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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 9 月
25 日在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考
察调研时强调

农垦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支援

国家建设、维护边疆稳定作出了重大

贡献。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

现代农业的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

深化农垦体制改革，全面增强农垦内

生动力、发展活力、整体实力，更好发

挥农垦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骨干

作用。

2018 年 9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考察调

研时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

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当听说

建三江通过深化国有农垦体制改革，

稳居中国农业企业“龙头”地位时，

习近平总书记感慨道：“半个多世纪

过去了，北大荒发生了沧桑巨变，机

械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很了不起，

非常鼓舞信心、鼓舞斗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垦为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支援国家建设、维

护边疆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要贯

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的

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深化农垦体

制改革，全面增强农垦内生动力、发

展活力、整体实力，更好发挥农垦在

现代农业建设中的骨干作用。”

从亘古荒原到“中华大粮仓”，几

代农垦人战天斗地，锻造出“艰苦奋

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

的北大荒精神。如今的北大荒，黑土

地生机勃勃，大型联合收割机隆隆轰

鸣，迎接着一个又一个丰收年景。

经过 70 多年的建设发展，北大

荒已经成为我国耕地规模最大、现代

化程度最高、综合生产能力最强的国

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和粮食战略后备

基地。70 多年来，北大荒累计生产粮

食 8741.4 亿 斤 ，向 国 家 交 售 商 品 粮

6888.6 亿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

在 400 亿斤以上，为中国人端牢自己

的饭碗作出了重大贡献。

艰苦奋斗，永葆

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一部北大荒发展史，就是一部壮

丽史诗。

开发建设北大荒，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的一项重大战略决

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

项宏伟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人民群众屯垦戍边、发展生产、支

援国家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伟

大壮举。

地处高寒地区的北大荒，因“荒

芜”而得名。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

司 党 委 书 记 、董 事 长 王 守 聪 介 绍 ，

1947 年，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巩固

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从延安、

南泥湾走来的一批荣复军人进入黑

龙江。面对一片茫茫荒原，他们发扬

艰苦奋斗精神，餐风饮露、顶风冒雪，

点燃了“第一把火”，拉动了“第一把

犁”，荒原从此不再沉睡。

随后，14 万复转官兵、20 万支边

青年、54 万城市知识青年、10 万大中

专毕业生和地方干部，近百万垦荒大

军奔赴北大荒。

“早起三点半，归来星满天，啃着冰

冻馍，雪花冰就饭。”这是早期来到这里

的北大荒人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

艰 苦 奋 斗 ，革 命 理 想 高 于 天 。

1957 年初春，抢运生产物资的拖拉机

陷进“大酱缸”似的泥潭里，包车组长

任增学数次潜入满是冰碴的泥底，扒

开泥浆，将钢丝绳挂上机车挂钩，终

于挽救了 6 台机车，保证了生产物资

的运输，自己却冻成了“冰人”。

艰 苦 奋 斗 ，国 家 利 益 第 一 位 。

1948 年，，1818 岁的梁军参加拖拉机手岁的梁军参加拖拉机手

培训班培训班，，是班上唯一的女学员是班上唯一的女学员。。为了为了

学好驾驶技术学好驾驶技术，，她咬牙搬起几十斤重她咬牙搬起几十斤重

的拖拉机零件的拖拉机零件。“。“我向党保证我向党保证，，坚决完坚决完

成学习任务成学习任务。”。”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精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精

