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原额吉”都贵玛:用大爱温暖“国家的孩子”
1959年， 新中国遭遇困难时期，

上海、 江苏、 安徽等地的福利院收留
了比正常年份多几倍的弃婴， 被收养
的几千名孩子因粮食不足随时面临死
亡的威胁。 在国家领导人的关切下，

从内蒙古紧急调拨了一批奶粉， 可这
只是杯水车薪。 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
席乌兰夫提议， 把这些地方的孤儿接
到草原来， 分散到蒙古族人家寄养。

于是，20世纪60年代初，3000多
名南方孤儿踏上了前往内蒙古大草原
的列车。 这些孩子，被称作“国家的孩
子”，以都贵玛为代表的牧区女性，从此
成了“国家的孩子”心中的额吉。

作为保育员 ， 都贵玛去接28个
孩子的时候 ， 还是个19岁的未婚姑
娘 。 当时 ， 孩子们又小又弱 ， 不停
地生病 ， 哭叫声此起彼伏 ， 都贵玛

没日没夜地干活 。 “渐渐地 ， 这28

个孩子跟她就有感情了， 抱走一个，

她的心就撕裂一次 。 所有的这些孩
子被领走了以后 ， 她就经常骑上马
偷偷地去这家听 ， 去那家看 ， 她不
放心嘛。” 作家萨仁托娅说。

2019年9月 ， 草原母亲都贵玛
被授予 “人民楷模” 国家荣誉称号，

颁奖词是这样写的 ： “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的代表， 主动收养28名孤儿，

精心研习医术 ， 挽救40多位年轻母
亲生命 ， 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 ，

诠释了人间大爱。”

3000名 “国家的孩子” 长大了，

他们背后是无数像都贵玛一样无私
奉献的额吉们 ， 用宽广的胸怀 ， 书
写了跨越民族 、 地域 、 血脉的中国
当代传奇。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本报记者 史博臻

相关链接

含泪叫声“额吉”，那段共和国往事已融入万家灯火

电视剧《国家孩子》借艺术的形象，生动还原了拥有草原般辽阔、
星空般深邃大爱的都贵玛老人的大爱

都贵玛老人获颁“上海市荣誉市

民”证章、证书的消息传来，暖意在瞬

间就涌上无数人的心头，因为人们对

这位“草原额吉”与“国家孩子”的故事

太熟悉了。“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

是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国家往事，也

是为几代人传颂的党史佳话。

而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 了解到

半个多世纪前那段从上海开始的动人

故事， 缘起于一部 “上海出品” 电视

剧。 2019 年 9 月 26 日， 电视剧 《国

家孩子》 在央视开播， 该剧由上海市

委宣传部指导， 上影集团出品， 巴特

尔导演、 柳桦编剧、 上影演员剧团国

家一级演员刘小锋担任总发行人。 剧

中乌兰其其格的原型便是都贵玛老

人。 就在剧集开播三天后， 老人被颁

授 “人民楷模” 国家荣誉称号。

“草原额吉”已成人们
心头了不起的平凡英雄

首播时， 《国家孩子》 的收视率

一 直 高 居 榜 首 ， 单 集 最 高 收 视

1.41%， 最高收视份额6%。 此后一年

多的时间， 这部作品在央视和地方台

重播十余次 ， 每一次的收视数据都

能在同时段剧集中领跑 。 随着 “草

原额吉 ” 的故事一次次融入万家灯

火 ， 无数观众为被党接纳的 “国家

孩子 ” 牵动情肠 ， 也为这则发生在

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团结佳话深深

触动 。 当然 ， 拥有草原般辽阔 、 星

空般深邃大爱的 “额吉” 已成为人们

心头了不起的平凡英雄。

《国家孩子 》 借乌兰其其格一

角， 细腻还原了都贵玛的大半生。 剧

中， 乌兰只有19岁， 与当年的都贵玛

一般大小。 她被招进临时保育院， 尚

未结婚生育 ， 已开始夜以继日地承

担起照料 28个孩子的任务 。 照顾

“国家孩子” 的日子里， 年轻的草原

额吉每天从早忙到晚 ， 筋疲力尽 。

夜里是最难熬的时候 ， 一个孩子醒

来哭 ， 其他孩子就跟着闹 。 一旦孩

子生病， 乌兰就要冒着凛冽的寒风和

被狼群包围的危险， 深夜去往几十公

里外找医生。 剧中的乌兰把 “国家的

孩子” 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女般养育。

在她的坚持和精心照料下， 28名 “国

家的孩子” 没有一个致残， 更无一夭

折， 在那个缺医少药又经常挨饿的年

月， 创造了一出爱的奇迹。

在都贵玛成为 “上海市荣誉市

民” 的今天再度复盘电视剧的创作轨

迹， 不难发现， 这实质是中国共产党

党史中的一则佳话被锻造成人民喜闻

乐见的文艺作品的过程。

“每次孩子一声‘额
吉’喊出口，就想哭”

