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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城是上海青年志願墾荒隊開花
結果之地，是中國青年創業史的一面
旗幟，也是當今廣大青年實現創業夢
想的理想之地。2014年5月8日，江西
省委、省政府和團中央在共青城市召
開首屆中國青年企業家發展峰會，而
選擇共青城作為召開之地，就是要為

全國各領域的青年企業家、創業者打
造一個多元化、跨行業的溝通交流平
台，使之成為中國青年企業家的「達
沃斯」。
此外，2014年7月1日，共青城市正
式成為江西省直管市試點城市，被賦
予部分地級市經濟和社會管理權限。

薛永芬感歎道：「我們成長的地方在
上海，奉獻的地方是江西。江西是我們
的第二故鄉呢。」

墾荒隊員們年輕時的夢想在江西開花
結果，成為人夫或人妻，延續着上海人
的精緻生活方式。薛永芬稱，住在上海
里弄的人可以挑剔到用刷子清洗下水
道。記者在這些老人家裡採訪時，發現
他們的家都是一塵不染。韓巧雲照顧患
有帕金森症的丈夫有21年了，做飯的
地方乾淨到就像沒用過一樣。沙佩珍的
丈夫、薛永芬的丈夫都是80多歲的老
先生，卻很有精神氣，穿着很講究，樸
素中仍散發着不尋常的氣質。
如今，墾荒隊員們笑言自己的上海話

已經是不洋不土了。周文英說「吃」，
發的是「qi」音，與江西方言一致。

墾荒隊員們對於自己的故事不含
糊，卻很少居功。這些耄耋老人都會
提到在2010年去世的陳家樓，墾荒隊
五個發起人之一。青年陳家樓借鑒蘇
聯建設共青城的經驗，聯絡其他團員
寫血書，以表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開墾荒地的決心。
從早年的影像資料中不難發現，陳家

樓是一個很有思想的人。他曾在多所
985高校進行演講，關於墾荒的字字句
句讓已讀萬卷書的師生們一一折服。自
蘇北一帶逃荒而來的陳家樓夫人說：
「要是陳家樓在，三天三夜都講不完他

的故事。」陳家樓去世之後，與一些墾
荒隊員為鄰，一起守護着位於廬山南
麓、鄱陽湖之濱的共青城。

「我們已經老了，過去人思想潔
白，以前總想着為國家節省，為社會
節省，也沒有什麼功勞。年輕一代，
嘴巴會說，行動少，應該用實際行
動，報效祖國。」85歲周文英緩緩地
說。
的確，行動會證明一切。韓巧雲將

三個孩子的戶口毫不猶豫地從上海遷
回了江西。「兒子說，他們的爸爸是
江西人，一家人要在一起。」隊員們
都不後悔年輕時的抉擇，很知足現在
的悠閒生活，只需要社會的認可。韓

巧雲坦然地說：「要是知道上海以後
會寸土寸金，那我們家就太有錢了。
不過，我還是會來江西，國家需要我
們去建設。要是早幾年，我都要去參
加抗美援朝了！」
這些來自大都市的墾荒隊員們認為

幹農活遠比不上當地人，碰到困難的
時候還要靠當地救濟。但在記者看
來，上海青年志願墾荒隊能幾十年如
一日堅持的寶貴精神，無論是被定義
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還是信守承
諾，都是值得年輕一代學習。

如今，在共青城，連老弱婦孺都或多或少知道胡耀邦、98名墾荒隊員與
共青城之間的故事。當地一位熟悉共青城歷史的人士告訴記者，98名墾荒

隊員由53名知識青年、25位郊區農民、10名青年工人、10名幹部組成，是經過上海市政
府和團市委精挑細選出來的。

1955 年，團中央發出《關於組織青年參加邊疆建設問題的一些意
見》，得到了上海青年熱烈響應，要減輕城市糧食和就業包袱，去邊疆
自力更生。據統計，1955至1956年，上海青年志願墾荒隊先後分三批
五次，共計1,700多人來到江西墾荒。經過一年奮鬥，墾荒隊共開墾1,700
畝荒地，加上當地送的8,000多畝荒田，共生產180萬斤糧食以及眾多農副
產品。在歷經種種困難、天災人禍，幾次搬遷、幾次更名之後，墾荒隊與當地
民眾、知青等共同完成了從共青社、到共青墾殖場、到共青城開放開發區、再
到共青城市的衍變，這裡還成為了全國青年創新創業的一片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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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即將迎來65歲華誕。在這65年中，既有輝煌年代，也有艱難歲月。多少共和國的兒女，為了

