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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革命历史 传承红色基因

2021年的5
月 9 日,在北大
荒集团宝泉岭
分公司共青农
场分公司中国
青年志愿垦荒
纪念馆里,来了
一位已是耄耋
之年的特殊讲
解员,他就是当
年天津市青年
志愿垦荒队的
杜俊起，正在为
参加宝泉岭分
公司举办的新
闻宣传写作班
的学员们讲述,
当年他们是如
何克服重重困
难,开发建设共
青农场的——

每次站在兴凯湖的岸边，都有一种面临大海
的感觉。浩瀚的湖面，节奏明显的涛声，细腻柔
软的沙滩，接踵而至的游人……这是一个充满生
气的湖，一个让人向往的湖。从上个世纪 80年
代中期我第一次来到兴凯湖的身边，三十年里，
我五次来到这里，从未感到视觉的疲劳，每次都
充满了兴致，每次都有一种亲切感，一种新鲜感。

游览兴凯湖仿佛是在阅读一本大书，每次都
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资料显示，兴凯湖是满语，
意思是水往低处流。辽金时代，曾把兴凯湖称为

“北琴海”，因为湖的形状如“月琴”。兴凯湖是黑
龙江流域最大的湖泊，湖面 4000多平方公里，位
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和俄罗斯远东滨海边区，为中
俄界湖。兴凯湖形成于 4500多万年前，是火山
爆发造成的地壳陷落形成的。在缓慢的历史变
迁中，由于湖水退缩，在湖的北部又形成了一个
小湖，被称作小兴凯湖。大小兴凯湖由一道天然
的湖岗分隔开。6000多年前，满族的祖先肃慎人
就开始在兴凯湖繁衍生息，创造了独特的渔猎文
化。

我的记忆深处，清晰地保留着三十年前，第
一次来到兴凯湖的激动心情。刚刚放下行李就
迫不及待地跑到湖边，夕阳的余晖，为浩淼的湖
面镀上了淡淡的金色，湖浪舒缓而有节奏地拍击
着沙滩，当时兴凯湖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开发，保
持着较多的原始自然状态。长长的沙滩上见不
到游人，我一个人踩着柔软的沙滩，在舒适的湖
风中缓缓而行。

记得那次去兴凯湖是参加一个会议，在每天
晚饭后的闲暇时间，很多人都会涌到湖边，会游
泳的当然不会放弃这样好的环境，泡在水里不愿
上岸。兴凯湖靠近岸边有一段长长的缓坡，水不
深，水底又平，很舒服。有一次，有人突发奇想，
弄来一条长长的渔网，在湖水里网起鱼来。虽然
湖里鱼很多，但捕鱼也不是简单的事。几个晚上
下来，那条渔网上仍然空空如也。不过人们的情
绪并没有受到破坏。

兴凯湖的博大，激励着每一个走近她的人，
鼓舞着人们勇敢面对人生的困难和挑战。2003
年，我曾去过兴凯湖。那次，我们就住在了一幢
湖边的房子里，与浩瀚的兴凯湖保持了最近的距
离。每天清晨在哗——哗！哗——哗！的涛声
中醒来，在接下来的一天里，都依偎在兴凯湖的
身边。几天之后，当我们从兴凯湖离开时，我感
到浑身充满了自信，充满了力量。

兴凯湖的鱼类资源非常丰富，我印象最深的
是大白鱼和湖虾。大白鱼是兴凯湖的特产，肉嫩
味鲜，被列为我国四大淡水鱼之一，体重五六斤，
七八斤不等，据说也有十来斤的，不过现在已经
很少见了。满清皇族自然对大白鱼情有独钟，被
列为贡品直送朝廷。如今，走进兴凯湖的游人，
第一愿望就是品尝一下大白鱼。在宴席上，大白
鱼常常被作为压桌菜排在最后，有一种千呼万唤
始出来的感觉。

兴凯湖的湖虾也同样受到了游人的喜爱，我
每次来兴凯湖都要买上几斤带回家慢慢享用。
这种虾的食用非常简便，可以油炸，也可以熬汤、
包馅、蒸蛋羹，甚至随便抓一把生吃，味道也很鲜
美。我曾经在兴凯湖吃过一次生拌虾，弄一盆活
虾，直接倒上醋和其他作料搅拌，是非常好的一
道下酒菜。每当收获季节，当地居民家的院子
里，到处都是晾晒的湖虾，并且随时向游人出
售。兴凯湖还是鸟类的天堂，这里地处东北亚候
鸟大通道，每年春天，来自东南沿海、长江中下
游、渤海湾以及日本群岛、朝鲜半岛等地越冬的
候鸟，飞行几千公里，北迁到兴凯湖，高峰时日过
往量达17万只，种类235种，其中，金雕、白肩雕、
虎头海雕、白尾海雕、东方白鹳、白鹤、白头鹤、中
华沙秋鸭等 8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我曾经
到湿地自然保护区看过栖居在这里的鸟，留下过
美好的印象。

