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
刊

2024年4月6日 星期六

4

请
关
注
龙
头
新
闻A

P
P

文
旅
频
道
·
妙
赏
专
栏

主编：文天心
责编：董云平

执编/版式：毕诗春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hljrbbschljrbbsc@@163163.com.com

黑土地上的大农机作业黑土地上的大农机作业。。

黑土地上的大粮田黑土地上的大粮田。。

群虎夺食群虎夺食。。

深
爱
这
片

2024 年 3
月 19 日，一个
普通得不能再
普通的日子，但
对我来说，却有
特殊的意义。
因为这一天，我
来到了北大荒
集团齐齐哈尔
分公司繁荣种
畜 场 有 限 公
司。至此，我走
遍了黑龙江农
垦113 个农场，
实现了看遍农
垦系统各农场
山山水水的目
标。

我是北大
荒第二代，父亲
从北京卫戍区
部队转业来到
农场，母亲从佳
木斯农校毕业
后支援边疆建
设来到农场，我
的人生由此得
以和北大荒结
缘。北大荒对
我来说有着特
殊的意义，这是
生我养我的地
方，更是我终身
为之骄傲和自
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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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官兵奋战北大荒十万官兵奋战北大荒
1954年，苏联援助建立一个大型机械化谷物农场，为

纪念中苏之间的友谊，国家将这个农场命名“国营友谊农
场”，号称天下第一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党
中央号召开垦荒原、发展农业。时任北京市石景山区乡
长兼团支部书记的杨华，组织了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
队。于 1955年 8月 30日开赴到我省萝北县，建起了黑龙
江青年垦荒农场。经过几十年奋斗，南共青城、北共青农
场享誉大江南北，成为青年人奋斗的标杆。

对北大荒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始于铁道兵。1955 年
元旦，以余友清为场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五〇部队农
场”在密山县正式成立，这是北大荒建立的第一个军垦农
场，拉开了我国大规模开发北大荒的序幕。此后，铁道兵
复转官兵 1.7 万人开赴北大荒筹建军垦农场。1957 年春
天，王震部长亲自带领勘察队进入雁窝岛勘察并点燃了
开荒的第一把火。为了开发雁窝岛，抢运油桶的英雄罗
海荣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复转官兵潜水挂钩、打败“大酱
缸”、开发雁窝岛的业绩很快流传开来，先后被绘成连环
画、写成小说、编成戏曲、拍成电影《北大荒人》，1961年，

《开发雁窝岛》一文被编入十年制小学《语文》课本第七
册，从此雁窝岛名闻天下。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垦区
内外几乎一提起北大荒就是八五三，提起八五三就是雁
窝岛。雁窝岛是北大荒开发建设的一个缩影，成了北大
荒的代名词！是北大荒精神的重要支点。

1958 年 1 月 24 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动员
十万转业官兵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要求全军转业官兵
去开发北大荒，屯垦戍边。为此，人民解放军全军进行了
总动员。顿时，全军上下热烈响应，人人表决心，积极交
申请，坚决要求去开发北大荒。“向地球开战、向荒原要
粮”，于是，大规模开发北大荒的战役打响了。这就是最
为著名的“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一颗红心交给党，英
雄解甲重上战场，不是当年整装上舰艇，不是当年横戈渡
长江，儿女离队要北上，响应号令远征北大荒。”这是著名
诗人郭沫若写下的诗篇《向地球开战》，这首诗于1958年3
月 23日刊登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既是为开发北大荒
官兵的“壮行”赋诗，更是向北大荒恶劣环境宣战的檄
文。随着雄师十万直取荒原，北大荒开发建设进入了历
史上的最高峰。这批转业官兵的政治素质好，党团员占
85%，有一大批荣立战功的英雄。有荣立大功、一等功 11
次的“战斗英雄”李国富；有黄继光连的副指导员郝信友；
有亲自指挥邱少云连攻占391高地的营参谋长吴品庆；有
在上甘岭战役中坚持坑道战斗 14 昼夜的二等功臣左尚
喜。这批转业官兵文化程度高，有的参军前就是清华、北
大等全国著名院校的毕业生。还有一大批空军、海军、炮
兵、坦克兵、防化兵、军事工程教官、文化教员、军队作家
和文艺工作者等1000余人。

