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生命献给这片热土
1970

年代末， 轰轰烈烈的知青运动告一段落，大
部分知青选择回城。 可是，有的知青却再也没能回去。

他们将青春与生命交付于此， 再也没有人能将他们与
这片为之拼搏奋斗的热土分开。

1970

年
10

月
16

日，台风即将来袭。前一天，为长
期解决职工“食无肉”难题而被晨星农场抽调过来组成
畜牧连的

26

位女知青，用了一整天时间顶风冒雨加固
了房子和猪舍。 在极度的疲劳中，她们沉沉入睡。

17

日凌晨
3

时，狂风骤雨中，宿舍的泥墙再顶不
住暴雨侵袭，融化一般，一块一块向下滑落，风声呼啸
着夹带泥水冲破了撕裂的墙体。

房屋轰然倒地，山洪的奔涌迅不及防。 黑夜中，她
们被浸在齐胸的洪水中分不清方向， 几次突围都被汹
涌的洪水阻断，只能手拉手，臂挽臂，在绝望中高声唱
起《国际歌》。

然而，坚定的信念没能护住脆弱的人墙，体力透支
的她们最终被洪水冲散。 这首斗志昂扬的《国际歌》成
了她们在风雨中最后的合唱。

天灾过后，万物复苏，山冈上却堆起了
22

座新坟。

畜牧连的
28

人，仅有
6

人幸存。 遇难的
22

名知青中，

年龄最大的不过
23

岁，最小的仅有
15

岁，正是风华正
茂之年。 她们在洪水中携手高唱国际歌的光辉形象被
镌刻在海南农垦博物馆的浮雕墙上， 也镌刻在经历过
知青岁月的人们心中。

与他们在天堂相伴的， 还有为抢救落水少女英勇
献身的革命烈士李小曼， 为保护农场水电站大坝不幸
牺牲的革命烈士胡志红、程明蓉、谢红军，为帮助老工
人种植胶苗遭雷击身亡的湛江知青陈敏……

“和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结束洋胶进口。为着这
个唐吉坷德式的梦想，他浪漫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从
此长眠大雾岭，与自己亲手栽种的橡胶林长相厮守。他
的勇气和精神值得我们永久怀念。”这是

2012

年
4

月，

原红明农场知青庄凯苓回场为陈敏扫墓后写下的文
章。 海南农垦博物馆中也陈列着陈敏的父亲亲手为儿
子写下的悼词。

时光匆匆流去， 流金岁月再难重现。 但历史和人
民，永远给这些在知青运动中，为保护集体财产、人民
利益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烈士留下了专属的位置。 海
南农垦博物馆中展示的每一个物件， 海南胶林中的每
一棵橡胶树，无一不在怀念、诉说着，那些久远的故事。

（据《海南日报》）

（图片由海南农垦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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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喝健康、就喝仙灵红；

仙灵红茶酒、提神又养生；

饮后口不干、风吹头不痛；

常喝红茶酒、好运天天有！

� � � �

新品上市，诚邀信阳八县两区合作代理商，

共同创造白酒神话，为中国喝酒人的健康，提供
一份满意的答卷！即日起，到信阳市各烟酒门店
购买任何一款仙灵红茶酒， 凭酒瓶盖到公司可
免费兑换价值

380

元的仙灵红茶酒一瓶。

另：面向白酒市场，招聘业务精英
10

名，市场总监
1

名！

热血青春献宝岛

� � � � 1968

年
11

月，

6

万知识青年由广州乘船一路高歌来到海南。 他们上山下乡，垦荒致富，抗击台风，助力琼岛人民建设家
园，数年如一日耕耘这片他们原本并不熟悉的土地，将青春、热血甚至生命播撒于此。