几年前，我和大庆家乡的十几名中学同学再
次结伴游览兴凯湖时，惊喜地发现，在大小兴凯
湖的分界处，建起了一座高高的观鸟台，像一艘
巨型的游轮。我和老同学一层一层地登上最高
处，凭栏远眺，立刻感到了心灵的震撼：长长的湖
岗上布满了兴凯湖松，形成了一望无垠的绿洲；
辽阔的水面烟波浩渺，与远方的天际浑然成为一
体；几幢造型别致的小房分布在湖边的水面上，
像是对游人讲述着一篇篇童话故事；几只水鸟在
云水之间自由自在地翱翔，像一只只可爱的精灵
……美轮美奂的景致，让我仿佛置身于人间仙
境，愉悦兴奋的感觉像电流传遍全身。那一刻，
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同来的伙伴，直到同学拽
我去合影留念，我才不情愿地收回目光。

在兴凯湖，还有一处特殊的景点是必须要去
的，那就是坐落在兴凯湖畔的北大荒开发纪念
馆。王震将军洁白的雕塑，垦荒者英姿勃发的浮
雕，一张张充满时代气息的图片，开发建设各个
时期的珍贵实物……这些都向人们展示了上个
世纪 50年代，王震将军带领十万官兵开发建设
北大荒的缩影。

离开这里，再去浏览一下“北大荒书法艺术
长廊”，看一看由几百块大理石、花岗岩、汉白玉
雕刻的碑林，体会一下北大荒精神和北大荒文
化，兴凯湖之行才算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阅读兴凯湖
□陈杰

唤醒荒原的天津青年
□赵国春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时，全国范
围的经济建设高潮正在蓬勃兴起，党中央号召
开垦荒原、扩大耕地面积、发展农业。

北京市首先组织了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
队，以北京石景山区乡长兼团支部书记、23岁
的杨华为队长的垦荒队，于1955年8月30日开
赴到了我省萝北。向荒原进军的消息传到了
海河两岸，在天津市的广大团员青年中，引起
强烈反响，具有革命光荣传统的天津海河儿
女，决不能落在时代的后面，积极响应团中央
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北京青年志
愿垦荒队开赴萝北以后，杨华给杜俊起他们写
了信，介绍了萝北垦荒的情况，他们有了到萝
北垦荒的明确方向。

1935年12月，杜俊起出生于天津市津南区
高庄子乡一个农民家庭。1954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55年担任乡团总支副书记。这年刚入
冬，天津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召开后，
身为津南区民进高级社会计、党支部副书记的
杜俊起向团市委提出申请，要像杨华等北京青
年一样，投身北大荒的开发建设。消息传开
后，海河两岸的儿女沸腾起来了。

天津市的青年们给团市委、团区委联名写
申请，迫切要求参加垦荒。有的递交了一次未
批，就再写再交，有的还写了血书，表示坚决响
应党的号召，积极要求参加垦荒队。杜俊起也
积极踊跃地写了一份申请书。

申请交上之后怕不批，他又给领导们连续
写了两封信，恳求他们批准他的申请。《天津日
报》发表了他们的申请书，市委做出决定：组织
天津市青年垦荒队。工厂、农村、街道、学校等
各界青年积极报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天津
市就有 17000多名青年报了名，天津团市委优
中选优，272名优秀青年，选入垦荒队。在公布
名单的那天，杜俊起拿着通知书高兴地跳了起
来，紧紧地和队员们拥抱在一起，嘴里不停地
喊着：“我选上了，我选上了……”禁不住流下
了激动的泪水。

杜俊起的母亲是乡人民代表，她积极支持
儿子的行动，为他赶制棉衣、棉鞋。他妹妹是
少先队员，为他赶绣了一对枕头，绣着“虚心学
习、团结互助”八个字。

今年 86 岁的杜老还清晰地记得，在 1700
多人的会场里，母亲裴守英是乡妇女代表、妇
委会副主任，她作为唯一垦荒队青年家长讲话
时，激动地说：“我儿子去边疆开荒，我心里非
常高兴，我支持他的行动，我告诉他不要想家，
不要掉队，为全家争光，为天津市人民争
光。”听着母亲的发言，杜俊起止不住的眼泪
直往下流。会后，他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恨
不得一步迈到北大荒。

天津市青年志愿垦荒队队员，在市委、市
政府、团市委领导、工人、农民代表的欢送下，
先后分两批告别了家乡，离开了亲人，奔赴到
了萝北县与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员会师。

1955年11月5日清晨，天津队的第一批队
员出发了。杜俊起踏上了征服北大荒的旅程，
任青年志愿垦荒队副大队长。在人们敲锣打
鼓的欢送声中，列车离开了天津，一路上，哈尔
滨、佳木斯、鹤岗等地党团组织都组织了欢迎
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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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下午，到了萝北荒原，等了他们
两个多月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员，见
了他们跑着、跳着、喊着：“欢迎战友到
来”，互相拥抱，高兴得合不上嘴。杜俊
起和杨华两位小伙子的手紧紧握在了一
起。这时，杨华大声喊道：“我们盼望了
两个多月了，欢迎你们跟我们并肩作
战。请战友们洗洗脸，吃完饭，咱们开个
联欢会。”于是，有的帮着拿行李，有的给
提背包，搬进了北京队员盖的第一幢拉
哈辫草房。真不错，还有火炕，跟出发前
想象的不一样。当然，这是北京队员给
他们打的基础。

