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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垦区地处小兴安岭南麓、松嫩

平原和三江平原地区。70 多年前，按照党

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

指示，一批解放军来到这里，拉动了“第一

把犁”，荒原从此不再沉睡。20 世纪 50 年

代以来，14 万转业复员官兵、10 万大专院校

毕业生、20 万内地支边青年、54 万城市知识

青年来到北大荒，投身发展建设。

昔日“北大荒”，今朝大粮仓。历经几

十年的开发建设，这里从“莽莽荒原”到“中

国饭碗”，成为我国重要商品粮基地、粮食

战略后备基地和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

区。4400 多万亩耕地每年粮食产能超 400
亿斤，累计为国家提供商品粮超 6000 亿斤，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支援国家建设作出

了重大贡献。

时代更迭，新一代年轻人奋斗在这片

黑土地上。他们当中，有的是祖祖辈辈在

此的“垦三代”，有的是受北大荒精神鼓舞、

慕名来到这里的“新北大荒人”。

这片热土，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

在此扎根，追逐梦想。

北大荒精神历久弥新：

“谁说种地留不住年轻
人？我们团队平均年龄只
有 32岁”

黝黑、结实，出生于 1995 年的李光旭，

看起来比同龄人老成一些。

“总在田间地头，晒黑的。”李光旭笑着

说。2017 年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回到家乡，

成为北大荒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一

名科研工作者。

李光旭算是个“垦三代”。1951 年，李

光旭的爷爷李发章来到北大荒。那时，北

大荒一片荒芜，人们住在用木桩和草席搭

起来的马架子里，冬季酷寒无比，早上起来

帽子和被子上全部结冰，种地靠人拉犁，生

产和生活都十分艰苦。

“每次听到这些故事，我内心都很受触

动。希望能将学到的先进技术运用到家乡

这片黑土地上，为农业现代化发展作出贡

献，也能改善乡亲们的生活条件。这一切都

坚定了我扎根北大荒的决心。”李光旭说。

从小和爷爷长大的李光旭，养成了吃

苦耐劳的品质。如今，76 岁的爷爷早已不

再务农，却对李光旭的选择十分认可。“爷

爷每当看到无人机作业、大马力收割机这

些新技术装备，都会感慨农业的进步。我

能回来建设家乡，他特别高兴。”李光旭说。

“小时候觉得北大荒只是个种地的地

方，工作后才发现这里有先进的农业技术，

对年轻人来说，这里是一个巨大的舞台。”

去年，团队新入职两位 1997 年出生的大学

生，李光旭不再是最小的成员。“谁说种地

留不住年轻人？我们团队平均年龄只有 32
岁，整个团队充满朝气与希望。”

新农垦人奚丽丽 10 年前才第一次踏上

北大荒这片土地。2010年，她从黑龙江八一

农垦大学毕业，作为当年的全省优秀毕业

生，有大企业向她发出邀请，可这个哈

尔滨姑娘却独独钟情北大荒。

“刚入校时，我在校史馆参

观，看到北大荒开发建设的

艰苦历程，当时就被这奇迹般的变化震撼

了。在校期间，我一直被北大荒精神鼓舞着，

所以毕业时，我一心只想到北大荒去。”奚丽

丽回忆道。

共青农场位置偏远，与省会哈尔滨相

距 500 公里，到最近的城市鹤岗也有 1 小

时车程。女儿要独自离家，母亲万分

不舍。奚丽丽软磨硬泡，一遍遍讲

述北大荒的历史故事和自己的北大

荒情结，终于说服了家人。2010 年

7 月，她来到向往已久的全国青年志

愿垦荒第一场——共青农场。

一开始，从小生活在城里的奚丽丽很

不适应。辽阔的黑土地和现代化大农机令人

兴奋，可难题也摆在眼前：英语专业的她不懂

农业技术，连农作物都不会辨认。为了尽快

融入，她向书本学、向身旁的同事学；看不懂

地号图，她就骑着电动摩托遛地号、熟悉地

况。如今的奚丽丽任共青农场哈尔滨庄管理

区书记，说起农业生产，已头头是道。

10年时间，作为北大荒青年讲师团的一

名讲师，奚丽丽始终在坚持一件事：宣讲北

大荒精神。“一开始是做场史解说员，以背诵

为主，这些年我对北大荒精神的理解越来越

深，北大荒精神已经根植于我的心中。现

在，我逢人就想分享心得、讲述历史。这里

的故事，好像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奚

丽丽笑着说。

创新科技服务百姓：

“实实在在帮到大家，
我感到一切都是值得的”

“孙大哥，今年行情还行吧？”

