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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黑龙江哈尔滨市的北大

荒博物馆，从史前文明到现代农业，

从开荒第一犁到现代化大农机，从艰

苦创业到富足生活，一个传承着红色

基因的北大荒生动地展现在参观者

面前。

再现真实历史

世界上有三片黑土地，分布在北

美洲密西西比河流域、欧洲第聂伯河

畔的乌克兰和亚洲我国东北地区。美

丽神奇的北大荒就位于我国东北角的

这片黑土地上。

走进北大荒博物馆，长幅画卷显

示屏上，绿油油的湿地、高耸的白桦

林、戏水的丹顶鹤、一望无垠的万顷

良田跃入眼帘，很难想象，如今生机

勃勃的土地当年是一片荒原。显示屏

下方是一个沙盘，清晰地标注了现今

北大荒各垦区的位置，“三条闪烁的

光带，代表了流经垦区的三条江，最

北面的是黑龙江、右手边的是乌苏里

江、横穿省内的是松花江，三江交汇

的地方是三江平原，土质肥沃，垦区

大部分的农场都坐落在那里。”讲解

员崔柳讲述起那段艰苦的历史。

1947 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

抽调 14 万官兵，分八批次进入荒原腹

地，在这里建起了全国最大的国营农

场群。北大荒真正意义上的开发建

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

在第二展厅的入口，一把木制犁

静静摆放着，这是 1947 年 6 月 13 日开

发北大荒的第一犁，它见证了北大荒

70多年的日日夜夜。

北大荒博物馆有 6 个展区，包含

200多块展板、680幅图片及 50余份档

案文献资料、159件老物件等，结合微

缩景观、大型沙盘、铜雕浮雕，向世

人讲述着北大荒开发建设的艰苦历程。

在第三展厅，有一幅我国最大的

室内浮雕壁画 《北大荒人颂》，它以

恢弘、雄浑、壮烈的气势展示了北大

荒开发建设的故事。该画作者是曾经

在山河农场下乡的一位北京知青。壁

画 左 上 角 表 现 的 是 一 片 亘 古 荒 原 。

1947 年，一批批从战场上走来的军

人，建起了第一个机械农场——通北

机械农场。下方一组图刻画的是由荣

军战士组成的一支特殊积肥队伍，在

前边引路的是伤腿的，在后边挑担子

的是双目失明的，他们许多人身上还

残留着敌人的弹片。战场上，他们无

愧英雄称号，在开发北大荒新的战斗

中，又发扬了一往无前的精神。

发展现代农业

说起北大荒，一定会提到这里的

农业。北大荒是国家现代化程度最

高、综合生产能力最强的商品粮基

地，其一年的粮食产量能为 1.5 亿国

人提供一整年的口粮，是名副其实的

“中华大粮仓”。博物馆第五展厅回顾

了北大荒 70 多年来现代化农业的发展

历程。

从传统的农具犁，到垦区第一台

法尔毛拖拉机，到东方红为主的链轨

拖拉机，再到如今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的大马力拖拉机，垦区农业机械化经

历了垦荒初期、原苏联援助时期、国

产化时期和现代化建设时期，而展厅

里的一件件农机具，见证了中国农业

机械化的发展历程。“北大荒开发建

设推进了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提

升了农业现代化装备、打造了世界级

绿色生态农业，确保了我国的粮食安

全。”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友谊

分公司总经理周保说。

1990 年 ， 提 出 开 发 北 大 荒 第 一

人、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重返北大

荒，提出“为国家提供 100 亿斤商品

粮 和 肉 奶 糖 等 多 种 商 品 而 奋 斗 ”。

1995 年，北大荒第一次年产粮食突破

100 亿斤，从 0.048 亿斤到这一步，北

大荒人用了 48 年，之后，实现 200 亿

斤用了 10 年，300 亿斤用了 4 年，而

实现 400亿斤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

如今，北大荒全面推行“双控一

服务”模式，通过农业生产全过程数

字农服，农业生产智能化水平提升，

降低了家庭农场生产风险、市场风

险，进而提高了规模化经营水平和劳

动生产率。

如今的北大荒农业现代化建设领

先全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保持在 99%

以上，农业科技贡献率达 76.28%，科

技成果转化率达 82%。科技的效能保