北大荒精神闪耀光芒
从十万转业官兵到来的那一刻，这里就

播下了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红色种子，留下了
“将军岭”“背兵过河”“司令员烧荒”“部长教
我扶犁”“为夏大脚买鞋”“创建八一农大”

“办迎春机械厂”等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
当年，北大荒所处的三江平原沼泽遍地，一
到雨季，许多生产队就成了“孤岛”。十万复
转官兵抓住农闲时机，大搞治水会战。他们
住草棚、吃苞米面，在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
下，凭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艰苦奋
战。“有位参加治水会战的少尉每天至少要
干14小时的重活，一连56天没有脱鞋，直到
后来，他的脚已经和鞋子分不开了，只能靠
外科手术把脚底皮割开，他的工效也是全大
队中最高的。”每当这些老同志谈起当年开
发会战，都会感慨万分，“当时，转业官兵的
劳动强度很大，能送到医院的都是重病号。
那时候的北大荒，难啊……”

到 1959年北大荒共扩建和新建 41个农
场，此后 20 万内地支边青年也参加开荒建
设，有6万山东支边青年来到北大荒。当年，
英雄的北大荒人挺进荒原，挺进“无人区”。
一望无际的北大荒，从此播下了千万颗具有
顽强生命力的红色种子。

我何其有幸能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农垦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绥滨农场作为全国的改革试验区，率先
兴办职工家庭农场，建立了四到户、两自理、
大农场套小农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
制。1990 年启动实施 100 亿斤商品粮基地
项目，1996年实现粮食产量143亿斤，提前4
年完成任务。1998 年组建了黑龙江北大荒
农垦集团总公司，进行国家大型企业集团试
点。2005 年垦区粮食总产突破 200 亿斤，
2009年突破300亿斤，2011年突破400亿斤。

我何其有幸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这
一时期，北大荒精神确立了艰苦奋斗、勇于
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核心内容。北
大荒精神传承了解放军光荣传统和“南泥
湾”精神，是北大荒人三代人为垦区的开发
建设“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在黑土地上的真实写照，是最持久的力量
源泉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我 1986 年大学毕
业回到了家乡，在一代代、一批批老领导、
老同志的培养教育下，自己得以成长进步，
也为垦区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虽然
农垦转变了职能，虽然自己也将走下工作
的舞台，但北大荒永远是我的“根”和“魂”，
北大荒永远是我的最爱。

曾经的荒原变良田
北大荒曾是茫茫荒野，从

1947年以后，拓荒者们对三江平
原、兴凯湖平原以及完达山南北
两麓的平原进行垦殖。发展到
今天，“北大荒”这一概念，在一
定意义上是黑龙江垦区，也就是
现在北大荒集团的特称。它地
处中国东北部，小兴安岭南麓，
松嫩平原、三江平原腹部，辖区
土地面积 5.54万平方公里，是我
国耕地面积最大、现代化程度最
高、综合能力最强的国家商品粮
基地和粮食战略后备基地。

1961 年第一版的十年制小
学《语文》第七册中的课文《开发
雁窝岛》，该文第七自然段这样
写到：春天来了，冰雪开始融化，
岛上慢慢地换上了绿色的春装，
各种鸟兽开始活动了。这里是
大雁的“王国”。还有狍子、野
猪、黑熊、白眼狼等野兽出没。
最容易捕获的是鱼，拿个洗脸盆
去河边洗脸，就可以顺便捞几条
鱼回来。这么美的自然环境，怎
么能和荒原联系在一起，又怎么
能和生死考验联系在一起呢？

