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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亲说：能不能找上
海知青来当村官，带大家
过好日子

辗转经过近 !个小时的飞机、
"#多个小时的火车和近 $ 小时的
汽车，记者终于踏上了徐桔桔所在
的边陲小镇———逊克。这是黑龙江
省黑河市下属的一个小县城，紧邻
中俄边境，从它身边流过的就是黑
龙江界河。
徐桔桔看上去比记者想象的年

轻，气质娴静。与她一同来见记者的
北京知青贾爱春，虽白发苍苍，却风
风火火，干劲十足。两个性格迥异的
人，却是一生的朋友，徐桔桔之所以
来逊克，最初也与贾爱春有关。

$##%年 %月，&#岁的贾爱春回
到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逊克县奇克
镇山河村。让她感到难过的是，'#
多年过去了，乡亲们过得并不好，原
来的村成了邨，并入了另一个村子。
乡亲们收入微薄，村民活动室也被
征用，连个活动的地方都没有。
贾爱春决定给乡亲们盖一间活

动室。在她的努力和县、镇两级政府
的帮助下，去年，一座白墙红瓦的两
层小楼在山河村建了起来，贾爱春
取名“知青会馆”。许多曾在此插队
的知青闻讯赶来见证。他们中大多
是上海知青。就是那一次，老乡郭齐
生偷偷找到贾爱春，提了一个让人
意想不到的要求：“我们致富缺个带
头人，能不能找一个上海知青来当
村官，带大家过好日子？”
贾爱春明白“上海知青”这 '个

字在老乡们心目中的分量。当年，仅
在逊克县插队的上海知青就有数千
人，他们给这个边疆小镇带来清新
之风，甚至改变了一辈人的生活习
惯和思维方式，让他们了解到，还可
以有这样的生活，还可以有这样的
精神文化追求。

贾爱春想到了徐桔桔———这个
当年插队同住一屋，多年来一直保持
联系的好朋友。她打电话，徐桔桔一
听，笑了：“怎么可能啊，简直是天方
夜谭。”徐桔桔的反应，贾爱春并不意
外，最初她也觉得这事有些天马行
空。但她相信徐桔桔肯定会答应。“知
青对第二故乡的感情，只有知青才能
理解。这个地方牵着我们的魂。”
从那天开始，徐桔桔和贾爱春的

电话频繁起来，每晚几乎都是雷打不
动的两个多小时，聊着聊着，徐桔桔
动心了。其实从最开始，徐桔桔听到
山河村的现状，就开始思考能为老
乡做些什么。她找了很多资料，包括
国外搞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做法。

儿子说：母亲你既然
已经决定了，就去做自己
喜欢的事

徐桔桔是上影集团退休职工，
老党员。!(年前，她就是在山河村
插队时入的党。回上海后，她一直做
财务管理，退休后被一家韩国公司
聘用，负责电影投资方面的工作，月
薪过万元。对她来说，放弃这份收入
不难，但还有很多东西难以割
舍———年逾九旬的父母住在敬老
院，一去数千里，怎能不牵挂？小孙
女出生不过百日，需要人照顾，怎么
和儿子开口？
贾爱春同样有很多困难。她的

老伴因为脑溢血半身不遂，在建“知

青会馆”的日子里，她只能把老伴带
在身边，在县城里租一间房子，白天
下乡，晚上回县城照顾他。冬天气温
太低，老伴有病无法适应，她才不得
不把老伴送回北京，让儿子照料。
尽管很难，徐桔桔和贾爱春最

终还是下定决心：回到山河村，带村
民们搞土地入股的种植合作社，通
过大面积机械化耕作提高产量、增
加收入。要做到这一点，有两个前
提，一是山河要能重新独立成村，二
是徐桔桔要能当上村里的带头人。

去年一年，徐桔桔在上海和逊
克县之间跑了 (个来回，贾爱春更
是在上海、北京、黑河之间跑了 "$

趟。除了考察当地情况，了解农情
之外，为了弄清山河村百姓的想
法，贾爱春还制作了 "##多张调查
问卷，无记名调查大家是否支持知
青到村里当支书。没想到的是，"##
多户村民，每一户都在问卷上选择
了“支持”。
一切准备妥当，去年国庆，徐桔

