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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31枚公章

在 1958年大批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之
前,来自山东黄河三角洲的农建二师 8300多
名指战员开进北大荒,成为第一支成建制开
进北大荒的部队。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席毛泽东命令步兵九十七师部队番号改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二师，移防山东
生产待命，从事农业建设。1954年党中央、
国务院指令，农建二师的官兵，集体移垦北大
荒。先后以团为单位创建了三个机械化国营
农场，这就是今天的二九O农场、二九一农
场和铁力农场。

这支英雄的部队，曾经驰骋于解放战争
的枪林弹雨之中，冲破孟良崮、济南战役的硝
烟，使顽敌闻风丧胆。随着济南战役的胜利
凯歌，他们成为驻守济南市的城防卫戍警备
部队。1951年济南警备部队改番号步兵九
十七师部队，班师山东半岛国防前线。

2004年夏天，我们到二九一农场为北大
荒博物馆征集展品，在没有丝毫线索的情况
下，我们找到了老干部科，在座谈会上我们得
知农场原来保留了一套二九一团的部队公
章。我们从《二九一农场志》上，发现了几枚
公章的照片,可史志办的人也不知这套公章

的下落。现任的办公室主任和档案管理人
员，没见过这套公章。已经退休的上届档案
员，说也没见过。她又推荐她前届的档案员，
终于在档案室一个好久不用的柜子抽屉里，
找到了沉睡半个多世纪的这31枚部队公章，
这些公章全是用山东的梨木人工刻制。二九
一团所有的部队公章，一枚不少地展现在我
们面前，我们如获至宝。

这 31枚公章，有 5枚 6厘米见方，高 3.5
厘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二九一团一
营营部印”“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二九一团
二营营部印”“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二九一
团三营营部印”“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二九
一团政治处印”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二
九一团后方勤务处印”。有 5枚宽 2.7厘米，
长 5厘米，高 4厘米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步
兵第二九一团司令部军务股”“中国人民解放
军步兵第二九一团司令部军训股”“中国人民
解放军步兵第二九一团政治处保卫股”“中国
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二九一团司令部侦察股”

“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二九一团后方勤务

处财务股”。其它20枚的是长10厘米，宽2.4
厘米，高4厘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二
九一团某某连”，全是繁体字，公章四角倒棱，
分布在四角字的笔画有不同程度的磨损。还
有 1枚直径 4.2厘米的圆章，是“中国人民解
放军农建六团供应站营业用章”。

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这 31枚部队公章里,有 1枚公章记载
着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那就是“中国人民解
放军步兵第二九一团一营机炮连连部”……

部队刚来到北大荒，团部驻扎在密山县
城东、穆棱河畔的知一镇，为了建场筹集木
材。老乡听说部队要创办农场，都积极地向
他们提供线索。团长宋光和副政委张积文听
老乡反映，向东去不远的虎林县境内的完达
山上有日本关东军当年砍伐尚未运走的木
材。二九一团以一营机炮连为主，组成一支
三百多人的运木大队。战士们来到虎林县境
内的二道山头，用树干、树枝、羊草搭起了简
易工棚，在山坡下的小清河打捞早年日本鬼
子扔下的困山材。另一队战士则赶着马车，
将打捞上来的原木运回驻地加工。一天一宿
运一趟，全程60公里，每天四点钟摸黑出车，
冒着严寒，赶到大岗。吃饭喂马后又继续行
进，赶到二道山头，太阳早已下山了，装上木

材又重新返回。战士们身上虽然穿着棉袄、
皮大氅，但因长途赶车，早被刺骨寒风打透
了，好多战士的脸、鼻子、耳朵都冻烂了。这
一冬，他们打捞出两千五百多立方米木材。

快过新年了，运木大队的干部战士，接到
了团党委口头传来的慰问，同志们都特别兴
奋，因为他们要在北大荒欢度第一个新年。

不幸的事件发生了

1954年 12月 28日，二道山头到处洋溢
着歌声、笑声。这天，任务完成得也格外轻
松，太阳就要落山的时候，几十辆爬犁就全部
装满了木头。在收工的路上，不知是谁喊了
一声：“过年了——”远山深处传来了回声：

“过年了——过年了——”人们觉得好玩，大
家便一起呼喊，回声把大家逗得笑个不停。
炊事员陈洪常，晚上把大米查子饭煮得特别
烂，并把仅有的一条带鱼也洗了，炖了一锅
汤，一百多人喝着刚能嗅出一点腥味的鱼汤，