1947年，在人民解放战争由
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的关键
时期，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巩
固的东北根据地”重要指示，一
批来自延安等革命根据地的“拓
荒者”来到黑龙江，拉开了北大
荒开发建设的序幕。从 1947 年
到建国前两年时间，创建了一批
像宁安、赵光这样的公营农场。
电影《老兵新传》就反映这时期
垦荒者历尽千辛万苦开垦出万
顷良田的故事。之后，东北荣军
工作委员会创建了一批荣军农
场和解放团农场，农建二师创建
了 3 个军垦农场。到 1949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黑龙江地区
的农场，大体上分三个层次、四
种类型：一是县营农场，其中原
黑龙江省县营农场 43 处，原松
江省 79 处，共 122 处。二是属
原黑龙江及松江两省省营机械
农场的有：宁安、桦南、集贤、五
大连池、赵光、查哈阳、伊拉哈、
绥滨 8 处。三是由东北人民政
府农业部直接领导的机械农场
有：通北、永安、八一五、鹤山 4
处。四是由东北荣军工作委员
会领导的荣军农场有：香兰、孟
家岗、二龙山、红星、伊拉哈、伏
尔基河6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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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农民在田里
插秧。

在美丽的哈尔滨松花江畔北
岸，坐落着一处闻名遐迩的黑龙江
东北虎林园。作为世界上最为宏
大的东北虎的庇护之所，这里不仅
是饲养、繁育、科研与保护的圣地，
亦是一处国家4A级的旅游风景区，
拥有 144 万平方米的东北虎林园。
自 1996 年向世界揭开它的神秘面
纱以来，以其原始的野趣和无法抗
拒的魅力，吸引了众多远道而来的
游人。每年，超过40万的游客在这
里追寻自然的印记，使得这座千虎
之园成为了黑龙江省璀璨的文化
符号。

生态文明实验基地

东北虎林园（简称虎园），建于
当年松花江北岸没有开发的一片荒
野之地。昔日那“众山皆有虎”的传
说，在这里轻轻落笔，留下了淡淡的
墨迹。如今的虎园虽没有虎啸山
林、豹跃青川之险峻，但目睹群虎腾
跃，咆哮争食的壮观景象，同样有种

“猛虎潜深山，长啸自生风”的震撼
之感。

园内，树木耸立，它们苍翠挺
拔像是一群忠诚的守卫，紧密地环
绕着这个充满生命活力的乐土。
周围，花草覆盖了每一寸土地，彷
佛是自然界的一块绣布，上面绣满
了缤纷色彩。鸟儿们在树梢间欢
唱，它们的歌声与野花的香气交织
在一起，谱写着四季不同的旋律。

当冬日降临，雪花悄无声息地
覆盖了每一个角落，整个园地被一
层洁白所覆盖，宛如换上了新装。
在这洁白的世界中，东北虎仿佛成
了主宰者，它在雪地里自如穿梭，
展现出它“百兽之王”的威严与霸
气。

园内假山、石墩、水塘环环相
扣，虎舍周围，环境和谐安宁，是一
处诗意的栖息地，为这些雄壮的生
灵提供了一个恬静而美丽的家园。

自亚洲北部的深邃森林，起源
于300万年前的进化史，东北虎——
这一猫科的珍稀成员，已被时光雕
琢成其现今的形态。东北虎又名
西伯利亚虎，它在 20 世纪 70 年代
被列入世界保护物种名录，成为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作为食物链的
顶端掠食者，东北虎不仅在生态系
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也是维持自
然平衡的重要力量。

东北虎，耐寒的勇士，能在零
下 45 摄氏度的极端低温中生存。
它在黑龙江省那漫长而寒冷的冬
季里茁壮成长，这里的寒温带与大
陆性季风气候为其提供了理想的
栖息环境。

东北虎林园，不仅是一个供人
们欣赏这壮观生物的场所，而且是
一 个 世 界 级 的 生 态 文 明 实 验 基
地。每一只幼小的东北虎都如同
新生婴儿一般，在饲养员的悉心照
料下健康成长，使得这一珍贵物种
的数量稳步增加。