护了北大荒黑土地的战略资源和核心

资产，也为构建现代种业体系，开展

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让“中国

粮”装上更多“北大荒芯”，提供了

重要支撑。

站在高处眺望北大荒各个广袤的

农场，春天黑土成行，夏天稻如碧

浪，秋天金黄翻滚，冬天白雪茫茫。

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彪炳史册

的精神传承，成为北大荒发展的“红

色基因”。

叫响北大荒品牌

在博物馆第六展厅的墙上，挂满

了 北 大 荒 旗 下 的 品 牌 LOGO， 展 柜

里，满满当当地摆放着各类产品。三

代北大荒人的无私奉献，叫响了北大

荒品牌。

从上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早

期的垦区多是自给自足的粗放型工

业。为了提高农业产业化综合效益和

竞争力，北大荒依托种植业、养殖业

优势，打造了一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服务范围覆盖了农业产

前、产中和产后的全部环节，培育了

“北大荒”“完达山”“九三”等一批

中国驰名商标，其中“北大荒”还成

为中国农业第一品牌。

在 博 物 馆 展 柜 中 ， 展 示 了 一 份

198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其中提到，

国营农场应继续进行改革，实现联产

承包责任制，办好家庭农场。自此，

黑龙江垦区开始兴办职工家庭农场，

改革经营体制。

多年来，北大荒建成了以家庭农

场为基础、大农场套小农场的统分结

合双层经营体制，实现了家庭农场自

主经营与国有农场有效管理的统一，

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彰显了农

垦组织化程度高、规模化特征突出、

产业体系健全的独特优势。

2018年 12月 16日，北大荒全面完

成行政职能移交，黑龙江北大荒农垦

集团总公司挂牌成立。2020 年 7 月，

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挂牌运营。

由此，黑龙江垦区从政企合一的管理

体制整建制转为集团化企业化经营管

理体制，实现农垦体制的历史性创新。

2020 年，“北大荒”品牌价值突

破 千 亿 元 ， 并 进 入 “ 世 界 品 牌 500

强”行列，成为中国农业第一品牌。

“北大荒集团将不断加强党的领

导，传承和弘扬北大荒精神，全面落

实以巩固提升粮食综合产能为主线、

以双控一服务战略为统领、以深化经

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的‘三大任

务’，即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和

农业现代化示范区，聚焦现代种业、

黑土保护、智慧农业，合力助推产业

升级。”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王守聪表示。

1955 年，有一批北京青年志

愿垦荒队远征北大荒，拉开了全

国 青 年 志 愿 垦 荒 的 序 幕 。 后 来 ，

天津、山东、河北等地的垦荒队

员 也 相 继 奔 赴 北 大 荒 。 一 时 间 ，

北大荒广袤的黑土地上，处处飘

扬着青年垦荒队的旗帜。这些人

被称为支边青年，是继 10 多万官

兵之后，为垦区注入的又一股新

鲜血液。他们与转业官兵、老职

工一起并肩战斗，很快成为垦荒

创业中的有生力量。

从 1968 年到 1976 年，为响应

党中央的号召，先后从北京、上

海、天津、浙江等地来北大荒的知

识青年有 54 万人。他们对北大荒

的教育普及和科技进步起到了极大

作用。同时，他们在这里体味生

活、感悟人生，被北大荒精神感染

着，自身不断成长。

在北大荒博物馆第三展厅中的

“知青单元”，通过微缩景观真实再

现了当年的知青大宿舍。当时除了

这样的大宿舍，还有很多人住在帐

篷、地窨子、马架子里。在这样的

环境下，知青们演绎了很多艰苦奋

斗的故事。

杭州姑娘孙文珍，17岁下乡来

到八五二农场，她在砖厂码过砖

坯、在畜牧队喂过猪、在基建队当

过力工。1972年，领导派她到杭州

红十字医院学习，院方有意留她工

作，但她毅然返回北大荒，在四分

场卫生院一干就是十几年，迎接了

1000多个婴儿降生，挽救了上百名

产妇的生命，而她自己却因过度劳

累患病。临终前，孙文珍委托丈夫

给党组织写信：“真想念北大荒的

父老乡亲……寄回 5 元钱，算是

我向党交纳的最后一次党费吧！”