神的梁军神的梁军，，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

手手，，是第三套人民币壹元券上的女拖是第三套人民币壹元券上的女拖

拉机手原型拉机手原型。。

艰苦奋斗，万水千山只等闲。1947
年 12 月创建的赵光农场，第一任场

长周光亚带领战士们住在四处透风

的陋室，在茫茫荒原上开垦出万顷良

田。1969 年，修筑“二抚公路”时，全

长 235 公里的路段中 140 公里是重沼

泽区，只能从公路两端运石铺路，黑

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6800 多人整整奋

战了 7 个月。

“开发北大荒，不仅需要勇气、需

要毅力，更需要科学支撑。”北大荒开

发建设纪念馆馆长丁军说。参加北大

荒开发建设的，有一支著名的科学家

队伍，包括北大荒的“奶牛之父”张源

培、机电专家桂体仁、小麦育种专家梁

甲农等。被誉为北大荒“水稻之父”的

徐一戎，一生致力于寒地水稻栽培技

术研究和推广，推动黑龙江水稻从亩

产 162 斤跃升到 1132.2 斤。有人估算

过，他在稻田里累计走过 8 万多里，相

当于整整绕赤道一圈还多！

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

色，是北大荒精神的内涵。北大荒人

开发荒原、兴修水利、修筑铁路、植树

造林，在黑龙江地图的空白点上填上

了一个个国有农场的名字。

勇于开拓，锤炼

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

勇于开拓，敢于创新，北大荒精

神与时俱进，在农业改革发展中不断

赋予新内涵。

向改革要活力，北大荒人持续推

进改革创新。

1984 年，来自山东梁山县的青年

垦荒队队员丁启运在江滨农场率先

实行“统一种，分开管，统一收，分开

算”的生产管理模式。1990 年，他所

在的生产队人均收入从 200 元猛增

到 2000 多元，站到了垦区 2000 多个

生产队的前列！

建三江分公司副总经理张宝林

说：“1984 至 1996 年，垦区先后兴办

20 多万个家庭农场，形成了以家庭承

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

体制，为北大荒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制

度基础。”

进 入 新 时 代 ，为 保 障 国 家 粮 食

安全、打造国际化大粮商、参与全球

农业竞争，北大荒人踏上了“二次创

业”之路。 2019 年底，近 3 万项行政

事项移交，实现了由农垦总局向北大

荒农垦集团的平稳过渡。2020 年 12
月 ，北 大 荒 农 垦 体 制 改 革 任 务 基 本

完成。

向科技要动力，北大荒人加快迈

向农业现代化。

走进北大荒农垦集团赵光农场，

一望无际的玉米迎来丰收。第九管

理区种植户金兰祥满面笑容：“秸秆

还田提高了黑土地肥力，秋收测产，

单产 1600 斤稳拿了。”

今年，北大荒农垦集团预计投资

108 亿元，计划启动建三江四大灌区

远 期 工 程 ，可 置 换 地 下 水 灌 溉 面 积

364 万亩，增产粮食近 5 亿斤。“‘十三

五’时期，北大荒农垦集团实施三江实施三江

平 原 灌 区 田 间 配 套 工 程平 原 灌 区 田 间 配 套 工 程 ，，完 成 投 资完 成 投 资

2222..9898 亿元亿元，，实现地表水灌溉面积实现地表水灌溉面积 657657
万亩万亩，，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27472747 万万

亩亩，，推广水稻节水控制灌溉技术覆盖推广水稻节水控制灌溉技术覆盖

面积面积 16811681..4242 万亩万亩，，主要农作物耕种主要农作物耕种

收 综 合 机 械 化 水 平 保 持 在收 综 合 机 械 化 水 平 保 持 在 9999..77%% 以以

上上。”。”北大荒农垦集团党委副书记北大荒农垦集团党委副书记、、总总

经理杨宝龙说经理杨宝龙说。。

““勇于开拓是北大荒人勇于开拓是北大荒人不畏艰不畏艰难难

的进取精神的进取精神、、勤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勤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尊尊

重科学的求实精神的集中体现重科学的求实精神的集中体现。”。”中共中共

中央党校研究员曾业松说。

顾全大局，无私

奉献，践行共产党人

的初心使命

70 多年过去了，推动北大荒成为

中国人的“大厨房”，北大荒精神在这

里代代相传。

顾全大局，无私奉献，是北大荒

人的政治觉悟。

2003 年 非 典 期 间 ，垦 区 连 夜 制

米，装满新米的列车驶向北京，2000
多 吨 精 制 大 米 摆 上 了 超 市 的 货 架 。

2008 年汶川地震后，垦区用三天时间

紧 急 加 工 2000 余 吨 北 大 荒 优 质 大

米，通过专列运往四川灾区，全力支

援抗震救灾。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北大荒向北京运送大米 5000 吨，

向湖北运送大米 1500 吨、玉米 6100
吨、豆粕 4392.4 吨，全力支援粮食和

生产原料供应……

顾全大局，无私奉献，是北大荒

人的家国情怀。

1969 年，初中毕业的陈越玖响应

“上山下乡”号召，从浙江宁波来到八

五三农场四分场一队。1974 年 7 月，

她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决心

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共产主义事业。身

患癌症的她，在医院动手术之前问医

生：“动了手术我还能回北大荒吗？”弥

留之际，她对家人说：“转告党组织，一

定把我的骨灰送回雁窝岛……我是

北大荒人！”