刚来的时候，天气实在是太冷，零下
40多摄氏度，再加上没有经验，有的队员
耳朵冻起了大泡，有的冻伤了手和脚。
到了春天的时候，队员们忙着清林烧荒，
做开荒的准备，随着天气转暖，蚊子、瞎
蠓、小咬轮番向他们袭击，有时晚间被咬
的无法入睡，只好坐起来，为了驱赶蚊虫
的叮咬，他们在草坪上点起了火堆，边
唱边跳起舞来，到深夜才能入睡，面对这
恶劣的环境，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
垦荒队员们没有痛苦和后悔，没有退缩
的怨言，就是有一股使不完的力量。

杜俊起临来前有个对象，姑娘叫李
之雯。他俩是同乡同学，一起参加工作，
一起入的团，在天津曾有过将来结为伴
侣的愿望。因为年龄小没多想，就全部
精力投入组织青年垦荒队的事了。

1956年3月26日，那天，萝北青年垦
区宋书记派通信员通知他下山参加紧急
会议。当时，鸭蛋河正跑桃花水，水大流
急。他骑一匹大红马与通信员蹚着马背
深的水走了六十多里地，晚八点才赶到
萝北县城。第二天一早，宋书记笑眯眯
地来了，对他说：“十点钟开会，迎接天津
队第二批队员，通知你来有两层意思，一
是迎接新队员，二是新队员中有你要好
的同学李之雯，她也来啦。”他听了心情
很激动，想不到组织上早给安排好啦。

9点 50分，六辆大卡车满载着第二
批队员开来了。宋书记一个劲地推他往
前走。人们边走边喊：“来啦，来啦！”车
上的人也喊：“到啦，到啦！”李之雯第一
个跳下车，朝他跑来。到了跟前，却腼腆
地说：“你好！”杜俊起也抹不开，说：“你
来啦！”队员们围了上来，又起哄，又开玩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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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5 月 4 日，天津青年
集体农庄成立，队员们早早地起
来，有的在草坪上插彩旗，布置
会场，还有的采来山野花，布置
会场四周的主席台，开会时由萝
北县县委办公室主任宣布，天津
青年集体农庄经上级批准正式
成立。杜俊起担任党支部副书
记，天津庄副主席，后来他还当
选为天津庄的主席。这一天，北
京庄、山东庄、河北庄、哈尔滨庄
也都成立了。会上萝北县小学
少先队献花、献词，各级领导讲
了话，队员代表表示了决心，最
后垦荒队员全体面对垦荒队大
旗宣了誓，晚上在草坪上点起篝
火，又跳又唱一直到深夜。

1956年冬天，杜俊起带领大
家把青年点的房子盖起来了，12
月 30日，杜俊起、李之雯同另外
三对青年一起举行集体婚礼。
谁都没有新衣服，只是把墙壁贴
上报纸，两个人的行李搬到一块
儿。四对新人买来烟酒糖茶，食
堂杀了一头猪两头羊，270 名支
边青年享受了一次大餐。

经垦荒队员们的拼搏努力，
他们终于修出了第一条路，打出
了第一眼井，盖起了第一栋房
子，开了荒，种下了第一颗种子。

天津庄的垦荒队员们，没有
辜负党组织和家乡人民的期望，
赢得了荣誉，建庄三年共开荒 2
万余亩，三年生产粮豆 180余万
斤，建造房屋136间，农庄的各项
建设、文化生活、文体活动等各
项工作在萝北地区都走在了前
头。1958 年天津庄荣获周恩来
总理签发的“全国社会主义建设
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1994
年，退休后的杜俊起心里装的还
是农场的大事。他把主要精力
投放到关心下一代工作上，先后
为广大青少年作北大荒精神传
统教育报告 200场次，受教育人
数两万多人，义务捐款 30多次，
捐款额达一万多元。

杜俊起在共青农场工作生
活60多年，先后担任过天津青年
志愿垦荒队副大队长、天津青年
集体农庄副主席、主席、生产队
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机械修
造厂指导员、木材厂书记、厂长、
教育中心党支部书记等职务，曾
先后获得鹤岗市优秀共产党员、
垦区十佳离退休干部、垦区第二
届“感动北大荒”人物等荣誉称
号。最近十几年，杜老又先后动
了两次大手术，但身体的虚弱丝
毫没有减少他宣传北大荒精神
的热情。在他看来，有了后人们
对北大荒精神的珍视，才能让这
种精神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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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凯湖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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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稿件图片，均由北大荒集团宝泉
岭分公司共青农场有限公司党委工作
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