，由财政增拨 100 万元卫生
事业经费用于育儿工作。随后自治区组织起由妇
联、卫生、民政、经营业、公安各部门参加的“迁入
儿童筹备委员会”，并专门抽调一批医护和保育人
员，负责孩子们的医疗保育工作，同时强调：“一定
要做到收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就这样，从 1960 年到 1963 年，一场场大爱接力
在江南水乡和内蒙古草原之间展开，包头市、呼和
浩特市、锡林郭勒盟等多地陆续派出小组前往上
海接运孤儿，京包、京沪之间的铁路线上，一列列
北上的火车跨越大半个中国，将三千多名孤儿分
批分次送到内蒙古，草原额吉向孩子们敞开了温
暖 的 怀 抱 。 在 这 里 ，三 千 孤 儿 有 了 共 同 的 名 字 ：

“国家的孩子”。
“一切为了孩子！给牧民一个健康的孩子！”

为 了 保 证“ 国 家 的 孩 子 ”在 内 蒙 古 健 康 生 活 和 成
长，内蒙古迅速建起中转站、保健站、育婴院，按照
编制比例招收具有一定文化程度、身体健康、政治
可靠、热爱保育工作，年龄在 18 至 40 岁左右的青
壮年妇女担任保育员，并进行紧急培训。在一个
个“生命驿站”里，发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故
事，涌现出乌兰察布盟（市）四子王旗草原额吉都
贵玛，锡林郭勒盟镶黄旗草原额吉张凤仙，苏尼特
草原额吉朝鲁、那木吉拉、额仁青、吕润花、敖根等
心有大爱的草原母亲；有牧民送上了自家的奶牛，
有的送来冻牛奶，有的送来过冬用的牛粪……在
一份献血记录中，献血人员包括院长、医生、护土、
保育员、食堂的厨师、采购员、临时工等，最多的人
先后献血 18 次，却没有留下名字。

在育婴院的悉心调养下，孩子们逐渐适应了
水土、治好了疾病，经体检排除健康隐患后，符合
收养条件的家庭早早准备好新衣、玩具和食物，骑
着马、赶着勒勒车，到育婴院接走了孩子们。从这
些充满爱的“生命驿站”里，三千名北上的孤儿走
向草原，来到新家，投入阿爸额吉温暖的怀抱，踏
上了希望之路。

休戚与共 血脉相融
我们是一家人

“在草原上有了温馨的家，孩子们身心得到了
阿爸额吉的精心呵护，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成
为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在苏尼特左旗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基地“国家的孩子”主题展馆里，几组情
景塑像生动再现了这段超越血缘的大爱故事，讲
解员高娃在讲解中用情至深，几度哽咽——

第一批从上海到内蒙古草原的阿拉腾花（意
为金花）长大后得知，那时，自己还是几个月大的
瘦弱婴儿，被奶奶乌力吉和搏克手阿爸根登、额吉
扎格达抱回了近百里之外的苏尼特左旗昌图锡力
公社巴彦锡力大队乌林高勒。从此，她有了自己
的名字、一个永远的家，在无微不至的关爱中和家
里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健康成长。 1976 年，阿拉腾
花已长大成人，有了文化知识，公社干部带着一个
工作指标来到她家，阿爸豪不犹豫地说：“给阿拉
腾花吧。她是‘国家的孩子’，你们把我这个姑娘
培养成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吧！”阿爸的选择让阿拉
腾花成为了一名国家干部，成为了“对故乡有用的
人”。

如今已是花甲之年的阿拉腾花是“国家的孩
子”爱心协会的一员，并成为旗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毡绣）传承人，为传承非物质文化尽着自己的绵
薄之力。

在锡林郭勒草原上，有一个特别的墓碑，上刻
“慈父道尔吉，慈母张凤仙。”立碑人是“国家的孩
子”巴特尔、黄志钢、党育宝、毛世勇、其木格、高
娃，逝者分别是他们的养父母。