“7 头牛全卖上好价，钱款已经到账了！

小何，要不是那次你帮我过难关，我肯定是

亏大本，我都不知该咋感谢你好了……”

何佳伟是二九一农场畜牧兽医总站技

术员。电话那头是农场养殖户孙汉宝。

去年年初，孙汉宝家的肉牛出现了腹

泻症状。“凌晨 4 点，他来电话，我一听就知

道 情 况 非 常 严 重 ，立 刻 赶 到 他 家 问 诊 治

疗 。 忙 活 一 周 ，25 头 牛 总 算 是 全 部 治 愈

了。”何佳伟说。

出生在二九一农场的何佳伟，对畜牧

业并不陌生。“小时候父亲和邻居们都养

牛，可由于缺乏先进技术，经常遇到牛难产

死亡的情况。从那时起我就想，要是能提

高科技水平、把牛养好，就能让大家生活条

件更好了。”抱着这样的念头，何佳伟在高

考时选择了黑龙江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2011 年，何佳伟回到二九一农场做技

术员，尽管做好了思想准备，可还是有一些

出乎意料。“我家也养牛，可父母为了让我

专心读书，从不让我进牛舍半步。刚参加

工作时，我整天累得双眼通红，那时候也动

摇过，如果去大企业，工作环境好不说，工

资也是农场的几倍。”何佳伟回忆道。

一次到养殖户家问诊的经历，让这个

年轻人彻底下了决心扎根这里。养殖户叫

张明凡，年逾七旬，老伴去世了，孩子还在

上学，腿上有残疾，以养牛为生。当晚 9 点，

张明凡发现母牛胎位不正，有难产迹象，心

急如焚之下找到何佳伟。顶风冒雪赶到牛

舍，何佳伟运用最新技术进行剖腹产手术，

终于保住了母牛和牛犊。整晚忙碌，一抬

头，发现天已大亮。

何佳伟的技术服务免费向养殖户提

供，平时只收取基础医药费。可那次，

看着家境困难的张家，他怎么也开不

了口。老人握着他的手千恩万谢，

问他要收多少钱，他借口说站

里在做公益，不收费用。回

来后，他默默垫付了这笔

药费。从此他知道，这

里的百姓更需要他。

“ 我 能 早 到 一

分钟，就能为养殖

户 减 少 一 分 风 险 。”

这些年，何佳伟总是 24
小时随时待命，当地养殖户

为他取名为“畜牧 110”。为了

让百姓增收，他创新研制出定制

饲料配方，到养殖户家里根据每户

情 况 配 比 饲 料 ，降 低 了 饲 养 成 本 。 如

今，农场本地 130 多户养殖户对他交口称

赞，外地不少养殖户慕名找他解决困难，他

也全力以赴提供技术支持。

多年来，热爱科研的何佳伟始终没有停

止钻研。最近几年，他推广北大荒乳肉兼用

牛 改 良 ，带 领 团 队 相 继 改 良 黄 牛 2000 余

头。他掌握了种牛测定等饲养与繁育方面

的先进技术，在兽医临床上，还精通各项诊

断技术、动物外科手术和治疗技术。

2020 年 1 月，农场成立了以何佳伟名

字命名的“何佳伟工作室”，团队成员都是

年轻人。“这个平台让大家多了沟通机会，

时常在一起探讨技术成果、分享治疗经验，

也激发了工作热情。”何佳伟说。

与何佳伟一样，李光旭最初也不适应

这份工作：“从学校课堂直接到田间地头，

农忙时节‘早上 3 点半、晚上看不见’是常

态，为了不误农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试验

工作，顶着烈日或暴雨，在 500 亩的试验田

一走就是一天，一日三餐都吃在田间。”

“水田旱平机插技术研究是我毕业后参

加的第一个项目，从春耕到夏管再到秋收，

白天泡在田地里，晚上做试验分析，几乎坚

持不下去了。但是，我们的付出很快就有了

收获，试验当年就让种植户们省时省力，还

能增加收益。实实在在帮到大家，我感到一

切都是值得的。”李光旭说。

去年秋收，黑龙江遇上 3次台风，降雨量

大，部分农作物出现倒伏现象，李光旭和团队

进行的土壤团粒结构保护试验派上了用场。

“新技术推广需要过程，大家都不愿做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和父母商量，让自家

的地成为第一块试验田。台风期间，由于土

壤通气性强、不松散，自家 370 亩地每亩产

粮 1300 多斤，同样的地块，邻居家没用新技

术，每亩地少产 50 多斤粮。现在不用我说，

大家都主动想用新技术了。”李光旭说。

冬季的黑土地已经进入冬眠期，可李光

旭依然忙碌。“要趁着农闲给土壤‘做体检’，

为春耕做准备。”目前，李光旭和同事们正在

对 1300 份土样进行测评，“这些土样是去年

秋收结束后，我们到田地里采集的，现在进

行土壤有机质测定，等今年春耕前，会针对

不同土地情况，为种植户发放施肥建议卡，

做到精准施肥、绿色有机种植。”

