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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
相传。

1969 年，为响应党中央“屯
垦戍边、寓兵于农”的伟大号召，
一代知识青年满怀着“到农村
去、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
方去”的壮志豪情，扎根建设祖
国西北一隅的茫茫沙海，用艰苦
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在戈壁滩
上开辟出片片绿洲，用青春谱写
了一曲又一曲开发边疆、建设边
疆、保卫边疆的赞歌，成就了一
段守卫边疆安宁、民族兴旺、地
方繁荣的光辉历史。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
有挺身而出的战士。

55 年前，来自北京、上海、
包头、赤峰等十几个城市的兵
团战士大多还是不到 20 岁的
初、高中毕业生，他们面对的是
荒山、沙丘和盐碱地。在那段
战天斗地的光辉岁月里，广大
兵团战士克服了自然环境和生
产生活中的种种困难，自力更
生，团结奋斗，艰苦创业，为乌
海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奉献了最
美好的青春年华。

黄河两岸，桌子山下，到处
回荡着兵团战士们高亢激昂的
歌声。他们肩扛手推、和泥脱
坯、烧砖砌墙，建造营房和食
堂；他们治沙造田、开荒种地、
兴修水利，跟荒漠要蔬菜、要粮
食；他们打石头、挖大渠、修路，
为乌海地区的城市建设和农业
发展辛勤耕耘……头顶太阳出
工，身披月色归营，凭自己的双
手在戈壁滩上努力奋斗。他们
不是现役部队，也不同于一般
的经济组织，而他们屯垦戍边
的历史使命却奠定了乌海地区
开发建设的基础。

艰难方显勇毅，磨难始得
玉成。

一代兵团战士受命于特殊
的历史条件，肩负边疆建设发
展的历史重任，牢记“备战、备
荒、为人民”的伟大使命，在困
难和挑战面前，充分展现出特
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
奉献的勇气和毅力。他们开发
了数万亩土地，修建了基础水
利工程，建起了内蒙古西部第
一家玻璃厂，筹建了尼龙厂、云
母厂、石灰窑、赤铁矿等小型厂
矿；安置、培养、锻炼了大批知
识青年，为乌海地区工业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寓兵于农的生
产建设方式更是为发展地方经
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作出巨大贡献，成为
巩固边疆的重要基石。

兵团生活更是让青年人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
集体主义精神高度融合，形成了“热爱祖国、无私奉
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而这种兵团精
神，正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具体实践和生动写
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力量，也
必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重要作用。

55年过去了。念往昔，兵团人用青春和热血为乌
海大地的繁荣发展留下了光辉一页，让这座繁荣发
展、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工业新城到处都留有他们奋斗
的足迹；看今朝，先辈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
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不断进
取，努力创造幸福家园。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
当。如今，奋斗的接力棒已经交给了新征程上的乌海
人民。新一代的乌海儿女必将秉承前辈留下的精神
财富，把兵团精神融入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的奋斗中，
用无悔青春书写历史答卷，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的时代荣光。

知识青年要到广阔的天地

据《中国共产党乌海历史》记载，乌海地区知识青
年上山下乡是从1969年开始的，而这一年也是内蒙古
生产建设兵团组建的时期。当时，地处边疆的内蒙古
农牧业急需开发建设，大量知识青年需要安置，边疆的
安全与稳定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种情况下，内蒙
古自治区组建了以解放军干部为领导骨干的生产建设
兵团。

驻扎乌海地区的是内蒙古建设兵团第四师。师
部下设 4 个团，每个团又各设连队，战士分别来自全
国的十几个城市，均为年龄在 15 岁到 19 岁的初、高
中毕业生。

许多兵团战士还记得刚到海勃湾地区时候的第一
印象。火车开进站台时，大家还非常高兴，但很快，他
们就开心不起来了，因为当时的火车站十分简陋，没有
站台，路基又高，下车不留意，一脚就掉进了几米深的
沙窝子里，跟想象中蓝天白云马儿跑的内蒙古完全不
一样，不少人都被这巨大的落差打击到了。

没有营房，战士们只得先寄宿在附近老乡的凉房
或羊圈里。人太多，就只能打地铺睡觉。就算条件如
此艰苦，这些只有十几岁的兵团战士，却几乎没有人要
闹着回去。按照团部命令，各连队自建宿舍。当时正
值春寒料峭，十六七岁的女青年和男青年一样，赤脚蹬
进冰冷的泥里脱土坯，大家比着干，每人每天脱坯千块
以上，到晚上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由于生产工具落后，又没有任何经验，兵团劳动几
乎都是人海战术，拼体力，拼毅力，既没有劳动保护，
也不分男强女弱。土坯营房盖起来了，但没有玻璃或
者塑料布来遮挡窗户，于是只能用荆笆挡着，睡一夜醒
来，脸上、被子上都是沙子，战士们编起了顺口溜相互
打趣：“内蒙古内蒙古，一天要吃三两土，白天不够晚
上补。”