新中國的建設事業，無私無悔地奉獻了自己的青春、汗水甚至生命……本報由今天起推出「國慶65周

年」系列報道，開篇即為讀者講述在共和國困難的日子裡，那些拓荒者們令人感嘆的奮鬥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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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15日，由98名熱血青

年組成的中國第一支民間自發組織的

墾荒隊，懷揣着實現共產主義的理

想，告別喧囂繁華的大上海，來到少

見人煙的江西省德安縣九仙嶺腳下墾荒。一甲子過去，中國

唯一以共青團命名的城市——共青城拔地而起，並成為共青

團中央唯一授牌的「全國青年創業基地」和「中國青年APP

創業基地」……人們有必要記下這些墾荒者的名字！ 「當年

墾荒隊五個發起人，三個先後回到上海，一位已去世，只剩

下我一個人了。現在，好幾批（三批五次1,700多名）隊員

還剩下不到20個留在江西。」79歲的墾荒者韓巧雲激動地重

複了好幾遍。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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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墾荒隊員們雖已80歲左右的高齡，
但精神依然矍鑠。在3天的時間裡，記者

先後採訪了留在江西的周文英、韓巧雲、薛永
芬、沙佩珍、王為天、岳明山、吳朝根、莫文
瑾等，聆聽他們引以為傲的過往，並和他們走
遍昔日揮灑青春的地方。

離家：父母不停抹淚
1955年10月15日，上海青年志願墾荒隊坐上

了南下的火車，隊員們將時任上海副市長金仲華
先前贈送的、繡有「向困難進軍，把荒山變成良
田」的錦旗掛在車窗口，高唱着《墾荒隊員之
歌》，憧憬着美好未來，恨不得馬上要衝去墾
荒。「父母們都在不停地哭，不停地抹眼淚。我
的父母沒有辦法，知道優越的生活留不住我，只
能囑咐我千萬不能當逃兵，去了就要堅持下來。
我人生中唯一的遺憾是沒有盡孝道。」薛永芬是
墾荒隊的隨行護士。後來，她特地分別請了一個
月假去陪伴先後去世的雙親。
10月18日，98名隊員就開始了墾荒種地、自

食其力的生活。墾荒隊隊長周文英樂呵呵地說：
「我在墾荒隊是老大，大家管我叫大姐，跟我做
事心裡踏實。」當時，陳家樓管後勤，沙佩珍管
財務，王寶華管做飯，韓巧雲養豬。

隊長：國家叫我就去
1929年出生的周文英現患有腦萎縮，腿腳行動

不便，不太愛說話，但是幹家務活麻利，家裡被
她收拾得井井有條。兒子郭建華打趣母親：「她
現在沒事幹，就愛煮稀飯。以前墾荒的時候，就
經常吃稀飯。這是一種傳承啊！」
在上海時，周文英已經是預備中共黨員、市勞

動模範、市人民代表、虹星農業生產合作社社
長，帶領社員經營185畝土地，引進新技術和蔬
菜新品種，與供銷社訂立收購合同。在周老的記
憶裡，當年的墾荒隊缺少有在農村工作經驗的主
心骨，組織上有意定她為隊長。周文英用一腔熱
情揮別了社員們的再三挽留，也讓死都不同意她
去窮鄉僻壤的母親無可奈何。「國家叫我到哪

裡，我就到哪裡。」

筆墨：都是臨急自製
韓巧雲回憶往事有點模糊，卻
清楚地記得自己曾抱着一隻小豬
仔與胡耀邦合影。「我們到九仙嶺
才40天，就迎來了天大的喜事。那
天，和平常一樣幹農活時，忽然從山上
下來好多警察，我們互相猜着肯定有大

領導要來。當知道團中央書記胡
耀邦來了，我們開心得跳
起來了！」吃晚飯的時
候，胡耀邦與大家坐在
茅棚裡，圍着床板拼起

的長桌，就着黃豆配稀飯，吃得津津有味。
「耀邦書記告訴我們，茅棚不能萬歲，頂多
只能三歲，以後要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如
今，這些都已經實現，我過得很滿意。」韓巧
雲的家在位於德安縣的一座兩層樓，還帶有一個
栽了好幾棵果樹的大院子。
胡耀邦還拿起特製「毛筆」，蘸上用鍋底灰加
山溝水調成的「墨汁」，為墾荒隊題名「共青
社」。韓巧雲很篤定地告訴記者，這支毛筆是陳
家樓做的，先削掉小山竹枝葉，然後從山竹中間
破開，再在破開的口子上夾上藥棉，一支毛筆就