“孤儿”， 本是人类一切关于不

幸、 痛苦、 同情词汇的注脚。 但在社

会主义的中国， 孤儿却因为强大祖国

的呵护、 党无微不至的关爱， 成为了

“国家的孩子”、 草原母亲的 “宝贝”，

健康成长。 刘小锋记得， 他随编剧柳

桦一起在草原筹备拍摄时， 从没听到

当地牧民嘴里说出一声 “孤儿 ” ，

“那批孩子里， 最大的七岁， 最小的

只有几个月，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 ‘国家的孩子’， 都被草原牧民当

成了心肝宝贝”。 善良的草原人民伸

出援手 ， 并在漫长的岁月中兑现了

“接一个， 活一个， 壮一个” 的感人

承诺。

如今，回想起创作的日日夜夜，刘

小锋说：“超越了血缘、地域、民族的亲

情故事， 是我们56个民族一家亲的见

证 ， 也是始于上海的不容忘却的历

史。”原本相隔千里的上海与内蒙古人

民没有血缘关系，现在骨肉相连、生死

相依。 正是如此荡气回肠的民族团结

佳话以及都贵玛的爱与胸怀， 让创作

者坚定了将往事搬上荧屏的信念。 如

刘小锋所言，当年他有勇气把这趟“不

被市场看好” 的创作进行到底， 因为

“相信真实的力量、人民的情感”。

后来发生的一切没有辜负真实、

真情与真心，更没有辜负都贵玛老人。

打开视频平台里的《国家孩子》，能看

见网友留下的无数弹幕：“有没有人跟

我一样，每一次孩子一声‘额吉’喊出

口，我就想哭。”意料之中，后续弹幕里

“热泪滚滚”穿越岁月和代际而来。

最大限度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国务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龚正在上海分会场指出拿出刀刃向内

自我革命的决心和魄力推进“放管服”改革

本报讯 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深化“放管

服”改革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电视电

话会议。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在上海分会场

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领会国务院会议和李

克强总理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要求，拿出

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决心和魄力，将“放管

服”改革向纵深推进，最大限度培育和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扎实迈好“十四五”开局第一步。

龚正指出， 要以办好确定性的事情来对

冲外部不确定性的变化，围绕打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和群

众办事创业的难点堵点，坚持放管结合、放管并

重，不断优化政务服务，让更多市场主体引得进

来、留得下来、发挥作用、持续产生效益。

龚正强调，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大力

度，抓紧落实营商环境改革各项举措，确保做到

位、见成效。简政放权是培育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的关键举措，“一业一证”改革要争取在“质”上

有所突破，“量”上有所放大，形成更多改革创新

经验和案例；“证照分离” 改革要抓紧在全市推

开，进一步扩大受益面；事权下放要加强衔接，

推进配套改革和相关制度建设，确保应放尽放、

放必到位，接得住、用得好；告知承诺制改革要

争取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加快推进。要加强和

规范事中事后监管，抓好重点任务落实，持续创

新监管制度。要提升“一网通办”服务的便捷性、

高效性和精准性， 继续从政府部门视角向公众

视角转变，从“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变。要

不折不扣执行国家减税降费政策， 做好涉企违

规收费清理整治， 落实好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

机制。

市领导陈寅、舒庆、宗明、汤志平、陈通、张

为出席。

花博园里“彩蝶”纷飞繁蕊争开
尽情展示底蕴深厚中华花文化

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开幕以

来， 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纷纷来到崇

明花博园打卡。众芳竞发，占尽风情。

记者实地游览发现， 花博园里各具特

色的展园纷纷打出“意象牌”，展示底

蕴深厚的中华花文化。

“彩蝶”小徘徊，翩翾粉翅开。花博

园里有一只“大蝴蝶”，那就是标志性

场馆之一“世纪馆”。但放眼整个园区，

主打“蝶”元素的展园并不少见，在“大

蝴蝶”之外，也不可错过领略“小蝴蝶”

的风采。在梦蝶园，许多游客被园内的

蝴蝶建筑及各色花卉所吸引。 记者了

解到，梦蝶园面积为1500平方米，汇集

了一众从国外引进的新优花卉品种。

“蝴蝶”翅膀用的是无性天竺葵，花色

丰富。此外，园内大量引入海棠、凤仙、

天人菊、鼠尾草等花卉植物，色彩对比

强烈，营造出一种自然花境的模式。

繁蕊争开，素心皎皎。兰花，花中

“四君子”之一，花博园里自然少不了

它的身影。在花博南园，有一处面积约

1.5万平方米的兰园。园内包含林下和

温室展区两大部分，共种植了200多个

品种、14万株兰花。其中，林下展区更

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兰花室外展园，种

植面积达到3000平方米。 兰园林下展

区隐匿于密林深处，名为“兰花谷”。行

走在森林中、栈道上，一步一景，移步

换景。蝶谷幽兰、兰品荟萃、层兰叠翠

和文化长廊四个部分，将寻兰、赏兰及

学习兰花知识的过程贯穿其中。

花博园里， 百花争艳， 谁能夺得

“花王”桂冠？走进国内展区的海南园，

首先看到的就是一株“中国·三角梅花

王”， 五色花朵在树冠上相互映衬、热

情绽放。这株“三角梅花王”有着百年

树龄，树径86厘米，树高3.6米，花盆直

径2米。据了解，它有望成为本届花博

会的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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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推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
2021年上海市全国人大代表专题