电商直播营销发力：

“让北大荒农产品由
‘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变”

2018 年 12 月 16 日，黑龙江北大荒农垦

集团总公司挂牌成立，农垦改革迈出了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2020 年 7 月 6 日，北

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挂牌运营，现代公

司制管理体制基本建成。

北大荒集团立足现代农业，以市场为

引 领 ，夯 实“ 种 植 端 ”，发 力“ 营 销 端 ”，依

托 北 大 荒 绿 色 智 慧 厨 房 营 销 平 台 ，发 挥

全 产 业 链 优

势 ，加 快 现 代 营

销体系建设，为消费

者 供 应 更 多 优 质 绿 色

的农产品。

2020 年 5 月，奚丽丽与其他青年党员

一起，义务组建了共青农场电商直播团队，

开展电商直播，宣传推介农场文化及特色

产品。同时，他们以直播为平台，将北大荒

精神和青年志愿垦荒精神传播得更远，助

力农场产业发展。

“现在北大荒集团农产品营销积极发

力电商直播，农场将这项工作交由我们推

进落实。说实话，刚接到这项任务，我还觉

得挺好玩，但是干了一段时间才知道，这可

不是一个‘好玩’的差事，无形的压力也随

之而来。”奚丽丽说。

为了想出好创意，奚丽丽每天观看近百

个视频激发灵感，丈夫调侃她，说梦话都是视

频内容。团队人手不足，个个都是多面手，她

更是一人兼任策划、出镜主播等。去年夏天

正值农忙，奚丽丽为一场直播工作到深夜，凌

晨 3 点才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丈夫刚

刚出门，二人在楼道里相遇，相视一笑，就各

自忙碌去了。

出镜的工作并不简单。奚丽丽说：“我

晕镜头、说话紧张，最关键的是，要有足够

的知识储备，很多网友会就我们农场的基

本情况、文化底蕴以及产品的绿色有机认

证等情况提问，在互动时，要能回答得上

来，才能获得粉丝的信任。”

“刚开始直播，我们临近 1 分钟才通过

账号审核，不懂互动、不知特效、不会预热，

最可笑的是两个人同时登录账号造成播出

间断。为此，我们及时召开了青春直播团队

以及直播爱好者参与的创意沙龙座谈会，让

外人挑毛病、让自己人谈感受、让专业人指

方向。”奚丽丽介绍，自开播以来，共青农场

青春直播团队共组织直播带货 583 单，营业

收入 5.2万元，粉丝 6000多人。

“在直播带货大潮中，我们还是‘小学

生’。也许收益微薄，但这样的尝试带动了

思想观念的变革，激发了大家潜在的市场

营销意识，更好地让北大荒农产品由‘种得

好’向‘卖得好’转变，迎来更多机遇。”对于

未来的市场前景，奚丽丽信心满满。

十年芳华绽放于此，如今，奚丽丽已在

共青农场立业成家，女儿已经 6 岁了。“农场

推进青春领航工程，给更多年轻人提供了

自我展示的舞台和自我实现的平台。在党

支部，每个党员都有机会参与、有机遇展

示、有激情创造，3 个党支部、10 个兴趣小组

让青春色彩得到尽情挥洒。”奚丽丽说。

“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

奉献，这样的北大荒，多么令人心驰神往！

踏上这片土地，我就没想过离开，此生，我

就是北大荒人。”奚丽丽写在日记里的话，

也是无数扎根北大荒年轻人的心里话。

青春浇灌热土，守护大国粮仓——

逐梦北大荒的年轻人
本报记者 方 圆

“ 我 为 伟 大 的 祖 国 和 人 民 而 骄

傲，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自豪！”