美美地吃了顿晚饭。
然而，不幸的事件发生了。晚上8点钟，

一座工棚失火了。当时，劳累已极的战士们
已进入梦乡，惟独战士陈福昌坐在火炉旁烤
着鞋里的乌拉草，他太困乏了，但为了第二天
野外作业，他不得不把湿漉漉的乌拉草烤
干。一不小心，炉火将草烤着，火苗腾空而
起，一下子蹿到低矮的棚顶。紧接着烧着了
在棚内用树枝、树条搭成的床铺。霎时，整个
工棚和另一个相邻的工棚变成了火海，火势
十分凶猛，又无救火工具和水源，两间工棚都
被浓烟和烈焰所笼罩。在梦中被浓烟呛醒的
战士，奋力扑打着烈火，他们想把活的希望留
给别人。有的连门都摸不着了，有的可能根
本就没醒过来。机炮班班长、24岁的共产党
员张继通，是位来自山东省高青县的小伙
子。他当时已经从烈火中冲了出来，这时他
猛然想起工棚里还有不少枪支，如不抢出来，
烧响的子弹会威胁他人的安全。他大喊着又
冲进了工棚。当人们在失火现场找到他的遗
体时，他的怀里还紧紧地抱着五支钢枪。张
继通本来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领导多
次劝他下山休息，但他仍坚持留在山上，顽强
地工作着。

机炮连副班长赵洪福，从火里钻出来后，
在雪地里寻找不到救火工具，只听他大喊一
声：“拿脸盆——救火!”又重新冲进火海，
外面的战士呼唤着他的名字：“小赵，赵洪
福……”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一双双焦
灼的眼睛再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当熟睡的董树檀被烈火烤醒后，他来不
及穿衣服，使劲拍打着身边还在酣睡的战友：

“快起来，着火了!”当他准备跳出一米多高的
门口时，忽然感到脚下被绊了一下，他顾不上
火烤的疼痛，抱起倒在地上的战友，钻出了熊
熊大火……

火势越来越猛。
看到工棚内被火光吞噬的战友们，外面

的战士眼睛都红了。此时，连长韩瑞华头脑
异常冷静，多进去一个战士，就等于多失去一
个同志，他大声地喊着：“谁也不准进去，这是
命令!”

唱不完的英雄赞歌

在这场大火中，既无水源，又没有防火工
具，虽然两个工棚里的72名战士中大部分人
脱险，可还有赵太和等23名战士献出了年轻
的生命……

陈守仁和马克明牺牲前一天还在密山县
驻扎地，当听说团党委准备调骨干人员支援
二道山的消息后，主动找领导报名。结果当
天晚上到二道山后就在这场烈火中殉难。

在家排行最小的董兴池，那年才 24岁。
他父亲50岁得子，特别疼爱他，他也很孝顺，
经常给老人写信。白天他还抽空儿写了一封
不让老人挂念的信，没想到老人接到这封字
少情深的信竟是儿子的绝笔。

其实每位战士都是一部永远也写不完的
书，因为他们是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写的；每
个人都是一首永远唱不完的英雄赞歌，因为
普通之中蕴涵着伟大。

1955年 1月 3日，农建二师党委和虎林
县政府召开了五百多人参加的追悼大会。黑
龙江省军区批准殉难的同志为烈士。据老人
讲，当时的会场一片哭声。会后，将二十三烈
士安葬在虎林城北“开国纪念林”烈士陵园。
农场无论是建场大会、开荒动员，还是年节期
间，农场领导总是反复强调：“牢记二十三烈
士遗志，完成烈士未竟的事业，要尽快建好农
场，让烈士含笑九泉。”

1995年 9月，二九一农场在建场 40周年
时，战友们流着泪，排着队，将烈士的骨灰和
墓碑从虎林迁回农场，建立了烈士陵园，举行
了隆重的“二十三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纪
念碑坐落在场部福山林木掩映的鲜花丛中，
正面是八个雄健、隽永的大字：“二十三烈士
纪念碑”。

学生们缅怀烈士，瞻仰烈士纪念碑。

2004年夏天，我们到黑龙江农垦总局红兴隆管理局二九一农场为北大荒博
物馆征集展品，在档案室一个好久不用的柜子抽屉里，找到了沉睡了半个多世
纪的这31枚部队公章，这些公章全是用山东的梨木人工刻制。二九一团所有
的部队公章，一枚不少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如获至宝。据说，每一枚印章背
后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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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印章珍贵的印章。。

在黑龙江，五花山不是一座山的名
字，而是大美龙江千里林海独有的一种
自然景观。

每年进入九月份，黑龙江便多了份
五彩缤纷的浪漫。在这个季节里，最美
的不是鲜花，而是树叶，由北至南、从西
到东，从大、小兴安岭，到张广才岭、完达
山脉，呈现出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秋
日的龙江，大自然如同打翻的颜料盒，
红、黄、白、绿、紫等不同深浅颜色漫山遍
野，群山如披锦绣，壮美如画。当地人把
这种引以为自豪的绚丽景观称之为“五
花山”。