這樣誕生了。

斬竹：頭髮都結冰了
其實，江西生活條件的艱苦，墾荒隊員們早從

長輩那裡就有所耳聞。「江西人愛吃辣椒，山上
有豺狼虎豹，好多人頭上長癩痢，經常會打擺
子，更恐怖的是還有血吸蟲病！」這是墾荒隊員
們都提到的，而且有一位隊員後來因患血吸蟲病
而去世。「當時一下雨，到處都是泥巴！沒有房
子住，只能住茅草棚，都是在一起睡大通鋪。我
們將拇指般粗細的竹子並在一起，再糊上泥巴、
石灰等，當作簡易牆，再搭上茅草頂，就成了茅
草棚。到山上砍竹子回來時，我們的頭髮都結冰
了。」王為天是第二批墾荒隊員，於1955年12
月到了這片荒野。

螞蟥：吸在腿好多血
隊員中很少有人接觸過農事勞動，用「不辨
菽麥」形容也不為過。因為不懂農事，沙佩珍
經常向一位農業技術員請教，時間長了，就促
成了一段姻緣。在向江西老表學習種植水稻之
後，第二批隊員岳明山認為自己除了不會犁田
和播種，其他都是有模有樣的。他還半蹲比劃
着向記者展示怎麼插秧苗，引來自己老伴的陣
陣笑聲。
岳明山說：「隊員們每天勞作10多個小時，鋤

頭很重，女同志扛也扛不動，白嫩的手上起了好
多水泡，然後就磨成了繭。水田裡面的螞蟥，有
好幾厘米長，吸盤吸在人腿上，一下子就能吸好
多血。我們經常聽到女同志哇哇叫，還有的直接
大哭。男同志雖然也怕，但不好意思叫。」

家書：一切安好勿念
條件艱苦，給家裡回信卻無非都是說：「在

江西一切安好，勿掛念。」從大都市到不毛之
地的巨大心理落差，因為大家相互鼓勁被逐漸
克服。大家開篝火晚會，拉友攜伴唱歌，跳交
誼舞，歡聲笑語沖淡了不少苦悶。對於韓巧雲
來說，在墾荒隊5個月之後，剛適應陌生環
境，卻又要與夥伴們分離。德安縣希望把韓巧
雲調過去當郵電局話務員。韓巧雲忿忿不平地
說：「我來江西是墾荒的，不是來當話務員
的。要當話務員，我幹嘛不回上海，在上海的
條件豈不是更好？我就是要墾荒。」德安方面
以服從組織安排為由最終勸服了韓巧雲。「我
沒有回上海，不是逃兵。我堅持下來了，也是
在為江西工作。」
作為一名護士，薛永芬靠着在上海工作時的

耳濡目染，冒險為江西老表成功接生了一個男
嬰。薛老說，即便是後來大批知青因為受不了
江西的艱苦而偷偷溜回上海，第一批的98名墾
荒隊員，只有1人離開了。

■2014年8月20日，
老墾荒隊員韓巧雲、
吳朝根、岳明山、王
為天（由右至左）在
共青墾殖場舊址高唱
《墾荒隊員之歌》。

記者王逍攝

■85歲的周文英看舊照
回憶昔日戰友。王逍攝

■1955年10月15日，98名上海青年
墾荒隊員乘火車奔赴江西墾荒。

■■墾荒隊員們在荒墾荒隊員們在荒
野裡勞作野裡勞作。。

■■墾荒隊度過第一個墾荒隊度過第一個((19561956年年))國慶節國慶節
時已命名為時已命名為「「共青社共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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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胡耀邦題寫「共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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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升格 便利青年創業

陳家樓墾荒論 大學師生折服

■墾荒隊隨行護士薛永芬與老伴在江
西安享晚年。 記者王逍攝

■1985年，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
記李源潮與墾荒隊隊長周文英、副隊
長陳家樓交談。 陳家樓夫人供圖

生活方式 留存精緻與講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