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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奉贤区海湾镇，“农垦博物馆”和“知青
招待所”静静地矗立在围垦而来的土地上，记
录、展现上海人民的围垦历程。

博物馆内分“围垦造田”“青春年华”和“改
革开放”三大部分，展示着上海农垦事业 !"年
的发展脉络及知青们的工作、生活。比如，有上
海市成立围垦指挥部的文件、名单，有围海造
田、大坝合龙的照片，也有知青衣、食、住、行的
场景再现，还有反映当年围垦全过程的纪录片。
顾彩英，是馆内的志愿讲解员。她曾遇到

过许多照片上的人物或其家人回来探访。比

如，有张照片展示了知青陈介芳穿着打满补丁
的衣服劳动的场景，一次陈的父亲前来参观，
看到照片感慨良久：“那时女儿对家里报喜不
报忧，没想到过得那么苦。”还有一封饱含深情
的手写家书，记录了黄山茶林场通电那激动人
心的一刻。据称，家书后来还刊载在报刊上。

而在离博物馆不远处的上海海湾国家森
林公园正举办“梅花节”，有人说，知青的人生
轨迹，正与“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品格不谋而
合，“梅花节”正是对知青最好的注解。

知青招待所由当年农场的三幢两层楼房

改建而成，宿舍内的上下铺、食堂内的八仙桌
和长条凳、墙上刷写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等标语，令不少知青仿佛回到当年。员工表示，
招待所节假日常一房难求，许多知青带着儿孙
远道而来，“看看爸妈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还
有知青呼朋唤友来此聚会，重温农场岁月。

如今，“农垦博物馆”和“知青招待所”组
成了一个距离市区 #"公里的“知青部落”。这
里已成了知青相聚怀旧的重要载体，也是社
会各界了解上海围垦历史及知青生活的重要
窗口。 本报记者 金旻矣

搭建“知青部落”相聚“第二故乡”
! ! ! !上海的农垦事业，是在围海造田、建设农
场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曾对上海城市经济
和社会发展做出过积极贡献。

$%!&年，江苏省在奉贤滨海地带投资围
垦滩涂，建立了奉贤农场（奉贤划归上海后!

改名五四农场），吹响了“向大海争地，向荒滩
要粮”的号角。'%#"年，为克服三年自然灾害
造成的副食品供应短缺，上海在近郊大规模
围垦造田，建起一批副食品生产供应基地。

!"多年来，上海共组织围垦 #(次，围筑
大堤 (!()*公里，总土方量 ++""万立方米，
参加围垦的有 +,%*!+ 人次，共围垦土地
*((,+*亩。在此基础上，市郊 '*个国营农场
建立，分布在崇明岛、南汇县、奉贤县、宝山县
长兴岛、江苏省大丰县、安徽省歙县和黄山市
太平县，奠定了农垦事业发展的基础。

'%#*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
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上世纪 #"至 *"年
代间，上海共 &')*万名知青作为“上海青年
农业建设队队员”，来到国营农场。
从崇明岛到杭州湾，从黄海之滨到皖南

山麓，知青和老围垦一起，为农场的经济发展
做出了贡献。长征农场首先实现扭亏为赢，黄
山茶林场则建起了第一座水电站。

不仅农业获得突破，还实现了从单一的农
业经济向工农业结合的转型。一批知青参与创建
的企业、品牌，如长江仪表厂、燎原三星蚊香等，
成为当时同行业中的佼佼者，有些至今还存在。
经过几代农垦人艰苦创业，昔日滩涂变

成了环境优美的新型城镇，农场职工生活设
施得到了明显改善。上海农垦的知青经受着
劳动和生活的磨炼，奉献出自己最宝贵的青
春年华。在农场孕育的友情和爱情，也凝聚成
他们刻骨铭心、永志不忘的农垦情结。

通讯员 尚农 本报记者 金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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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活繁重 开河艰苦
工作倒是大同小异的，不外乎插秧、割

稻、脱粒、种地、开河等。最辛苦的是每年两次
“双抢”（抢收抢种），天不亮出门，天黑才回
来，午饭也只能在田头吃，啃几个馒头了事。
对此，上海知青有个形象的说法：“两个黑胧
胧，一个急匆匆”。

碰上“猪塮还田”，每人都要下田撒猪粪。
猪粪极臭，手上的味儿一星期都洗不掉。可再
爱干净的姑娘，到饭点也只能在沟渠里洗洗
手，抓起馒头就啃。水田里还有吸血的蚂蟥，女
孩最怕这个，下田后惊叫声此起彼伏。“如果蚂
蝗钻进腿里，只留尾巴在外面，千万不能拔，不
然血可止不住。要拍，才能弹出来。”朱平说。
那时，知青的休假少得可怜，市郊农场每

