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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于海江、王欣欣報道：
“在北大荒感受到了中國現代農業發展的程度和

現狀，非常震撼，和南方小塊稻田比較差別實在

太大了。”來自香港迦密愛禮信中學的柯燕如同

學站在萬畝稻田前感慨。

近日，香港青年“一帶一路”之黑龍江省考

察團一行前往農墾建三江管理局，參觀黑龍江墾

區現代農業示範基地，深入了解水稻品種、栽培

技術以及農機智能裝備等。

“北大荒現代農業的發展迅速讓人震驚，信

息傳感技術、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等信息化手段促

進農業生產，這麼先進的生產方式真的很令人振

奮。”柯同學說，香港青年應該多來看看。在位

於建設三江管理局七星農場的北大荒精準農業農

機中心的監控大屏幕前，來自香港公開大學人力

資源管理學學士陳柏林也說，北大荒完全通過信

息化的手段實現農業生產，非常不一般。

農墾建三江管理局地處三江平原腹地，有15

個大中型國有農場，耕地面積1,132萬畝，經過

60年的開發建設，累計為國家生產糧食1,927億

斤，商品率達96%以上。

信息化農業震撼港青重遊“戰場”憶苦日子 知青笑開花

之 集體記憶改革開放40年
大公報記者 于海江、王欣欣

國家領導人
對北大荒的關懷

20世紀50年代，王震將軍率十萬復轉官兵挺

進北大荒。歷經半個多世紀，黑龍江墾區（北大

荒集團）完成了從種糧到發展糧食產業的演變，

打造了米、麵、油、肉、乳、薯、種等支柱產

業，擁有國家級和省級重點產業化龍頭企業33

家，培育了“北大荒”、“完達山”、“九三”

等一批中國馳名商標。

中國農業現代化發端、被稱為“天下第一

場”的友誼農場是在前蘇聯援建下成立的。這是

一個佔地1,888平方公里的巨型農場，相當於香

港和新加坡面積的總和，40年前黑土地實現農業

現代化“三級跳”就在這裏起步。1977年夏天，

時任省國營農場總局黨委副書記兼任第一副局長

的趙清景在一次北京參觀“世界先進國家農機設

備博覽會”後大為震驚，“我們的農機設備比人

家落後了半個世紀。我們再也不能閉關自守

了，只有一條路，迎頭趕上”。

開放試點農業現代化變貌
1978年，美國約翰迪爾公司的農業機械駛入

友誼農場，當年實現了20人種11,000畝土地，平

均每人產糧20萬斤的成績。一鼓作氣，趙清景和

他的同事們實現了墾區的“三級跳”，1978年，

完成了3萬畝現代化試點。1980年，用日本的資

金創建了30萬畝的洪河農場。1983年，又用世界

銀行的貸款建設了300萬畝的二道河、鴨綠河兩

個新型農場。

1983年8月7日，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鄧小

平同志來到五分場二隊農場考察，聽到介紹不時

點頭讚許。後來有人說，小平同志在深圳畫了個

圈，確定了中國城市改革的方向；在友誼農場點

了個頭，肯定了中國農業現代化的道路。

信息化農業難覓人種地
1980年5月，中國恢復了在世界銀行的合法

席位，二道河農場成了北大荒在世界銀行淘到

的“第一桶金”。經過短短7年時間，二道河人

把二十多萬畝莽莽荒原變成充滿希望的金色麥

浪。當地職工回憶說，“我們不僅住進了樓

房，用上了城裏人艷羨的各式高檔家電，更讓

其他地區羨慕的是，作業區的工人們早上把孩

子送進幼兒園，坐着‘龍江’大客奔赴場區工

作。”

北大荒作業區的面積之大，只有來過這裏的

人才能感受。當年大量人工插秧的情景已再也找

不到了，如今在作業區難覓人影。

在北大荒精準農業農機中心，控制中心的大

屏幕上顯示了全場122萬畝耕地上200個監測點傳

回的信息，可實時監測水位、水溫、泥溫等，澆

水灌溉施肥在這裏全程操控。該中心的主任孟慶

山介紹說，水稻生長的每一天，每一毫米都在這

裏都可以被精準記錄，對溫度、水氣等條件更是

進行了細緻設定，因時因苗進行除草、追肥等操

作。可以說水稻在這裏享受着無微不至的“關

懷”。

孟慶山說，“在這裏的拖拉機駕駛員更是輕

鬆，現在只需要把拖拉機開進作業區，啟動導

航，拖拉機就會按照設計好的線路分毫不差的在

農田裏工作，駕駛員只需要隨時觀察拖機的工作

情況。”