在北大荒博物馆，长达 25 米的

巨幅铜墙上，镌刻着长眠于黑土地的

北 大 荒 人 的 名 字 ，共 和 国 不 会 忘 记

他们。

这片神奇的黑土地上，北大荒精

神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建立农民和企业的利益联结机

制，让农民分享发展成果。“米、面、

油 、饮 品 、山 珍 、杂 粮 ……400 多 个

品 牌 全 部 出 品 自 北 大 荒 农 垦 集 团 ，

联 结 着 很 多 农 户 。”在 北 大 荒 电 商

产 品 体 验 中 心 ，负 责 人 王 阳 自 豪

地说。

2020 年 12 月，北大荒组建农服

集团，走出垦区、走向全国，为农民提

供 先 进 的 农 业 生 产 经 营 管 理 服 务 。

“按照市场运营规则，我们为农民提

供大型农机具、仓储、销售、粮食银

行、融资、保险、期货等方面的服务，

干农民想干而干不了、想办而办不成

的事，对农民带动不代替、示范不包

办。今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近 7
亿元、利润 3600 余万元。”北大荒农

服集团董事长姜涛说。

顾全大局，无私奉献，是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北大荒精神是北大荒人的政治

觉悟、精神境界、道德情操和意志品

质，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向前。在新

征 程 上 ，要 大 力 传 承 弘 扬 北 大 荒 精

神，以满足国内需求和改善人民生活

品质为导向，用艰苦奋斗精神攻克改

革难关，用勇于开拓精神推动产业升

级 ，用 顾 全 大 局 精 神 融 入 新 发 展 格

局 ，用 无 私 奉 献 精 神 满 足 人 民 需

求，开拓北大荒事业新局面。”王守

聪说。

奋 斗 新 时 代奋 斗 新 时 代 ，，迈 进 新 征 程迈 进 新 征 程 ，，以以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为 指 导思 想 为 指 导 ，，继 承 和 发 扬 北 大 荒 精继 承 和 发 扬 北 大 荒 精

神神 ，，创 新创 新““ 北 大 荒 振 兴 发 展 模 式北 大 荒 振 兴 发 展 模 式 ”，”，

北 大 荒 农 垦 集 团 正 朝 着 兴 旺 垦 区北 大 荒 农 垦 集 团 正 朝 着 兴 旺 垦 区 、、

绿美垦区绿美垦区、、文明垦区文明垦区、、善治垦区善治垦区、、共共

富垦区的目标迈进富垦区的目标迈进。。

赓续北大荒精神 推进农业现代化
本报记者 高云才 吴齐强 郁静娴 方 圆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建三江分公司七星农场，年纪轻

轻的第三管理区副主任陆向导颇有名气。

陆向导是第三代农垦职工。1959 年，陆向导的爷爷

陆诗然响应党的号召，来到七星农场五分场。儿时，他常

听爷爷讲起北大荒的过去：“零下几十摄氏度，住在用木桩

和草席搭起来的马架子里。早上起来，帽子和被子上都是

冻霜，馒头拿出来，一会儿就冻上，吃的时候硌牙。种地，

哪有大型农机？只能面朝土、背朝天，靠人拉犁。条件那

么艰苦，大家却团结一心，浑身上下总是充满干劲！”

陆向导的父亲陆书民，是第二代北大荒职工。1994
年，陆书民购买了一台当时农场最先进的拖拉机，后来承

包了农场的土地，又陆续购买了插秧机、收割机等机械，

直到退休都在从事农机作业。“父亲对农业机械化生产的

重要性感触很深。”陆向导说，“2002 年，建三江的一场大

雪，让很多农户颗粒无收。父亲常常念叨，要是当时有现

在的机械力量就好了。”