地域广袤的黑龙江，森林覆盖率高，
多为天然混交林木，国家级森林公园数
量及面积均排名全国第一，有着“天然氧
吧”“森林之冠”的美誉。特殊的气候条
件，使各色林木在秋季呈现不同颜色。
由于山势高矮、坡向不同，受光照不一
样，颜色层次非常丰富，一眼望去，山峦
起伏，层林尽染，分外妖娆，景色一天比
一天美。

今年黑龙江雨水天气多，早晚温差
大，受气候变化影响，五花山出现的比往
年早。

走进大自然，走近五花山，激情之火
瞬间被点燃。踩着松软金黄的落叶，聆
听着悦耳的鸟鸣，呼吸着林中特有的气
息，整个人被绚丽的色彩包围着，顿时忘
却了城市的喧嚣和工作的劳累，身心与
大自然融为一体，诗情充满心间、画意盈
满思绪，使人心旷神怡，沉醉其中，流连
忘返。

风物

秋意漫染五花山
□尹栋

浅绿是春的基调，苍绿是夏的主色，洁白是
冬的重彩，惟有秋的色调是多元、多彩的。五花
山的色彩随山势在变，景色随观赏角度、时间在
变。一山一景，万树尽现妖娆，沟沟岭岭都是五
花山。山景姿态万千，像一个个姹紫嫣红的大
花园。站在山的最高处，极目远眺，远山近景一
览无余，红松的绿、枫树的红、桦树的金黄、柞树
的褐红、杨树的浅黄……那些不知名树的叶子
赤红如旗、灿黄如金 、绯红如霞，与或淡或浓灌
木丛交错混合，同蓝天、白云、河流渲染出一幅
幅秋色美景醉人的画卷，挂在了金秋北国的天
地之间。

漫步林中，清新的空气，潺潺的溪流，静谧
的山谷，给人返璞归真的感觉。整个人仿佛在
一幅油画中畅游，美不胜收，让人目不暇接，如
醉如痴。

五花山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天气时呈现
不同的姿势。秋高气爽、天高云淡时，五花山最
为张扬，彰显的是本色。秋阳普照下的五花山
最为养眼，色彩艳丽的景观为山水增添了许多
妩媚。天空倒映在水面上，水中的五花山更像
是一幅印象派油画。一个秋天，两处秋色。

倘若在秋雨中看五花山，秋色多了些湿气，
五花山换了一个姿势变成了水墨丹青。雨后的
树叶晶莹剔透，色泽更加亮丽耀眼。团团白雾
笼罩在五花山的山顶上，使五花山变得若隐若
现，影影绰绰。淡淡的雾气在山林间氤氲着，缥
缈着，多了一份仙气，给人朦胧美的韵味。这一
切的美景，在画家的眼睛里，就是一幅绝美的画
卷创意。

霜降后的五花山，色彩愈加纷杂。赤橙黄
绿青蓝紫交错参差，或浓或淡，形成大色块的衔
接涂抹。树叶经过霜的洗礼，有的变成金黄、金
红，有的黄中带粉、粉中含翠、翠中生红、红中隐
紫、紫中有褐，让游人有一种万类霜天竞自由的
诗意。

秋意渐浓，走进五花山，在林海中徜徉，融
入自然，不经意收获着大自然的馈赠。黑宝石
般的野葡萄、红彤彤的山丁子、银白的桦树蘑、
鲜红成串的五味子……熟透的野果挂满枝头，
纯天然的山珍随处可见，品尝着可口的野果，感
受着采摘山货的喜悦，别有一番天然妙趣。

没有多少地方的秋天，能像龙江这般多姿
多彩，给人印象深刻，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迷人的五花山悄然绽放。行走在龙江大地
上，这里一抹黄，那里一片红，漫山遍野，色彩醇
厚浓烈，如陈酿的美酒，让人看着看着就醉了。

美轮美奂的五花山、韵味无穷的五花山，如
同一曲磅礴雄浑的交响乐、又似一幅浓墨重彩
的油画、或如一首回味悠长的诗词，给人强烈的
视觉享受，带来多彩多姿的诗情画意，人们不禁
为大自然不经意的鬼斧神工和独具匠心的魅力
所震撼。

秋深沉而热烈，清澈而沧桑。秋声无言，秋
叶绽放出绚烂而耀眼的光芒，以鲜艳热烈的色
彩，表达出对生命的敬畏。稍纵即逝的五花山，
却留给人们深思永隽的哲理。

枚公章背后的
□赵国春1 感人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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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花山色五花山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