▲一九八三年，鄧小平視察墾區與職工合影 大公報記者于海江攝

▲16,500畝的“萬畝大地號”，單塊水稻種植面積國內最大
大公報攝

▲▲豐收了豐收了，，機械化收割不機械化收割不““費勁費勁”” 大公報記者于海江攝大公報記者于海江攝

數字北大荒

440億斤 年產糧食

1.2億人 一年的口糧

562.91億元人民幣

“北大荒”品牌價值

33家 擁有的龍頭企業

7400多億斤

北大荒70多年累積生產糧食

▲北大荒被譽為靠得住、調得動、能應對突發事
件的“中華大糧倉” 資料圖片

▲開發北大荒第一犁（1947年6月
13日） 大公報記者于海江攝

北大荒，曾是黑龍江的一片不毛之地，三代北大荒人甘

灑熱血寫春秋，演繹北大荒變北大倉的驚天壯舉。改革開放

四十年來，北大荒人實現農業現代化“三級跳”，創造了年

產440億斤糧食生產能力和400億斤的商品糧食保障能力，可

以供給1.2億城鎮人口一年的口糧的人間奇跡。“北大荒”品

牌穩居中國農業第一品牌，品牌價值達562.91億元人民幣，

中國五百強企業排46位。

【大公報訊】記者于海江、王欣欣
報道：在北大荒的開發建設中，墾區不

僅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而且創造了

以“艱苦奮鬥、勇於開拓、顧全大局、

無私奉獻”為主要內涵的北大荒精神，

被譽為中華民族“歷久彌新的寶貴精神

財富”。形成了“誠信、務實、創新、

卓越”的北大荒核心價值觀。

“作為‘國家隊’，北大荒深知，

不僅要生產足夠數量的糧食，更需要顧

全大局的精神和臨危受命的擔當。只要

國家需要，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

必勝。”曾任黑龍江農墾總局黨委副書

記、副局長，現任黑龍江作協副主席的

韓乃寅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說，每到國家

糧食出現短缺，墾區都發揮了突出作

用，被譽為靠得住、調得動、能應對突

發事件的“中華大糧倉”。

上世紀60年代三年自然災害時

期，北大荒職工勒緊褲帶，堅持完成

糧食徵購任務；在“非典”時期，

首都糧食市場告急，應國務院緊

急徵調，北大荒立即組織專列，

一車車大米從17個車站全線發

往北京；2008年5月，北大荒

支援四川汶川災區，48小

時加工發運2,400噸大

米。

“中華大糧倉”奉獻精神歷久彌新

【大公報訊】記者于海江、王欣欣報道：在知青韓

桂芳的眼中，如今的北大荒既熟悉又陌生，一棟棟別

墅，一排排樓房，一座座現代化的學校，一條條寬敞的

道路，遍布山山水水之間，超大型農機具在廣袤無邊的

稻田中作業。“四十年前，7、8月份正是麥收時節，現

在水稻佔據了三江平原，這千餘公里的黑土地，看不到

一處麥田。”韓桂芳說。

四十多年前，來自北京的韓桂芳與一群年齡相仿的

年輕人深入三江平原腹地，住馬架子，放火燒荒，開墾

土地。“那個時候真是苦啊！”回到北大荒故地重遊的

韓桂芳對記者說，當年僅20出頭的她被分配到農業科研

小組。“大片的麥地只有幾個人統計、測量。火熱的太

陽照着人無處躲藏，像是要把你烤化了一樣。蚊子小咬

成團追着你，即使渾身包裹也會被咬滿身包。”韓桂芳

對記者興奮地說起一件事，“一次下大暴雨，我們在地

裏也沒處躲雨，索性就站在那澆着，渾身冰冷直哆嗦，

突然，同伴一把推倒我，一個響雷就像重型炸藥在身邊

爆炸了。”

“那時候沒有計算機，每個數據都靠人來計算，錯

一點都會帶來一連串的反應，發現晚了，要改數據就要

花費幾倍的工夫，現在多好，這麼幾千畝的稻田，都靠

現代設備監測，真好呀！”古稀之年的韓桂芳說到這，

臉上笑開了花。

面對着遍布墾區的世界一流現代大型農業機械，一

群當年友誼農場的知青們興奮地拍照。知青劉麗華向記

者介紹說，雖然當年墾區的機械化程度和現代化水平在

全國是最高的，但與世界先進國家相比仍然落後，每畝

300斤就是高產，而如今畝產1,500斤，足足五倍的差

距！改革開放40年來，北大荒年年進步，現代化大農業

比任何國家都毫不遜色。

1959年

毛澤東：“問候北大荒的同

志們”

1983年

鄧小平：“墾區要發展多種

經營”

2000年

江澤民：“發揚北大荒精

神，率先實現農業現代化”

2009年

胡錦濤：“積極發展現代化

大農業”

2016年

習近平：“要深化國有農墾

體制改革，以墾區集團化、農

場企業化為主線，推動資源資

產整合，產業優化升級，建設

現代農業大基地、大企業、大生

產，努力形成農業領域的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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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雲計算、物聯網等技術
的七星農場農機指揮中心

大公報記者于海江攝

▲1968年北大荒的知青們 資料圖片

（于海江、王欣欣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