桔瞒着家人，偷偷将自己的组织关
系转到了逊克县，被县里委任为山
河村党支部书记。回到上海，她惴惴
不安地和儿子摊牌。没想到儿子听
了母亲的选择，沉默了一会后说：你
既然已经决定了，就去吧，去做你喜
欢的事。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今年 $

月，山河村重新恢复村建制，并成立
种植合作社，贾爱春担任合作社的
法人代表和董事长。村里的百姓在
零下数十摄氏度的寒风里扭着秧歌
庆祝，老人们热泪滚滚：“几十年没
看到这么热闹的景象了。”

村民说：土地是我们
的命，现在我们把命给你
们了
走进山河村，记者不禁眼前一

亮：干净的水泥路足足有六七米宽，
安装着簇新塑钢窗的房屋显得格外
亮堂，每户人家由蓝白相间的铁栅
栏隔开，整齐而美观，村子被一望无
边的黄豆和玉米田包围在中间。
路过的村民见了徐桔桔和贾爱

春，都是满面笑容，热情地打着招
呼。“这一年可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民史先福告诉记者，徐书记来之
前，村里连条像样的水泥路都没有，
一下雨就泥泞不堪。家家户户的房
子都是土垒的，冬天风呼呼地往里
灌。“她们为我们跑断了腿，才争取
来这笔新农村建设的钱。”史先福说
的没有任何夸张。初到山河村，除了
忙着合作社的筹备工作，徐桔桔和
贾爱春最操心的就是改变山河村的
面貌，提升村民们的精气神。

光是为了给村民房子安装塑钢
窗，徐桔桔和贾爱春就跑了不知多少
趟。按照规定，这笔钱下发到村一级
的行政单位，当初山河村不受重视，
没有享受到，现在恢复建制，要在本
就十分困难的逊克县财政中拿到这
笔钱，非常困难。她们先是“堵”建设
局长的门，两人带着水和饼干，早上
(点多就起床往县城赶。局长说在开
会，两人就在会场外等，一等就是一
天。最多的时候，她们两小时内找了
局长 &回，搞得局长一推门看到两
人，“哎呀妈呀，你们怎么还在。”

争取到项目开工后，按惯例钱
由村民垫付。能不能把这笔钱拿回
来，又是一个难题。徐桔桔和贾爱春
又开始“堵”财政局长，一次次闭门
羹，一回回围追堵截，最终打动了局
长，他说：“两位知青对第二故乡的
反哺，都做到这个地步了，我们心里
实在过意不去。”拿到钱的那天，整
个村子轰动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
高的效率，以前这种钱，没有一两年
绝对拿不到手。”
这是徐桔桔和贾爱春到山河村

后办的第一件实事。贾爱春告诉记
者，“这里人很实在，干什么事情都
是看实际行动，你说得再好听，做不
到，老百姓不会服你。”
搞种植合作社，最大的难题是

村里的机动田。山河村有农田 '$#

多公顷，其中 '#多公顷是属于集体
所有的机动田。当年村里为了还外
债，用极低的价钱把这些田包给了
一些村民，一包就是 $#年。现在要
搞合作社，如果这些田不能收回，将
影响土地连片，无法开展大规模机
械化耕种。虽然村里 %()的农民都
愿意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参加合作
社，但恰是几户没有参加合作社的
村民手里有不少机动田。这些田如
何收归集体，成了摆在徐桔桔和贾
爱春面前的最大难题。
“当时这些村民是因为有疑虑

没有入社，要说服他们，真是难上加
难。”最无奈的时候，贾爱春会爬上
知青会馆号啕大哭，她对前来找她
的奇克镇党委书记陈越说，“书记，
我不行了，我要回家，回北京。”陈越
也不搭话，事后他说，他比两位知青

