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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旧指黑龙江省北部三江平原、黑龙

江沿河平原及嫩江流域广大荒芜地区。“北大

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萎塘……大烟

儿炮，谁敢当？天低昂,雪飞扬，风癫狂……”曾

经，新中国著名诗人聂绀弩的《大荒歌》，将北大

荒昔日的风雪肆虐、苦寒荒芜展现在世人眼前。

70 多年来，北大荒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过去人迹罕至的北大荒，已经建设成美丽富

饶的北大仓，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国

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冬末初春时，记者来到黑龙江，探寻北大荒

这片亘古荒原的蜕变之路。

农垦先锋 开拓北大荒

弯木做辕，麻绳为索，走进北大荒博物馆，

一把古老的犁把人们带回到那个火热的年代。

1947 年 6 月，当时的松江省政府抽调了 5

名工作人员、招收了 11 名技术人员，修复了日

本开拓团残留的 3台拖拉机，从哈尔滨出发，来

到如今黑龙江省尚志县的一面坡东太平沟建立

临时场部。他们此行是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响

应毛主席发出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伟

大号召。

6月 13日，一块松木板挂在了一间草房前，

松江省营第一农场（现宁安农场）宣告成立。一

把大犁打下去，黑油油的土地上翻开了垄沟。

至此，北大荒这片亘古荒原的开发建设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

在北大荒开发建设纪念馆里，负责人丁军

告诉记者，由于建场初期条件艰苦，这里曾被老

百姓称为“三光农场”：光腚屯、光杆路、光板

田。“这就是当时宁安农场的指挥部，它的建立，

体现出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以苦为

荣的乐观精神，勤俭办事的节约精神。”

1947 年至 1949 年间，一批来自延安、南泥

湾的军队干部率部挺进北大荒。北大荒先后建

起了宁安、通北、赵光等一批机械化农场，点燃

了创建公营农场的星星之火。为了培养师资，

这里创建了“萌芽乡村师范学校”，并在此基础

上组建了萌芽农场。农场利用日伪遗弃的农机

具，培训拖拉机手，其中就有中国第一个女拖拉

机手梁军。

在八五〇农场场史馆，记者见到一幅珍贵

的照片，场史馆负责人刘洋介绍，这是王震将军

在当时的爱民大队召开的烧荒现场会。在这

里，他点燃了北大荒第一把荒火，建立了第一个

铁道兵军垦农场，即八五〇农场。自那以后，北

大荒先后在密山、虎林、宝清、饶河地区建起了

以“八”字头命名的农场。

“王震将军说，共产党人就是有这种精神，

我们要用自己的劳动和汗水，甚至鲜血和生命，

在这片亘古荒原上建起国营农场群，建成粮食

基地。”刘洋说，面对挑战，开拓者们不怕困难、

不怕牺牲，终于建立起第一批国营农场，为后来

的拓荒者奠定了基础，树立了榜样。

十万官兵 挺进北大荒

1958 年 1 月 24 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

《关于动员十万转业官兵参加生产建设》的指

示，要求全军转业官兵去开发北大荒，屯垦戍

边。顿时，全军上下热烈响应，申请书纷至沓

来。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近十万

复员、转业官兵从全国各地奔赴北大荒。一位

“垦二代”告诉记者，“听我父亲说，当时的官兵

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纷纷写下决心书要求来北

大荒开发，而且他们根本不提个人要求”。

彼时，北大荒已经有 54 个农场，新中国的

农垦事业在北大荒已成燎原之势。在北大荒博

物馆第二展厅的墙上，有两幅巨大的黑白照片

再现了当年十万官兵云集密山而后徒步挺进北

大荒的场面。负责人关亮亮介绍，由于当时密

山是个小县城，没有足够车辆运送大批官兵，王

震将军便鼓励大家要战胜困难，徒步向荒原进

军。“在密山火车站，王震将军向复转官兵发出

号召：‘铸剑为犁，听党指挥，挥师北上，永不放

下枪，好汉建设北大荒’。”