“你要领养哪一个？”那一年，镶黄旗哈音哈尔
瓦 公 社 卫 生 院 护 理 员 张 凤 仙 和 丈 夫 商 量 去 领 养

“国家的孩子”，看到 6 个紧紧偎依在一起的两个女
孩和四个男孩，张凤仙心疼地抚摸着孩子们消瘦
的小脸、小手，听到提问后，她回答：“全都要！”一
句“全都要”注定了她一生要付出无数辛劳，更何
况是在当时的困难时期，但这位蒙古族妇女赶着
勒勒车接走孩子们的身影是那样的坚毅与挺拔。

6 个孩子并没有叫她“妈妈”，而是叫“红脸阿
姨”，因为她的脸总是红红的。在随后的生活中，

“红脸阿姨”在刺骨的冰水里给他们洗衣服，在油灯
下一针一线为他们缝制鞋袜，踏着及膝的深雪到百

里之外为他们背回大米……30 多个春夏秋冬夜以
继日的操劳，“红脸阿姨”头发白了、腰背弯了，却将
6 个“国家的孩子”培养成了大学生、军人和国家工
作人员，他们是她毕生的骄傲，阖然长逝的那一天，
她轻轻松开孩子们拉着她的手，睡容安详。

张 凤 仙 没 有 想 到 ，孩 子 们 立 碑 时 称 她 为“ 慈
母”，但她一定知道，在他们心中，她早就是他们最
亲爱的妈妈了。

苏尼特右旗牧民敖根到育婴院领养孤儿时，只
有一个瘦弱的小男孩儿坐在炕上。起初，陌生人的
到来让小男孩儿有些不安，但看到敖根温暖的笑容
时，他一手端起了一小茶缸水，另一只手撑着身子，
然后小屁股用劲一挪一挪蹭到敖根身边把水递上
去，眼睛亮亮地看着她。小男孩天真的举止使敖根
再次慈爱地笑了，她知道这个孩子身患残疾，却仍轻
轻地拉住了他的小手。

将小男孩抱回家后，敖根的丈夫也发现了孩
子的身体状况，但他没有任何怨言，只是说：“希望
这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男孩儿永远朝气蓬勃，名
字就叫‘朝克图’吧！”以后的日子里，阿爸、额吉每
天抱着、背着儿子朝克图玩耍，骑马、赶车送他去
上学、就医，想尽办法给孩子准备最好的食物。爱
会产生奇迹，在敖根夫妇无微不至的照料下，朝克
图终于学会了走路。在阿爸、额吉的悉心陪伴呵
护中，小朝克图长大成人，在旗里有了工作，并遇
到了心仪的女孩，敖根额吉高兴地为儿子举办了
当时当地最隆重的婚礼。

2009 年，敖根荣获“内蒙古十杰母亲”光荣称
号，儿子朝克图深深明白，这背后是额吉为抚养他
付出的无数辛劳和心血。

……
关于草原母亲与“国家的孩子”感人肺腑的故

事几天几夜也讲不完，多少笔墨也不能尽述，但那
份感动世人的大爱正悄然传承、延续。

铭记恩情 传承大爱
一场场双向奔赴

在苏尼特左旗，善良淳朴的牧民当年收养了
170 多名“国家的孩子”。初到内蒙古时，他们是那
样的幼小孱弱，小的尚在襁褓中，最大的也只有六
七岁，在草原母亲的悉心哺育下，他们如沐浴在阳

光雨露中的春苗般茁壮成长。半个多世纪过去，
他们当中有的成为勤劳朴实的牧民，有的成为教
书育人的人民教师，有的成为保家卫国的军人，有
的成为维护社会平安稳定、司法公正的公安民警、
法 检 干 警 ，有 的 成 为 畜 牧 业 专 家 学 者 、民 营 企 业
家。如今，在苏尼特左旗生活和工作的“国家的孩
子”都已年过花甲、儿孙绕膝，享受幸福生活的同
时，他们不忘反哺深爱的家乡草原，为当地经济社
会 发 展 和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事 业 贡 献 自 己 的 应 有 之
力。