“制窝”（盖营房）的同时，“治坡”（开荒种田）也在
进行。当时，今王元地村一带，还是黄河滩上的一片沙
丘。要想种田，连队就得自己修大渠、开荒地。

今年70多岁的青岛籍兵团战士陈申鸣还记得，那
一年，他刚刚17岁，到连队后喝的第一碗地瓜面儿粥，
居然是咸的。当时，陈申鸣以为，这是炊事班的师傅为
帮大家补充体力特意加的盐，直到后来他才知道，原来
煮粥的水就是咸的，他们的脚下是一片盐碱地。

盐碱地里能干啥？能种水稻。塞北的倒春寒不容
小觑，战士们挽着裤腿，在瑟瑟寒风里平整土地、插秧
育苗。稻田里的水冰冷刺骨，战士们光着脚上上下下
四五次，为了能快点适应冰冷的水温，双腿很快就冻得
麻木，薄薄的冰刮破了小腿肚，满是血口子。

由于这一带的土地全是盐碱地，秧苗移栽之后必
须每隔一周就为稻田换水排碱，否则水稻就无法成
活。所以，直到收割之前，战士们几乎成天都是在泥水
里泡着，浑身上下分不清泥水和汗水。

这样的辛苦，换来的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战士
们的吃饭问题。到1972年的下半年，兵团战士自产的
水稻基本就能自给自足，二十四团三连的战士还曾创
造出盐碱地上亩产400多公斤水稻的奇迹。

青春的力量燃烧在祖国北疆

沉甸甸的历史资料，是兵团战士镌刻进时光长轴
的“功劳簿”。

据《中国共产党乌海历史》记录，生产建设兵团在
短短的六年多时间里，为乌海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留下
了光辉的一页。

以驻地在乌达蔬菜农场的八团为例。从 1970 年
兵团接管农场到 1975 年兵团体制改革后交给地方的
六年时间里，他们从军垦渠道为农场投资414.3 万元，
其中生产性投资 364.9 万元，房屋建筑投资 157.1 万
元。还建起了一所中学、一所拥有50张床位的医院，
盖起了澡堂、理发部、缝纫社、服务社、托儿所，购买了
汽车、拖拉机、推土机等大型农机具，修建了扬水站等
农田水利工程，为地区农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时期也是乌达蔬菜农场历史上工副业发展最
旺盛的时期，煤炭、砖瓦、白灰、运输、维修等各行各业
全面发展，改变了农场单一生产蔬菜的格局，也给农场
后来发展乡镇企业走向农工贸一体化，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驻地在海勃湾地区的二十四团，开垦荒地，兴修水
利，在位于今下海勃湾的黄河边修建大型扬水站，开挖
从下海勃湾到新地长达十余里的大干渠，可以浇灌一
万多亩土地，为海勃湾地区的农业开发奠定了基础。

他们在盐碱地上种水稻，先后开发稻田 1000 多

亩，种植的作物有黑豆、豌豆、高粱、胡麻等等，让荒滩
变成了米粮川；他们利用风化煤制造腐殖酸化肥，建起
了腐殖酸厂，满足了农业连队的生产需求，同时也对改
良土壤、增加农作物产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摩尔
沟和老石旦地区建石灰窑，在卡布其山上采铁矿石数
千吨，为千里山钢铁厂供应原料；连队生产的酱油、
醋、白酒等，不仅能供兵团自用，还能余出一部分在市
场上销售。

内蒙古西部地区没有玻璃企业的历史，也是由兵
团战士终结的。1969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决定在
海勃湾地区建立一家玻璃厂。玻璃厂相当于团的建
制，于1970年 7月正式破土动工，全厂540名官兵中，
除部分现役军人、复转军人和职工外，大部分是来自
京、津、沪等地的知识青年，他们挖土方、筛石子、筛沙
子、采毛石、烧石灰、搞装卸，在短短的两个月间就完
成了熔制、煤气、原料三大车间的土方工程，终于在
1973年11月，胜利完成任务。

兵团战士们甚至辅助当地政府修建了原海勃湾市
第一条城区内的水泥马路。1971年春，原海勃湾市革
委会决定改建城区马路。二十四团机务连及周边连队
400余人参战，出动全团汽车、推土机、铲车、拖拉机等
设备数十台，连续作业 100 天。当年秋季，不但完成
东、西路改建，又建成了今新天地市场至市人民公园的
水泥路面。自此，海勃湾城区才有了现代气息的宽敞
街路。

他们还曾救助列车于沙尘暴中脱困。当时由兰州
开往北京的 44次列车，每晚 22时会途经二十四团四
连驻地。1972年2月的一天傍晚，大风突起，肆虐的狂
风把大量的黄沙推上路基，桥南 200余米钢轨被黄沙

