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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的青年垦荒运动，是由青年

团中央发起的。

《中国青年报》在1956年1月24日

的头版以《青年们，开垦荒地去，在那里

成家立业吧！》为通栏标题，整版报道了

各地青年垦荒队的活动。《青年们，向荒

地进军》的歌曲，到处传唱。据有关部

门统计，共有21万人参加了这场全国性

的垦荒运动。

20世纪50年代初，针对农业发展严

重滞后、粮食短缺已牵掣到经济发展全

局的情况，国家就曾把有计划地垦荒、

扩大耕地面积作为实现农业生产计划

的一项重要措施，规定五年之内要扩大

耕地面积3800余万亩。

资料显示，从1950年到1955年，兵

团耕地面积扩大了562万亩。但地多人

少，劳动力短缺成了制约兵团发展的瓶

颈。为保证兵团扩大生产建设，经过农

垦部和兵团研究，决定在全国几个主要

人口大省——河南、四川、江苏、山东调

集青壮年劳动力来支援兵团建设。在

内务部《关于巩固1956年移民工作的指

示》中可以看到，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

为了支援新成立的兵团，解决兵团农场

规模扩大后农田缺人耕种的状况，经内

务部批准，河南省政府成立了移民委员

会，从全省各地抽调了大量青壮年劳动

力，充实到兵团在南北疆的农场。

1956年5月2日至7日，河南省召开

第二次移民工作会议，决定在夏季从信

阳、许昌、开封、南阳、商丘5个专区28个

县组织青壮年参加垦荒队，参加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国营军垦农场的生产。消

息传出，各地报名踊跃。在巩县，各村

各队男女青年社员到处议论、报名，90%

的青年提出了申请，表示了决心；在密

县（今新密市），有53户农民为自己的儿

女报名，要求批准孩子去开发边疆。这

支队伍的主体是青年农民，也有不少复

员军人和离校不久的军人。

1956年，郑州火车站共发出46列输

送支援边疆建设者的专列。他们从6月

到9月陆续到达新疆，有的分配到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各垦区的农场，有的分配

到水利建设工地。

博古西湖农场，在库尔勒市以西14

公里，是农二师28团的前身。1956年5

月开始筹建。在河南支边垦荒队员到

达的第二天，苏联土地规划专家马斯洛

夫、水利专家日列佐夫与中国技术专家

80余人到达，规划设计博古西湖农场，

计划把该场建成供给库尔勒的蔬菜、瓜

果、牛奶基地。河南的2573名青年垦荒

队员，在博古西湖荒原兴建起第一园艺

蔬菜农场。如今，库尔勒垦区是水稻、

长绒棉的主要产区，库尔勒香梨、西红

柿享誉中外的特产。

苏兴滩，位于天山和阿尔泰山之

间、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现在是

农七师123团所在地。在农七师史志中

记录着：1956年，为扩大垦区生产建立

新农场，以20团农场设在苏兴滩的三个

生产队为基础，从20团抽调干部和生产

物资，从20团和工程二大队调来1365名

劳改人员及3015名河南支边青壮年为

拓荒主力，着手建设新农场，开始大规

模地开荒造田，兴修水利。

按照规划，这个农场的12万亩耕地

将全部用机器耕种。青年们一到，就有

67个人被选派到拖拉机训练班学习。

很多人说，在学校读书时就想学开拖拉

机，能够如愿以偿，自然高兴。问到他

们未来的理想是什么，几乎所有人都回

答：“建设好国营农场，将来把俺爹娘接

来，在这里永远住下去。”

为了让这些支边青壮年在边疆安

家生产，1958年7月29日，河南省民政

厅向信阳、许昌、开封、南阳和商丘五个

专区下发通知：“经过与兵团协商，中央

批准，根据兵团现有的物资准备条件和

农工本人当前经济生活情况，确定于

1958年迁移家属1.5万人，其余部分待兵

团和农工本人条件具备后相继进疆。”

近60年过去了，荒漠变成了绿洲，

戈壁变成了城镇，青丝变成了白发。如

今，满头华发的河南垦荒队员依然会唱

《河南青年垦荒队之歌》：“我们是志愿

的垦荒队员，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

年；要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来把荒野变

成良田。宽广的大地，向我们呼唤，用

我们热情的劳动，创造社会主义的明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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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军垦博物馆内陈列着一份河南省内乡县移民委员

会发出的青壮年参加新疆军垦通知书，再现了一段河

南青壮年劳力积极响应祖国号召，来到偏远的大西北，

为刚起步的兵团的发展建设贡献青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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