当时的北大荒已经开发了十多年，复转官

兵的到来，使黑龙江垦区从松花江两岸、黑龙江

南岸再到密山，连成一片。“转业官兵到北大荒

实际上是来搞经济建设，从劳动力上给北大荒

带来了生力军。”北大荒博物馆原馆长赵国春

说，转业官兵到北大荒，对北大荒在粮仓的建设

中起到了不可估量、不可磨灭的作用。

十万官兵的进驻，使这里的口粮、住房、生

活用品空前紧张，艰苦的生活开始了。没有住

的地方，垦荒队员就砍树枝、打土坯建起了马架

子，这一间间简易的住所便形成了当初国营农

场群的雏形，关亮亮说，“开发建设初期登上雁

窝岛、长林岛的官兵们，几十天就搭起了 1000

多个这样的‘马架子’”。

参与过当年垦荒的老人回忆，那时候，“马架

子”挡不住雨，队员就盖湿被子睡觉；没有井水，队

员就喝“水泡子”里的黄泥汤；一日三餐窝头、高

粱，连正常如厕都无法保证。可就是这样，复转

官兵们还是在大门上刻下了这样的誓言：“开发

北大荒，为祖国建粮仓，永远留在边疆。”今天，“马

架子”也成了北大荒艰苦奋斗的代名词。

“北大荒开发建设的成功得益于在党的领

导下，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从全国调集人员，迅速兴办起大型农场，快

速推动大型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同时，军人身

上的南泥湾精神以及军旅文化、移民文化、知青

文化、黑土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北大荒精神

并不断发展。”黑龙江省委党校政治和法律教研

部副教授陈晨表示。

精神传承 奉献北大荒

天与地相接，一眼望不到边。这是如今来

到北大荒大农场的第一感受。八五〇、八五二、

八五九……在黑龙江垦区，一批“八”字头农场

还能寻到当年的印记。前进、前锋、前哨……一

批“前”字头农场，仍能感受到当年挺进荒原的

激情。一望无际的北大荒，从十万官兵到来的

那一刻，就播下了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红色种子。

70多年来，三代北大荒人在中国共产党的

带领下，不仅建起了中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

地，还缔造了举世闻名的“艰苦奋斗、勇于开拓、

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时至今

日，北大荒仍然流传着“将军岭”“背兵过河”“司

令员烧荒”“部长教我扶犁”“为夏大脚买鞋”“创

建八一农大”“办迎春机械厂”等许许多多动人

的故事。

当年，北大荒所处的三江平原沼泽遍地，

一到雨季，许多生产队就成了“孤岛”。十万复

转官兵抓住农闲时机，大搞治水会战。他们住

草棚、吃苞米面，在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下，

凭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艰苦奋战。丁军

介绍，“有位参加治水会战的少尉每天至少要

干 14 小时的重活，一连 56 天没有脱鞋，直到

后来，他的脚已经和鞋子分不开了，只能靠外

科手术把脚底皮割开，他的工效也是全大队中

最高的”。

北大荒原本没有路，生产资料没法运，人也

很难生存。所以，大规模开发之前，首要任务就

是修路。1957 年，为担负起创建军垦农场的重

任，王震将军作出“向荒原腹地修铁路”的决

定。战友们冬天冒着风雪严寒，夏天忍受蚊虫

叮咬，挥师北进、打桩架桥，修通了密山—东方

红铁路，全长 195 公里。参加过当年会战的女

军医、如今已年逾八十的刘大娘，每当谈起当年

的会战，都会感慨万分，她说，“当时，转业官兵

的劳动强度很大，能送到医院的都是重病号。

那时候的北大荒，难啊……”

1960 年，严重的自然灾害袭击了北大荒，

农场粮食不能自给，口粮供应标准从每人每月

的22.5公斤减至7.25公斤。面对严重的自然灾

害，八五三农场二分场的粮食保管员孔德喜，日

夜看守着堆得像山一般的粮食，却不曾把一粒

粮食放进自己的嘴里，有一天，饿昏在自己的工

作岗位上……在北大荒，像他们一样默默奉献

自己一生的人有很多很多。

离开北大荒博物馆，依稀还可以看见“北大

荒故人墙”上那 12429个人名，他们把自己最宝

贵的生命献给了这片黑土地，为北大荒铸就了

不朽的丰碑。在故人墙的上方，镌刻着一行大

字“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是北

大荒开发建设者们的钢铁誓言，雄浑激昂，字字

掷地有声。

图① 1956 年 4 月，山东省邹平县

青年志愿垦荒队队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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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 北大荒粮食收割现场。

（资料照片）

图③ 北大荒粮食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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亘古荒原变身美粮川
本报记者 马维维

透 过 漫 长 的 历

史烟尘，不难发现，

北大荒人是一个独

特的群体：它既不是

本地人自然繁衍形

成的，也不是一个民

族或者地域人口的

简单迁徙。

讲 述 北 大 荒 的

发展史，犹如讲述全

国各个地域的英雄

人 物 史 —— 自 1947

年起，珠海之滨、黄

浦江畔、云贵高原、

大 别 山 下 …… 复 转

军人、支边青年、知

识青年、科技人员前

赴后继，终于将“地

无一垄、房无一间”

的北大荒，变成了稻

花 香 、谷 满 仓 的 北

大仓。

北 大 荒 的 开 发

建设，面对的是艰苦

恶劣的环境，经历的

是复杂曲折的斗争，

作出的是默默无私

的奉献。究竟靠什

么 ，将 如 此 众 多 地

域 、众 多 层 次 的 人

群，凝聚在同一面拓

荒大旗下？他们依

靠的是中国共产党

人的理想信念，人民

军队的光荣传统，还

有永无止境的改革

创新精神。

正 是 因 为 对 中

国共产党的无比忠

诚和无限信任，北大

荒的开拓者们，才心

甘情愿地放弃个人得失，几十年如一

日，无怨无悔。他们对祖国、对人

民、对北大荒不求索取，只求最大程

度的奉献、再奉献。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

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

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从

1947 年试办国营农场至今，北大

荒始终牢牢把握坚持党的领导

重大政治原则，把党的政治优

势、组织优势厚植为北大荒开

发建设的竞争优势和发展优

势，确保北大荒在不同时期不

断取得胜利。

70 多年来，三代北大荒

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农

业发展道路，更形成了“艰苦

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

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

艰苦奋斗是苦乐观，是

北大荒人的政治本色；勇于

开拓是进取观，是北大荒人

的意志品质；顾全大局是大

局观，充分反映了北大荒人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

主义；无私奉献是价值观，反

映了北大荒人的道德风范。

曾经，老垦荒人最大的愿

望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点

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今天

的北大荒，吸引目光的不仅有一

望无际的稻海麦浪，还有湖畔山

间林中草原上的都市楼宇、居民

小区。“耕作在广袤的田野上，居住

在现代化城镇里”，已经成为北

大荒人现实工作和生活的真

实写照。

当年的风雨、悲壮、

血泪、情怀，是说不完、

道不尽的永恒话题。

岁月更迭中薪火相

传 ，北 大 荒 精 神

历久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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