掩埋，形成沙丘，积沙高达2米。如果有列车经过，必
然会摔下数十米深的桥底。当此之时，100多名兵团
战士手持各种工具冲上来除沙，连长怕火车司机看不
到险情，命人在前方打起一面红旗，用6把手电筒的光
束射向旗面。除沙的同志们用铁锨、脸盆、棉被、棉袄
飞快地把黄沙抛下路基……44 次特快旅客列车在当
晚22时准时出现，很快司机就发现了那面红彤彤的旗
帜，火车缓缓停下，10分钟后除沙战斗结束，列车再次
启动，悠长的汽笛声响彻寒夜。

唱一首无悔的青春赞歌

兵团战士们也曾遇到过生死攸关的考验。1971年
12月9日，黄河海勃湾段大中滩岛以北河水封冻，上游
冲下大量浮冰在两岸与滩岛之间形成冰坝，造成河水
倒流。当时岛上还有二十四团六连干部战士 118人、
当地农民66人及大量设备牲畜。当时，汹涌的河水距
离兵团战士的宿舍外墙仅有100多米。炮兵连向河中
冰坝炮击数百弹，冰坝开而复合，反聚大量浮冰。

情况万分危急！为了营救岛上的兵团战士和当地
群众，连部向北京发起求救，党中央决定派直升机进行
救援。12月11日下午，两架从北京方向飞来的军用直

升机，直冲大中滩岛，岸上军民欢声雷动。
青岛籍战士刘俊圆常回忆这段经历：“当看到天空

有印着‘八一’字样的直升机抵达头顶的时候，大家同
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泪水奔涌而出。”

兵团战士、曾任乌海市政协副主席的许惠和也在
一篇文章中记述了这段过程：“老乡先上！病号先
上！女同志先上！战友先上！生与死面前，战士们勇
敢地将生的希望一次次地让给他人，把困难和危险留
给自己。”

两架飞机经过数小时的起降往返，将岛上人员
全部救出。当最后一个人踏上河岸时，冰水已将滩
岛吞没。

更让大伙儿难以忘怀的，还有他们的优秀战友张
家才。1975 年 6月 21 日，年仅 21岁的张家才为了抢
救国家财产，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内蒙古生产建设兵
团四师党委追认张家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并追记一等功，批准为革命烈士。

2010 年 8月 24日，原二十四团千余名战士捐款，
在乌珠穆公园竖立起一座“屯垦戍边 情系乌海”汉白
玉纪念碑，碑文中写道：“2009年 8月 24日，原兵团二
十四团千余名战友相聚乌海，举行了盛大的联谊活
动。重回故地，陈迹难觅，沧桑巨变，欣欣向荣，唯九
曲长流，逝者如斯，令人感慨万千。”

英雄浩气长存！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乌海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多少

开拓者的足迹，洒下了多少建设者的汗水，同时也埋下
了多少献身者的忠骨，在我们的心中树起了一座座永
载史册的丰碑。

1975 年 6 月 24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国发

（【1975】95 号）文件，要求兵团建制撤销。当年 10
月，二十四团建制撤销，划归地方管理，更名为“海
勃湾市八一农场”。到 1978 年底，绝大部分兵团战
士返城，还有 200 多名兵团战士留在当地，成了乌
海市民。

不少兵团战士在返城之后都走上了重要岗位，他
们中间有人成为教师，有人当了医生，有人读了大学，
毕业后成为国家干部，也有的自主创业，开辟出一片崭
新天地。他们说，支持他们勇往直前的，就是兵团生活
打下的基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段难忘的岁月，
磨砺了他们的青春，也见证了他们的成长，最终成为终
身受益的精神财富。

往事如炬。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年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大姑

娘们已经满鬓白发，但他们留下的青春风采已经被定
格为不变的瞬间，成为我们永久珍藏的记忆。

如果问，在生产建设兵团的六年岁月，给兵团战士
们带来了什么？

他们会这样告诉你：兵团生活让青年人的理想主
义、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高度融合，在履行屯垦戍
边历史使命中形成了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
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而这种兵团精神，正是中
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具
体实践和生动写照。

兵团往事：唱一首无悔的青春赞歌
本报记者 韩建慧

兵团战士，一个时代的特定称谓，也是一个时代的特殊记忆。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伴随着共和国的经济建设，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怀着“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的崇高理

想，从城市走进乡村，在广阔天地中接受青春洗礼。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
据统计，1968年到1978年十年间，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多达1623万人。当时的知青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

种是插队，即到农村的人民公社生产队参加劳动；另一种就是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以兵团战士的身份屯垦戍边。
生产建设兵团属于解放军序列，任务是“平时搞生产，战时上前线”。兵团战士也与下乡知青有所区别，其主要表现

便是日常着军装，生产、生活和训练完全军事化。
彼时，在乌海地区，也有这样一群兵团战士。他们大多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济南、青岛、温州、保定以及呼和浩特、

包头、集宁等城市，为响应党中央“屯垦戍边、寓兵于农”的号召，满怀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的
壮志豪情，他们告别父母亲人，远离家乡故土，用青春岁月书写了一段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光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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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劳动现场生产劳动现场。。（（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兵团战士合影兵团战士合影。。（（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