三四个月休一次，外地农场一年才能回趟家。
放假那天，几百名知青从农场出来，像潮水般
涌到码头、车站。当地人一看到这个情景，就
晓得“知青放假了”。“就像现在，一到中午，静
安寺就会出现许多白领，一眼就能认出来。当
然，我们是黑领。”陈春山说。若是遇上大雾、
大风，长兴岛和崇明的轮渡就会停航，知青们
只得痴痴守在轮渡口，等待雾散风停。

为了积攒假期，不少知青连星期天都不
休息，常常连干十天半月。于是，一到下雨天，
大家就像白捡一个休息日，奔走相告“外国礼
拜天到了”。哪怕在室内搓搓草绳、开会学习，
也是高兴的。

繁重的农活，只是到农场后的第一课，寒
冬腊月开河，才是真正的考验。开河时，每个
连队承包几十米。河深大约五六米，从上到下
要挖许多土方，因此长度上哪怕差 !"厘米，
工作量也差许多。很多次，连队之间为了谁多
开一点、谁少开一点而“寻相骂”，甚至打架。
开河的分工也很明确，男的挖泥，女的挑

担。在刺骨的寒风中，男知青赤脚站在冰冷的河
水里，女知青挑泥挑得肩膀磨出了血，这番场景
不少人一生难以忘怀。挖完泥后，男知青会相帮
挑泥，长长的扁担，女生在前男生在后，男生总
会默默地将泥筐朝自己这头拉。踩着“哎哟呵，
哎哟呵”的挑担号子，熟练的人脚步轻盈，腿笨
的人满地乱飘，每天总要走几十个来回。
很多人就在那时落下了病根。天冷插秧，

有人穿高筒靴，有人却觉得太“小资”，赤脚下
水，导致患上严重的关节炎，几十年后路也不
能走。还有人，挑泥时不停加分量，最后腰板
别住了，还有人得了腰椎间盘突出。

劳动强度大，工资却比上海低。第一年，
农场学徒工资 '*元，第二年 (&元，其中 +-

优秀者为 (,元。直到数年后，才逐渐加到 +.

元、++元。而上海职工，从第二年起就是 +#元
了。尽管如此，精打细算的上海知青省吃俭
用，每个月还能存款或往家寄钱。

就这样，刚到农场的小知青，没有任何过
渡期，就从稚嫩柔弱的学生，迅速转变为“战
天斗地”的农场职工。

风雨交加 抢修秧棚
正当朱平和陈春山在适应环境、学干农

活时，比他们早去的甘兰新，在一个偶然的机
会，发现自己居然很能喝酒。

那是 &月，郊区还很冷，水田里结着冰
凌。一天晚上，狂风暴雨把毛竹片搭的秧棚掀
翻了。娇嫩的秧苗裸露在外，时间久了就会枯
死，这可是大事！

宿舍区的树上，用铅丝挂着一段废弃的
铁轨，紧急情况就敲铁轨，“当当当”倒也洪
亮。晚上 *时，铁轨被敲响，知青们紧急集合
抢修秧棚。甘兰新等小知青学着老职工，套上
破棉袄，用绳子、电线甚至稻草在腰间一扎，
下身穿着短裤，赤脚冲进了大雨中。
屋外夜色如墨，伸手不见五指。知青们对

农村道路不熟悉，脚趾不会使力，抓不住泥
土。短短 $)!公里，知青们跟斗连连，足足走了
(小时。每个人都摔得浑身是泥，脸上分不清
是雨水还是泪水。

到秧棚后，甘兰新的棉袄浸透了水，脸色
发白，牙齿都在哆嗦。副连长忙从口袋中掏出
一瓶 #.多度的“熊猫牌”白酒，咬开瓶盖递给
他：“喝一口！”生平从没喝过酒，甘兰新惶恐
地推开：“不会。”“还要不要命？”副连长不容
分说，把瓶口凑了上来。

第一口下肚，他足足咳了五六分钟，脸涨
得通红。再喝几口，却感到一股热气从身子里
冒了出来，人渐渐回暖了。他把酒瓶还给副连
长，对方愣住了：“一斤酒，你小子只给我剩 (

两？”他却一点没反应。
从此他的“海量”就传开了。许多年后，每

当应酬喝酒，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风
雨交加的夜晚。

一根扁担 包容你我
大量知青的到来，不仅帮助农场发展了

农业和工业，带动了交通、道路建设，还将许
多城里的风俗、习惯带到了当地，从社会人文
的角度推进了城乡一体化。不少农村姑娘的
穿着、发型，都跟着女知青学，连谈恋爱的动
作也效仿起城里人来———手挽手是“小三
角”，搂着腰就是“大三角”。