调研动员会召开 蒋卓庆讲话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 通讯员钟国梁 龚宇一）昨天上午，市

人大常委会召开 2021 年上海市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动员会。

据悉，今年的专题调研将聚焦“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情

况”这一主题开展。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卓庆出席会议并讲话。

据介绍， 此次专题调研将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 配合全国人大

常委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执法检查工作同步开展。 今年

是本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年开展专题调研，目前 59 位上海市全

国人大代表已全部报名参加。 茛下转第三版

助力更多科创人才成就更大精彩
2021浦江创新论坛科技创新青年

峰会举行 徐冠华于绍良出席
本报讯 2021 浦江创新论坛科技创新青年峰会昨天举行。

浦江创新论坛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华，市委副书记于绍良

出席并致辞。

于绍良说，多年来，上海按照习近平主席对上海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科技进步大方向、产业革命大趋势、集聚人

才大举措，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推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形成基本框架、迈上新的台阶。 青年最具朝气、最有

激情、最富创造，科技的未来在青年。 我们始终高度关注和大力

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成长成才，上海越来越成为青年才

俊点燃梦想、收获成功的热土。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倾力打造

链接全球创新的一流平台，倾力完善支持创新创业的政策体系，

倾力营造宜居宜业宜创的良好生态， 助力更多科技创新人才与

城市共同成就更大的精彩。

活动上，国内外青年科技才俊们围绕主题深入交流、畅所欲

言，共话“科学共同体的未来形态”，就深化创新合作、推动前沿

科技发展等积极贡献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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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 、

市长龚正昨天调研城市更

新工作时指出 ， 上海城市

发展已经转入存量更新为

主的发展阶段 。 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

重要讲话精神 ， 认真践行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

市为人民 ” 重要理念 ， 按

照市委部署 ， 用好城市存

量空间 ， 持续推进旧区改

造、 区域开发和民生保障 ，

加快探索超大城市有机更

新的新路径 、 新模式 、 新

经验 ， 更好顺应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规划范围约 4.2 平方公

里的三林楔形绿地项目 ，

所在地曾是中心城区最大

的城中村 ， 目前正在进行

整体开发 ， 其中生态绿地

面积约为 2.4 平方公里。 龚

正察看项目沙盘 ， 详细了

解规划建设情况 。 市领导

还来到古民居项目现场 ，

听取设计亮点和推进情况

介绍 。 龚正指出 ， 区域整

体开发有利于提升城市功

能 ， 要统一规划理念 ， 规

范技术标准 ， 优化整体品

质 ， 用好这块不可多得的

宝地。

在与上海地产集团负责

同志座谈交流时 ， 龚正指

出， 推进城市更新是促进经

济发展 、 提升城市功能 、

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举措 。

上海地产集团要把牢定位 、

克难攻坚 ， 瞄准中心城区

旧改这一最重要 、 最迫切

的任务 ， 集中力量打好成

片旧改攻坚战 ， 积极参与

零星旧改 。 要创新机制 ，

更多运用区域整体开发模

式 ， 打造更多精品工程 。

要大力发展租赁住房， 增供应 、 优布局、 稳租金、 强服

务， 构建多层次供应体系， 不断提高运营管理水平。

为广泛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上海旧改， 加快旧改资金平

衡， 共同推进城市可持续更新和发展， 上海城市更新基金

昨天正式成立。 基金总规模约 800 亿元， 为目前全国落地

规模最大的城市更新基金， 将定向用于投资旧区改造和城

市更新项目， 促进上海城市功能优化、 民生保障、 品质提

升和风貌保护。 上海地产集团与招商蛇口、 中交集团、 万

科集团、 国寿投资、 保利发展、 中国太保、 中保投资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

市领导陈寅、 翁祖亮、 汤志平，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胡建华等参加相关活动。

兰园林下展区隐匿于密林深处，名为“兰花谷”。

《国家孩子》借乌兰其其格一角，细腻还原了都贵玛的大半生。 随着“草原额吉”的故事一次次融入万家灯火，无数观众为被党接纳的“国家孩子”牵动情肠，也

为这则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团结佳话深深触动。 图为《国家孩子》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