自己还有信心。果然，哭完了，陈越
说，大姐，走吧。就像什么都没发生
过一样，两人又继续回去想办法。
最终，徐桔桔和贾爱春决定还

是用老办法———搞民意调查。一份
份调查表发下去，收回来时，徐桔桔
和贾爱春的鼻子发酸：%*)的村民
不但签名支持回收土地，还按上了
密密麻麻的红手印。不少村民还主
动帮忙做工作，说服自己的亲戚、子
女、朋友率先交田。种植合作社终于
办起来的那天，一位村民感慨，这件
事谁来也没辙，只有你们能办成，因
为你们没有私心。他郑重地握着两
位知青的手说，“不瞒你们说，想着
要把土地交给你们，我两三天没睡
好觉。土地就是我们的命，现在我们
把命给你们了！”
讨钱、收田、干旱……一个个难

关被闯过。徐桔桔告诉记者，山河村
的经历让她们明白，要踏实地干好
一件事，靠激情，也靠理智，靠冲动，
更靠坚持。

她说：我们还要成立
蔬菜合作社、大型养猪
场，还要挖河种荷花，还
要继续探索村民致富的
途径

尽管刚播种没多久，就遇到 &#

年未遇的大旱，但因为大面积机械
化耕作的优势，参加合作社的村民
们还是尝到了甜头。
“旱成这样，黄豆地不减产，玉

米地更丰收在望，每垧（公顷）至少
能收 +(##公斤。”听说每公顷土地
可能增收 !###到 (###元，村民们
都乐呵呵的，最早提出邀请知青回来
当村官的郭齐生老人告诉记者，“这
一步是走对了！现在我们对她俩的要
求是最少干两届，只要她们不说
‘走’，她们指哪，我们打哪。”+'岁的
村民李奎友逢人就说：“这么一弄真
有奔头，看来我还要多活几年。”

马上到来的国庆假期回不回
家？徐桔桔和贾爱春异口同声———
根本没想过。“现在正是秋收，秋收
结束了还要卖粮，分配，这些都是最
重要的工作，关系着村民的利益和
他们的信心。”与此同时，徐桔桔已
在为来年筹划：除了继续把种植合
作社办好之外，村里还准备建立一
个蔬菜合作社，对白菜进行统一采
购，统一销售，打出品牌；与之相配
套的，是一个千头以上规模的养猪
场正在打桩建设。
“养猪产生的粪便，将是最好的

农家肥，专门生产无污染的绿色蔬
菜。”徐桔桔告诉记者，村后的那条
河也将开挖，大面积种植荷花，成为
一个美丽的景点，也是村民收入的
一个增长点。一切，都是因为种植合
作社成立后，大面积机械化的耕种，
使 *#)的劳动力被解放出来，大家
不但可以出门打工，更可以兴办其
他产业，村民们致富的途径更多了。

!记者手记"

想为百姓做点事
采访徐桔桔和贾爱春!最想问的

一句是!为什么" 为什么能够放下一

切!到穷乡僻壤种地#

两位老知青的回答很实在$除

了对第二故乡的感情之外! 也想为

老百姓做点事# %现在!很多人都在

埋怨这&埋怨那!与其埋怨!不如静

下心来!去为改变现状多做一些#我

们虽然都是老人了! 但是我们爱这

个国家!爱这片土地# '徐桔桔告诉

记者!改变山河村!是她和贾爱春力

所能及的一点事! 她也希望能影响

更多的人#

做点能改变现状的事
———昔日上海知青徐桔桔重返第二

故乡黑龙江带领百姓致富的故事

一个人的
生命可以燃烧
几次？在这个喧
嚣浮躁的时代，
又有多少人可
以静下心来，全
心全意去做一
件事，为的却是
他人的利益与
幸福？

有着35年
党龄的上海人
徐桔桔正在这
样做着。为了
40多年前插队
落户的乡村百
姓可以过上富
足生活，年届六
旬的她放弃高
薪返聘的外企
工作，告别九
旬高龄的双亲
和出生不到百
日的孙女，远赴
黑龙江黑河市
山河村当起村
支书，带领村民
搞新型种植合
作社走现代农
业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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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桔桔(前排左一)和贾爱春(前排右一)当年插队时的合影 资料照片

!

!

徐桔桔(右)和贾爱春在玉米田里看长势 潘高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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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转改”迎盛会系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