凡是在北大荒生活过的知

青 ， 都 不 会 忘 记 那 段 火 红 的

岁月：迎着朝霞出，顶着烈

日干，伴着星星归。繁重的

体 力 劳 动 ， 强 大 的 团 队 意

识，铸就了他们百折不挠

的 意 志 和 艰 苦 奋 斗 的

精神。

北大荒知青中，绝大

多数成为共和国各条战线

的中坚力量，至今仍有两

万余人坚守在北大荒的岗

位上，为这片土地增光添

彩，折射着北大荒精神的

光芒。

在北大荒博物馆的第三展厅中，

有一个“复转官兵”单元。这里陈列

了许多复转官兵当年使用的物品，还

搭建了许多微缩景观，再现当年开发

建设北大荒的真实历史。

一处展柜里，摆放着一件八五二

农场的创始人、老红军黄振荣穿过的

军装。1955年，黄振荣奉王震将军的

命令来到北大荒，率领五人踏荒小

组，深入完达山北麓荒原深处，摸清

了那里有 300 多万亩可垦土地，选定

了八五二农场场部的位置。1956 年，

他带领 2000 多名干部战士，抢修 120

多公里的虎宝线工程。

在北大荒，黄振荣有时一天要走

50 多公里的路，在数九寒冬踏荒中，

脚趾甲被冻掉了九个。在为农垦事业

奋斗的 15 个年头里，他率领 7000 多

名官兵，开荒 71万多亩，扩建了八五

三、八五五农场。黄振荣来到北大荒

时，这里地无一垄，他去世后，却为

北大荒留下76万亩良田。

在展厅中部，是一个微缩景观

“潜水挂钩”，故事发生在一个三面环

水、被称为“大酱缸”的沼泽地雁窝

岛。1957年 4月 24日夜里，抢运物资

的 六 台 大 型 拖 拉 机 陷 进 了 “ 大 酱

缸”，最危险的车只露出驾驶室，情

况十分危急！垦荒队员从 100 公里外

的友谊农场借来绞盘机，把这几十吨

的整机拆成零件，一点一点地运进雁

窝岛。500 米长的钢缆数千斤，几十

人排成一路，从齐腰深的冰水、泥水

中齐步前进扛了进去。绞盘机重新安

装好了。但是，怎样才能将钢丝绳挂

在陷在冰泥中的拖拉机上？共产党员

任增学挺身而出，脱下棉衣，喝了半

碗酒暖身，潜入了满是冰碴的泥水

中。经过了三次浮潜，面无血色的他

说完一句“挂上啦”，就晕倒在同志

们的怀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

六台拖拉机终于开进了雁窝岛。

在北大荒，像他们这样默默奉献

的人数不胜数。在战争年代，他们出生

入死，战功卓著；到了北大荒，他们轻

轻摘下嵌满胸前的勋章，藏起满身战

功，再写英雄篇章。他们把青春和生命

融入了北大荒的伟业之中，把人民军队

的优良传统带到了北大荒，讲述着北大

荒故事，铸就了北大荒精神，代代流

传，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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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北大仓一景。 （资料图片）

北大荒开发建设纪念馆内，还原了当年云山水库的建设场景。 马维维摄

铸剑为犁再写垦荒新篇
本报记者 马维维

青春热血演绎奋斗故事
本报记者 马维维

海南护林保胶总队一海南护林保胶总队一
员员：：天下农垦是一家！向

北大荒精神致敬！

北京知青梁旭华北京知青梁旭华：：五

十周年，北大荒情感永恋！

游客游客：：““我曾在这里战我曾在这里战
斗斗””：：情系黑土地，北大荒

精神永在！

北大荒知青志愿者北大荒知青志愿者
协会全体成员协会全体成员：：回 忆 、

感动、激动、沉重……我

们一定要珍惜今天的生

活，过好每一天！

游客傅相锴游客傅相锴：：向北

大荒的英雄们致敬！感谢

你们的无私奉献！我们会

永远记得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