习近平主席发表二〇二一年新年贺

词，对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赞扬，引

发强烈反响。

一个民族之所以伟大，根本就在

于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都不放弃、

不退缩、不止步，百折不挠为自己的

前途命运而奋斗。千百年来，中华民

族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对新时代青

年来说，自当弘扬民族精神，执着追

求，不断进取，用奋斗回答时代之问、

青春之问。

自 强 不 息 是 对 当 今 时 代 的 不 辜

负 。 我 们 正 处 在 大 有 可 为 的 新 时

代。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

完成，驻村青年干部群体功不可没；

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返乡创业青

年大展拳脚；航天事业不断取得新成

就，青年创新团队大放异彩；中国制

造转型升级，越来越多匠心青年脱颖

而出……伟大时代孕育着更多机会，

搭建起更大舞台，提供了更多选择。

时代造就了青年，而青年也在创造并

推动这个时代。

自 强 不 息 是 对 未 来 人 生 的 不 设

限。时代楷模张桂梅校长创办的华坪

女高，有一段震撼人心的誓词：“我生

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

巅俯视平庸的沟壑。”这句话激励了许

多家境贫寒的山区女孩，不认命、不服

输，走出山区，看见更广阔的世界。自

强不息，就是坚定自己的人生要由自

己设定。从“我也就这样”的自我束缚

到“我还能这样”的突破，不仅打破了

一种观念，更开启了一种新的人生。

自强不息是顺境中的不放松。许

多青年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在实现阶段性目标后斗志减退、

思想松懈、惰性渐生。考上大学后只想着及格就好，进入职场

后只想着差不多就可以。在最应该奋斗的年纪选择安逸，也

就放弃了未来的无限可能。青年是最有朝气、生命力和创造

力的群体，应当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每一个机遇里收获成

长，从每一次挑战中磨砺成熟，从而找到实现青春梦想和人生

价值的正确打开方式。

自强不息是逆境中的不放弃。李大钊曾以激昂的笔触描

绘出青年的独特气质：“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

头，无‘障碍’之语。”当今，90 后和 00 后以行动展示出青春的

生机和力量。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许多人的发展节奏：备战

半年的资格考试临时取消；精心准备的求职面试突然更改方

式；万事俱备、只待实施的工作方案始终无法启动……但他们

并不气馁，以乘风破浪的姿态向目标前进。青春无悔，奋斗无

价，越是迎难而上，就越能体验到拼搏的意义。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

们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中国青年要乘势而上，涵养自强不息的青

春气质，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为铸就新的历史伟业贡献

青春力量。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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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我赴美留学，去探索去沉淀，边倾听边表达。2020 年

年初我即将毕业之际，疫情来袭，让我开始了在异国长达 160 天的

漫长隔离时光。可是，当我收到漂洋过海几个月寄来的包裹时，我

顿时觉得“家就在心里”。包裹里是 42 个口罩，是一家人在口罩最

紧缺的时候，一个一个攒出来的。当我打开包裹时不禁热泪盈眶，

因为我明白，这是亲人的牵挂。

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身后是强大的祖国——大使馆第

一时间收集留学生回国意愿信息、提供开具回国证明的帮助，这让

我切身感受到祖国的温暖。

疫情防控期间，我曾策划一场线上讲座，对话 9 个国家的 13 位

嘉宾，其中包括由人社部全国人才流动中心指导的梦工坊青年人

才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和来自多国的留学生代表。我从留学生口

中听到的最频繁的词，就是“中国驻某某国大使馆”。他们提到，中

国大使馆第一时间联系当地留学生和华侨华人并向他们提供帮

助，比如发放健康包、组织登记信息、邀请专家组织抗疫讲座等等，

这让我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作为海外留学生，大使馆就是我们

的家，只有独居异乡才更能体会“家乡”和“祖国”的含义。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搭建中国与世界沟通

桥梁的重任注定会落在中国青年的身上。广大的中国留学生群体

远赴异国求学，是传播中国优秀文化、树立中国青年形象的重要力

量。因此，我加入了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护航计划”，这个项目旨

在培养更多能与世界接轨、与世界对话的国际人才，提升跨文化交

流能力，传递真实的中国声音。

我发起“大时代青年”公益创业项目，连接海外留学生和华人

群体进行信息共享，发布《2020 海归留学生就业洞察报告》，反映

出当下越来越多留学生回国就业的现象。此外，我的留学生同学

还创建了心理咨询互助微信群，为武汉医护人员提供心理咨询服

务。我们期待带动更多海内外学子报效祖国，引导更多留学生成

为有坚定理想信念、深植爱国主义、兼具国际视野的时代新人。

留学是一段很长的路，无论是前半段的成长，还是后半段的考

验，正是这些经历点亮了我的留学生涯，也让我感受到了时代赋予

的重任。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面对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青年更要把握机遇，成长成才，肩负起时代赋

予的重任。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不断修炼能力与意志力，一

起积蓄能量、乘风破浪。

（作者为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护航计划”成员，本报记者杨昊

采访整理）

搭建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郝思嘉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