露天电影就是一种娱乐，巡回放映队一
来，三五成群的人就披着棉袄、拿着小板凳，
涌到广场上，荧幕正面挤不下了，就坐到背
后。此外，每个连队都有文化室，打乒乓、下
棋、唱歌、跳交谊舞，业余生活丰富多彩。“一
个连队几百号人，若要文艺汇演，一周内就能
拉台戏，相声、跳舞、诗朗诵，水平都很高。”朱
平回忆说。

虽然城乡融合是主流，但知青和当地人
也有矛盾。二十出头的知青们，年轻气盛、不
服管教，有自己的价值观，老农则言语生硬、
不善沟通，双方一语不合就能吵起来。

陈春山还记得，到连队 (年后，他升任排
长。一天开河，他不慎把珍藏的桑木扁担挑断
了。“扁担很讲究，既要软，又要有韧性。”心仪
的农具坏了，他一整天闷闷不乐。连队仓库
后，正巧有 (.多棵桑树，手下兄弟们商量着
砍一棵，给他做根新扁担，他默许了。砍树、剥
皮、打磨，新扁担连夜制成。

第二天早训时，连长暴跳如雷：“谁砍的
树？罚款！”并责成仓库保管员朱山勇调查。朱
山勇是当地人，做事特别负责，平时将仓库管
得清清楚楚，知青们想多拿根铁锹都不行。得
知他来调查，不少小知青立即拉下了脸。不料
几天后，老朱悄悄地对陈春山说：“扁担的事，
我知道是你们排干的。你们也是为了干活，罚
款我代你们交了，这件事我包下了。”

这下，知青们大为感动，陈春山也感受到
朴实的当地人对知青群体的包容和理解。后
来，他当上了指导员，常用这件事来教育捣蛋
的小知青，要尊重当地的风土人情。

不懈努力 终于回家
金黄的麦浪在阳光下翻滚，咸咸的海风吹

不走对家的思念。$%*!年的一天，甘兰新坐在
高高的麦垛上，听到了一个消息：根据邓小平同
志的指示，上海即将成立“打击经济领域犯罪
活动办公室”，要从农场抽调一些精兵强将。

那时，甘兰新已在农场待了 $$年。他在
家中排行最小，俗称“奶末头儿子”。父亲是祖
传第五代中医，“文革”时被批成“反动学术
派”，#.多岁被送到金山消灭血吸虫。经此动
荡，父亲希望子女不要走自己的路，“工农兵
最吃香，到农村去也蛮好的”。所以，他去崇明
农场，是打定主意待一辈子的。但那一刻，他
的心活了。

几乎在同一时间，在场部宣传科的陈春
山，决定参加复旦新闻系自学考试。之前，他
曾前往上海青年报实习了一年，却因户口问
题没留下来。当时一起实习的年轻人中，有一
位名叫强荧，后来成了新民晚报的知名记者。
他觉得，自己或许也能试试。
朱平则更坎坷。为了让儿子顶替回沪，原

本在虹口区委工作的母亲千方百计换到了事
业单位，却在 !. 岁办退休时，被发现是“干
部”而没退成。朱平只好留在农场，后来才通
过读书、考试回到上海。那时，他在农场已待
了 $,年，成了家，生了娃。

从 $%,.年到 $%*%年，根据上海城市经
济发展的需要和国家有关政策，共有 +*)%万
名上海农垦知青职工，通过各种途径调回上
海，继续在各条战线上奉献青春。

多年后，同属上海农垦系统下的三人，聚
在一个办公室里，作为“老农垦”回望自己的
知青生涯。不去评判时代的是非功过，单说那
一段青春岁月，确是终生难忘的，单说那一段
农场经历，也是受益匪浅的。简朴、宽容、正
派、上进、奉献、无私，这些知青岁月赋予他们
的宝贵品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自的工作、
学习、家庭，直至走到今天。

朱平的儿子在农场长到 $.岁，回忆起孩
提时代，他只记得一个细节———每次回家，爸
爸都要牵着他，在马家港码头上一路小跑赶
轮渡。那时，年幼的儿子常问：“爸爸，我们为
啥要跑？”
朱平也回答不上来。他只知道，哪怕前方

是未知的大风或迷雾，哪怕不知停航的客轮
何时启程，他也不能停下脚步。因为，只有和
时代一同奔跑，才会见到希望的曙光。

上海农垦发展史

! 农业连队挑灯夜战开沟挖渠

!

!长江农场新婚知青在贴窗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