这是一张旧船票，它静静地躺在海南农垦博物馆第四展厅“知青情”的展柜中。

说它破旧，是因为它有长达
45

年的历史，也因为它是利用其他航线剩下的船票背面印就的。 然而，这样一张纸质极差、

毫不起眼的旧船票却被海南农垦博物馆视作珍宝。

1968

年，这样的一张张船票为海南送来了
6

万知青，也送来了千万亩郁郁葱葱的胶林，送来了海南建设发展的新航程。

一定要把这里建设好
“战士们高举红旗， 珠江奔腾来战

喜。 今天，我们广州首批奔赴农村、边疆
落户的红卫兵战士， 向你们———英雄的
广州

300

万革命人民告别了！ ”这是刊登
于

1968

年
11

月
6

日《南方日报》的《给
广州市三百万革命人民的告别书》。

告别书念完，

6

万多名刚刚从高中毕
业的广州知青便身戴红花， 手拿毛主席
语录，乘坐“红卫三号”轮船奔赴海南，开
始了他们的异乡垦荒之旅。

现居广州的国内著名数据修复专家
胡向东便是这份告别书的起草者。 作为
广州市第一中学的优秀高中毕业生，在
前往海南之前， 胡向东完成了这个特殊
而光荣的任务。

“临走那天， 广州城里一派欢腾景
象， 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从四面八方
聚集在街道两旁，欢送我们到广阔天
地去锻炼成长。 ”胡向东回忆，欢送会
后，知青们刚刚登船，家属们便冲过
围栏开始哭喊着挥手，顿时船上船下
哭声一片，“但更多的人没有流泪， 大家
满怀壮志， 立志要在海南干出一番事
业。 ”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
扬……” 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歌。 渐渐
地，歌声越来越响，淹没了哭声，在茫茫
的海面上向着海南的方向蔓延开去。

但很快，歌声不再继续，刚刚还豪情
满怀的知青们逐个出现了晕船的迹象，

在长达两天的航程中， 不少人呕吐、失
眠，甚至在极度不适中感到绝望。

“太远了，大海无边无际，不知还要
走多久。 ”胡向东说，更没想到的是，刚下
船，还没来得及休息，他便被送到了最边
远艰苦的白沙县。 望着一座座破败的茅
草房和衣衫破旧的当地群众， 他震惊
了———怎么还有这么穷的地方！

“我们一定要把这里建设好！ ”胡向
东等人暗下决心， 开始学干农活，“为了
开荒种地，致富农家，原来只知埋头苦读
圣贤书的我们第一次拿起了锄头镰刀，

尽管几乎每天都会磨出一手血泡， 但从
没有人打过退堂鼓。 人人斗志昂扬，充满
信心。 这便是知识青年的时代标签。 ”

在艰苦中寻求欢愉
胡向东犹记， 某次随路线教育工作

队下乡时，热情的村民们留工作队吃饭，

说要好好招待他们。 这让每日靠萝卜干、

酱油水下饭的他们很是期待。 到了饭点，

他们围坐一桌， 没想到端上桌的竟是一
盘半生不熟的芭蕉心。

“当时的少数民族不会种菜，仍然过
着刀耕火种、猎杀野兽的生活。 ”胡向东
说，那一顿饭，他吃得很不是滋味。 为了
改变这种境况， 他立刻跟连队要了

2

元
钱，徒步走了

80

公里去买回了菜种。

原三亚市国营南田农场知青蔡汉聪
回忆，种菜是起早贪黑的活计。 由于连队
的菜地是旱地， 知青们每天每人都要用
两只大桶挑上

100

多担水， 并赶在太阳
升起前给菜地浇好水。 中午和下午太阳
猛烈的时候，要挖地、碎土、平地，傍晚太

阳下山后还要再种菜苗。 为新种下的菜
苗浇好水后，就到了晚上八九点，这时，

知青们才能打着手电回连队简单地吃一
餐饭。

当时蔡汉聪被安排在夜里留守菜
地。 白天还能与知青们有说有笑，夜里却
感到分外孤独。 “唱，没人应，说，没人答，

嘴巴好像是多余的。 ”蔡汉聪说，“好几次
都想向连队提出搬回， 但要强的性格和
责任感让我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 ”

最惊险的是一次深夜他被门外的异
响惊醒。 “怪异的声音一会儿在茅草屋
外，像有人要撬门，一会儿又在茅草屋泥
壁外，像有人要挖洞。 ”蔡汉聪害怕了，屋
外是人是鬼？

无论如何都要应对，他悄悄起床，套
上鞋子，一手拿起手电，一手抓着木棒，

悄无声息地靠到了门边， 竖起耳朵监听
门外的动静。 在门外异响声起时，他迅速
拉开屋门———原来是三头大水牛！

垦荒种菜的日子艰苦难当， 但记者
注意到， 在海南农垦博物馆中展出的知
青旧照中， 几乎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发自
内心的笑容。 尤其是身别腰鼓、手持唢呐
的宣传工作队员更是神采飞扬。

在每日的工作中， 最令知青们欢愉
的就是“战地广播”。 当时每个山头都安
装了一个大喇叭， 好些时候还会有宣传
工作队来现场为他们演出打气。

“山地上时不时传来的《我向党来唱
支歌》、《咱们工人有力量》等歌曲和‘生
产进度’、‘战地消息’， 激励着我们奋勇
前进。 ”原五指山畅好农场知青邱永德如
是说。

胡向东兄妹三人在海南合影。

知青坐上自己制作的交通工具———牛车。

当年的一张旧船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