如今，陆诗然已是 90 岁高龄。农垦三代人对北大荒

的挚爱，如同一团火焰。“从家人讲述的故事中，我感受到

了巨大的精神力量，那就是北大荒精神。”从黑龙江八一

农垦大学毕业后，陆向导选择回到这片热土，在七星农场

扎下根，成为一名北大荒新兵。

在七星农场场部内，几十台型号各异的收割机依次

排开。“农场一年一个样，每年都有新变化！”陆向导指着

一台侧深施肥插秧机说，“施肥一大片，不如施肥一条

线。这些年，大家越来越看重机械，场部里的农机具已经

更新换代好几茬儿了。”

闲暇时，陆向导也会带着爷爷参观这些“大家伙”。

“我告诉爷爷，如今的北大荒，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

械 化 水 平 已 经 达 到 99.7% 以 上 ，农 业 技 术 水 平 日 新 月

异。面对这些变化，爷爷总是感慨不已，叮嘱我要好好工

作，多做贡献，为北大荒建设尽一份力量。”望着远处平坦

的黑土地，陆向导的眼神里充满坚定。

建三江分公司七星农场职工陆向导

为农业插上科技翅膀
本报记者 方 圆 郁静娴

每年春播时节，北大荒农垦集团的农场里，人们都会

看到，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水稻首席育种专家

徐希德戴着草帽，蹲在地头察看水稻长势。

徐 希 德 从 事 水 稻 育 种 工 作 已 经 30 年 ，两 点 一 线 ，

往来于稻田与实验室之间，58 岁的他至今仍亲自率领

科研团队走在选种、育种一线。面对水稻育种的挑战

和 机 遇 ，年 轻 时 的 徐 希 德 就 深 刻 意 识 到 肩 头 的 责 任 ，

深 知 唯 有 育 种 科 研 跟 上 ，水 稻 种 植 才 有 出 路 ，农 民 才

能增加收入。

垦丰水稻育种团队组建 10 年，已培育出了 20 多个优

质水稻品种。“今年，是我们第五年试验了，通过两三千个

杂交组合，建立 5 万到 10 万个系统，才能筛选出现在的

800 份水稻第六代材料。”徐希德说。去年，新品种“龙垦

2021”终于历时 5 年培育成功，在丰产性、抗倒性、口感等

方面都超过同类品种，非常适合在黑龙江第二、第三积温

区种植。明年，“龙垦 2021”将在北大荒推广 150 万亩，可

生产优质大米 60 万吨；“垦川香”系列大米预计增收约 8
亿元。

农民的生产需求，就是水稻育种的方向。在试验田

观察选种的同时，徐希德每年都会专门抽出一个月的时

间到北大荒各水稻生产农场，了解水稻生产新技术和新

品种表现，听一听农户的反馈。“长粒香型优质稻种，我最

看好的就是‘龙垦 2021’，”七星农场四区种植户王桂花

赞不绝口，“我今年种了 400 亩地，平均亩产 1357 斤，出米

率能达到 70%。”

时下，北大荒育种人又拉开了新一年种业攻坚战的序

幕。10 月底，第一批育种小分队就已奔赴海南，开始南繁

育种工作。作为育种队伍的一员，徐希德早就习惯了这样

火热的“冬天”，“培育新品种，就像养育孩子。看到新品种

在田里表现不俗，是最欣慰的事。”他说。

经过三十载的努力，徐希德成为黑龙江省水稻育种

工作知名专家。“黑龙江省拥有 7000 万亩水稻田，有巨

大发展空间。为黑龙江水稻育种事业注入新动力，我

责无旁贷。”徐希德如今组建了新的团队，又一次起航，

继 续 攻 坚 克 难 ，自 主 研 发 ，将 致 富 的 种 子 送 到 农 户

家中。

垦丰种业水稻首席育种专家徐希德

把良种送到农户家中
本报记者 刘梦丹 李晓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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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各地全国各地知识知识

青年投身北大荒建设青年投身北大荒建设。。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图图②②：：七星农机中心七星农机中心。。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图图③③：：八五六农场职工在管护水稻苗床八五六农场职工在管护水稻苗床。。

柏冰冰柏冰冰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④④：：北大荒粮食生产北大荒粮食生产喜获丰收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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