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0月1日 星期二 A05关注

编辑：彭传刚 美编：马秀霞 组版：刘淼

支援边疆，唱响跨越千里的山海情歌
种道珍：年轻时垦荒戍边奉献青春，退休后歌声嘹亮致敬“芳华”

胡玲玲 徐宁 李家澍 米娜
枣庄报道

17岁“偷”户口本
支援边疆

1949年11月19日，我出生
在枣庄陶庄矿，父母都在煤矿
上班，家中一共7个孩子，生活
拮据。

小时候读书对我而言，是
一场奢侈的梦。我想安心上学，
还幻想过将来能考进音乐学
院。但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饱，
哪还有闲钱供我上学呢？我每
次唱歌都得偷偷摸摸，生怕被
长辈察觉，说我不务正业。其实
我是真心喜欢唱歌，嗓子很好，
学歌也快，但就这么被耽误了。

工人俱乐部时不时有文艺
汇演，演出的歌舞主要就是讲
述支援边疆的事，一下子就把
我迷住了，我特别想知道她们
歌里的哈密瓜是啥滋味。

后来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那是特殊历史时期解决城
镇就业问题和农业生产落后问
题的尝试，我有满腔的热情，想

做出点成绩证明自己。
1966年4月，17岁那年，我

偷偷拿走家里的户口本，瞒着
父母参加了城市知识青年支援
甘肃省农业建设的队伍。

河西走廊上的
15年激情岁月

我支援的是甘肃农建十一
师三团十连的酒泉下河清农
场。形式和部队类似，需要接受
基础军事训练。白天有晨练，夜
晚有时得紧急集合，青年们最
主要的工作是务农。

刚到河西走廊时，大多数
人都不适应当地气候。沙尘暴
来得猛烈啊，即使关着门窗，房
子里、炕上也都是沙子，我们都
是灰头土脸的。天气要比家乡
冷上许多，即使在夏天，我也不
得不盖上厚厚的棉被。

那里大部分土地是盐碱
田，盐分早已溶解在土壤中，经
过蒸发，在干裂的土地表面形
成了一层淡淡的白色。

我以前从没摸过农具，低
估了支边的难度，一开始没法
按时完成组织分配的任务，手

都磨得稀烂，只能哭着先看别
人怎么上手。

后来，有农业指导员的帮
助，加上自己踏实肯干，我们摸
索出了一条适宜盐碱田改良的
道路。仅仅用了两三年的时间，
我们就种出了大批的粮食和瓜
果蔬菜。

环境是那样恶劣，日子是
那样漫长，人与人之间相互的
帮助和扶持，是难能可贵的光
亮。那些吃过的苦、流过的泪，
磨砺了我们不屈的意志。

没有那时的苦，哪来现在
的甜？我遇到困难时就喜欢唱
歌，排解心中的苦闷。看到粮食
丰收那种热火朝天的景象，我
就配合着高歌一曲，地里的庄
稼就是我的“忠实听众”。

我在甘肃遇到了爱人，结
婚并生下两个孩子。有段时间，
我以为会一辈子留在甘肃，现
在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让
我止不住地牵挂。

上世纪80年代初，政策调
整了，我回到家乡枣庄，在陶庄
煤矿服务公司工作。老战友几
乎每5年就会大聚一次，大家见
面时格外激动，感慨万千。

加入老年乐队
唱响心中的经典

枣庄以前是一座工业老
城，工人常被称为“煤黑子”，现
在已经摇身一变成了“绿领”。
如今煤矿都是机械化开采，减
少了安全事故的发生。枣庄有
很多公园、绿地，还修建了绿
道，我们散步、骑行都很方便，
现在还朝着“中国新能源电池
名城”的方向迈进。

退休之后，我和老年乐队
队员经常去各处唱歌。我们喜
欢用歌声表达对这片土地深深
的热爱，经常在公园里举办“小
型演唱会”：在树荫下，大家准
备好小马扎，架起自印乐谱，调
试二胡，吹起长笛，唱的每一首
歌都是我们心中的经典。

我最喜欢的歌是《兵团战
歌》，唱起这首歌，我就觉得又
回到了年轻时的模样。歌词中
写着，“不怕艰苦，不怕困难，开
垦着沉睡的荒原，广阔的天地
是我们战斗过的地方。”人只要
踏实肯干，总有一天能收获属
于自己的幸福和荣耀。

那是一段青春激荡的岁月，上世纪60年代，800多名满怀热忱的青年，告别父母，离开家乡，从山东枣庄奔赴甘肃河西走
廊，垦荒戍边，改良贫瘠的盐碱地，种出大批粮食和瓜果蔬菜。

种道珍便是那八百分之一，她的故事，宛如一曲跨越时代的山海情歌，越是琢磨，便越能品味出厚度和深度。她喜欢用用
唱歌吐露心声，动人的旋律如同悠扬的风，穿越山川河海。


	A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