与野性生灵的
震撼“对话”

据媒体报道，虎园内现有东北
虎 1100 多只，还有少量的白虎、雪
虎、狮虎兽、黑色美洲虎等虎类品
种，被称为千虎之园。在东北虎林
园的腹地，东北虎与白虎、白狮等
珍稀猫科同伴，共同构筑了这里的
自然奇迹。漫步于东北虎林园，每
一处醒目的标志，犹如静默的向
导，引领着我们在这片原始之境中
徐徐前行。

在这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回
荡在空气中，游客们目不转睛地凝
视着这些威武而优雅的大猫。尤

其引人注目的是名为“惊险一号”
的观光车。坐在观光车上，穿梭于
野外繁殖试验区、野化驯养区、成
虎区等，仿佛在翻阅一本生动的自
然画册，每一页都描绘着东北虎的
不同生活片段。在这里，游客们可
以在安全的防护网后，与东北虎进
行一次近距离的互动。这种与野
性生灵的直接对话，比任何一部动
画片都更让人心跳加速。每当车
辆停下，人们便有机会近距离观赏
这些威武的猫科动物，感受它们在
自然界中的独特地位与美。

在东北虎林园深处，一些威武
的东北虎对于经过的观光车早已
司空见惯，似乎对这人类的喧嚣置
若罔闻。它们，作为夜晚的猎手，
在白日里却展现出另一种悠闲的
姿态：或是慵懒地躺卧在巨石上，
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或是闭上眼
睛，似乎在沉思着深邃的森林传
说；或是沉沉睡去，在梦境中追逐
着无边的自由。即便是行走，它们
也总是漫不经心，步态悠然，尾巴
随意摆动，犹如钢鞭轻抽在树干
上，发出低沉的声响。在树荫下、
草丛间、水塘旁或是虎舍中，那双
深邃的虎眼仿佛在洞悉这个与它
们格格不入的世界，展露出它们与
生俱来的勇猛和对自己领地的自
信掌控。

虎文化的现代博物馆

在东北虎林园，虎文化宛如一
条历史长河，潺潺流淌，融入每一
处角落。从园内高耸的宣传板到
随处可见的小口号，处处散发着虎
文化的浓郁气息，犹如春日里那盛
放的蒲公英，引人关注。

漫步于步行区的长廊，恰似置
身于一座虎文化的博物馆。宣传
栏，图文并茂，铺展开如同一本翻
开的百科全书，将丰富的知识和文
化传承于世人。这里的虎文化，犹
如山谷中的清泉，清新而直接地扑
面而来——从古代虎符的智慧精
髓，到生肖中的虎形象；从自然融
合的虎景文化，到成语谚语中关于
虎的记载；再到那些文人墨客对虎
的赞美之词，如明朝诗人高启的

《猛虎行》中的“阴风吹林乌鹊悲，
猛虎欲出人先知”等。在这片被虎
文化浸润的土地上，历史与现实交
织，传说与真实相融，形成了一道
独特而迷人的风景线。

园中，虎文化以其深邃的历史
根脉，成为了这片土地的灵魂符
号。自五个世纪前，它与中华文化
息息相连，深植于我们民族的血脉
之中。古人云：“虎者，阳物，百兽
之长”，是力量与勇敢的化身，能够
驱逐邪恶，守护正义。这份对虎的
敬畏与尊崇，早已融入我们的骨
髓，镌刻在岩画和神话传说之中，
流淌在无数代人口中传颂的谚语、
成语中。

这些古老的故事与传说，如同
中国龙图腾般，是我们血液中不可
抹去的部分。东北虎林园，不仅仅
是一片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它更是
虎文化的现代博物馆，精心展示这
份深沉而庄严的文化遗产。

东北虎林园用心塑造的虎文
化，让每一位访客在赞叹中学习，
对这神秘而强大的生物有了更深
的敬畏和理解。

本文图片为本报资料片

千虎之园
□姜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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