乌云格日勒是养父母丹巴、宝日尼循着哭声
从苏尼特左旗白日乌拉公社医院抱回家的，草原
阿爸额吉温暖的怀抱从此成了她避风的港湾。从
小喝着敖伦淖尔河水长大的乌云格日勒爱骑马，
因为勤学肯练，1976 年，成了骑白马、挎钢枪的优
秀民兵，1979 年，又兼任大队妇联工作，其本人多
次获得“三八红旗手”“文明户”等荣誉。这样一个
爽朗干练的“铁姑娘”在毡绣及其他手工艺方面也
极有天赋。记者采访时，她指着展览馆展出的巨
幅毡绣作品《爱边固边守边、筑牢祖国边疆安全稳
定屏障》说，这是她和多位“国家的孩子”一针一线
绣出来的，侧面的一段歌词是她的丈夫莫日根所
写，祝福祖国繁荣安定。

乌云格日勒与丈夫莫日根有着相同的命运，
都是“国家的孩子”。“我知道她是‘国家的孩子’
后，就爱上了她，和她结了婚。”莫日根说。莫日根
有文艺细胞、有才情，妻子的绣艺配上丈夫的原创
歌词愈发显得生动、感人：在德尔斯台河边奔跑嬉
戏的童年啊，从羊羔撒欢的牧场上捡榫石投献的
巴尔格勒敖包哟，祖先留存给我的圣洁土地，是养
育我身心的永恒故乡……

莫日根的歌词中深深蕴藏着对草原母亲的无
限热爱和感恩之情，这也是所有“国家的孩子”共
同的情感。“国家的孩子”、退休检察官、作家满都
日娃说：“国家那时那么困难，一家一个月只有二
两油、几斤面、半斤红糖的定量，人饿得不行就吃
草，里面掺点酸奶或者用羊油炒着吃，牛羊的胎盘
也吃。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阿爸额吉们永远都
把最好的食物留给我们这些抱养的孩子……”

不 尽 的 感 恩 让“ 国 家 的 孩 子 ”有 了 共 同 的 心
愿：要行动起来，回报草原母亲！

2010 年 8 月，在满都日娃的组织下，苏尼特左
旗 国 家 孩 子 爱 心 协 会 正 式 成 立 。 耕 耘 在 不 同 行
业、不同岗位的人相聚在一起，共同传递这份爱。
十几年间，协会会员已从成立之初的 70 多人增加
到 260 多人，其中包括 100 多位“国家的孩子”、90
多位北京知青、40 多位牧民、退休职工以及青年一
代爱心人士。爱心协会以帮助特殊群众、贫困儿
童和服务社会为宗旨，成立以来，已为包括贫困学
生在内的 121 人资助 189000 元。

“ 三 千 孤 儿 入 内 蒙 ”的 故 事 也 感 动 并 影 响 着
故 事 之 外 的 人 们 。 深 受 震 撼 的 广 东 省 政 府 文 史
研究馆馆员、文史馆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张宇
航 于 1996 年 组 建 了 广 东 草 原 爱 心 团 队 ，20 多 年
里，这个团队资助了三千名需要帮助的内蒙古孩
子 上 学 。 2004 年 ，张 宇 航 与 都 贵 玛 额 吉 相 见 ，老
人 为 他 穿 上 蒙 古 袍 ，亲 切 地 说 ：“ 你 是 我 第 29 个
汉族儿子。”

爱心传递未止于此。 2021 年，上海市民政局
与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签订《进一步深化两地儿
童福利领域合作交流协议》。两年来，双方开展了
内蒙古孤残儿童来沪夏令营活动、两地儿童福利
机构结为“姐妹院”、上海市 8 家基金会与内蒙古自
治区 8 个盟市的儿童福利机构结对实施援助、联合
开展内蒙古自治区孤残儿童护理员培训等多项交
流合作。

65 年斗转星移，岁月长流。
党和国家的深切关怀和草原母亲无私的爱铸

就了“三千孤儿入内蒙”这段波澜壮阔的民族团结
进步故事，并恒久散发着暖人的光芒和无尽的力
量。苏尼特左旗“国家的孩子”主题展馆将充分发
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践教育基地的作用，激
励各族儿女感恩奋进，阔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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