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慧

知青，在中国现代史上
是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名
词。说起知青，人们会想到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毛
主席语录，想到那个火热的
年代，想到那群意气风发、
血气方刚的青年人。

似乎老知青们的怀念
情绪会在不经意间传染，最
近收到不少写知青的文章。
作者明平磊所作的这篇《勘
测北大荒的济南知青》对我
们来说是个新鲜的话题。与
《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知
青题材电视剧里所表现的
不同，他们这批济南知青从
事的都是相当专业的勘测
工作，他们是新中国农业战
线上第一支土地勘测队伍，
被招到勘测队时还都是中
学生，经过短期培训之后很
快就投入到一线测绘工作
中。年纪轻轻担此大任，顶
风雪，冒严寒，不计得失，这
样的工作热情和革命豪情，
只属于他们那一代人。

如今，小知青都变成老
知青了，但说起过去的革命
岁月，似乎每一个老知青都
无比自豪，他们的青春没有
虚度。

作者台应新的《想起了
工间操》一定会引起大家的
共鸣。曾几何时，工间休息
做广播体操是我们神州大
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前些
年我们新闻大厦还会在上
午和下午各放一遍广播体
操的音乐，有同事还会跟着
广播伸伸胳膊踢踢腿，这些
年，这广播听不见了，做操
的更没有了。记得那时候，
不同系统里都会组织广播
体操比赛，各单位会抽调精
兵强将练上几个月，意气风
发地参加比赛。是不是这些
年比赛没有了，也没了监
督，广播体操才没人做了呢?

眼见得这些年养生越
来越热，又冒出了不少张悟
本这样误人的“养生专家”，
有关部门大概觉得全民健
身还是得政府督导，才又重
申广播体操的重要性吧。政
府的用心可谓良苦，既然锻
炼身体无法完全自觉，这种
督导也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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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

勘测北大荒的济南知青

□明平磊

1954年，黑龙江省刚刚成立，
即开始着手组建土地勘测队。此
前东北区国营农场管理局下属已
有一个测量队，只有几十人，由于
人员太少，很不适应建设的需要。
后经中央批准，决定派人到辽宁、
山东、河南等省招收中学生进行
短期快速培训，并在长春、哈尔滨
两地成立了勘测训练班。来济南
招生的，是时任人事科科长的李
若萍与干事赵海英两位同志。他
们到达济南与有关部门联系后，
经过个人申请学校推荐，最后录
取了150多人，并于1954年10月12
日乘火车去长春。当时两地勘测
训练班共开设1个计算班、1个制
图班、3个平面控制班、5个地形
班、两个高程控制班，800余人。学
员们经过一年的学习和实践练
习，全部转正为三个级别的助理
技术员，济南籍队员大部分成为
队伍中的骨干力量。

加班加点搞测算

误把晨阳当夕阳

在长春勘测训练班分专业班
时，济南籍的同学有14名分到计
算班，约占全班人数的四分之一。
结业后，计算人员分到黑龙江省
土地勘测局五个总队，担负起测
量计算任务。

测量计算在整个测量工作中
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1958
年，国家测绘局在黑龙江省开展
大面积的航测地形图。为配合这
一部署，土地局成立了航测总队，
并接受了三江地区和黑河地区的
航测任务。计算人员也集中成立
了约20人的计算大组，济南籍的
计算员有 6位，明平磊（本文作
者—编者注）担任副组长。

当计算大组集中在不同地点
计算时，与外业测量一样，工作是
极为紧张的。如在富锦县城计算
时，大家为了尽快向地形测绘提
供数据，加班加点，埋头苦干，有
时弄得晕头转向。记得一次加夜
班，不知不觉天已大亮，暖暖的阳
光照进室内，组长还以为是夕阳
黄昏，急忙叫同志们停下来吃晚
饭，弄得大家哄堂大笑。

白纸上绘图

日测1250公顷
姚立志、赵维骧二人学的都

是地形测绘，1956年分到一总队
以后，每人带一个五人组成的小
组在三江平原开始了测绘工作。

地形测绘是野外测量工作的最后
阶段，也是出成果的阶段。当时的
地形测绘采用统一的国际分幅
法，在白纸上进行测绘。进口瓦特
曼纸往平板仪上一绷，依据三角、
水准测量提供的坐标和海拔高
程，将控制点展绘于图上。小组根
据地形的高低变化，布设地形点，
最后用等高线在图上画出符合地
面形势的地形图，同时把地面上
的村屯、道路、河流、湖泊、森林、
荒地、湿地等地貌，通过不同的变
化点，按比例将其落实到图面上，
最终在白纸上画出一幅图来。一
幅幅图拼接起来，就成为一个地
区的地形图。由此可见地形测量
是比较复杂的。

当年为了尽快测出地形图，
全局范围开展测量竞赛，各个总
队搞得热火朝天，竞赛内容各有
特点：三角测量赛的是“点”，看谁
一天测的点多；水准测量赛的是
“线”，看谁一天测的路线长；而地
形测量赛的是“面”，看谁一天测
的面积大。当时规定地形图日测
定额为350公顷，竞赛中涌现出了
无数突破定额的先进个人和先进
集体。最先传来的是赵维骧小组
超过定额两倍多，日测800公顷的
创新纪录。接着姚立志小组，在艰
苦条件下创造了更为惊人的速
度，日测1250公顷的最高纪录。年
末在全局总结表彰大会上，赵维
骧和姚立志被评为局先进工作
者，受到表彰奖励。1957年姚立志
还作为黑龙江省优秀青年代表，
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
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结束后，
在怀仁堂同毛主席和其他党和国
家领导人合影，聆听了毛主席的
重要讲话。团的名称也从此改为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隆冬测绘兴凯湖

1955年初冬，周勇在富锦、罗
北一带结束了半年的测图实习以
后，到密山县城集中冬训。因为到
得早，正好赶上要安排人员去兴
凯湖测绘大比例尺地形图。这是
一项紧急任务，必须在这寒冬季
节里完成。那时从密山到兴凯湖
交通不便，道路状况很差，测量小
队乘坐装满测量物资的苏式卡
车，冒着寒风，走了九个小时才
到。

兴凯湖位于中苏边境线上，
由一个大湖连着一个小湖组成，
大湖的三分之二面积在苏联境
内，三分之一面积是我国领土。小
湖在我国境内，东西狭长百余公
里，宽约十公里，周边是荒地夹带

苇子湿地，芦苇丛有三四米高。寒
冬湖面结冰白茫茫漫无边际，冰
面上纵横交错地隆起一道道冰
坎，长长的裂缝张着大小不一的
口子，时而发出轰鸣声。这是由于
结冰过程中，随着冰层厚度的不
断变化，挤压、膨胀、开裂而形成
的冰裂现象，声若惊雷，让人恐
惧。特别是湖面上遇到风雪天，刮
起“大烟炮”，风雪交加，人都站不
住，进行测绘作业更加困难。

为了克服隆冬季节给野外测
绘带来的不利条件，他们采取了
一些相应措施。如利用湖面的平
坦，布设三角控制网，丈量基线和
水平控制测量等。埋设三角点木
桩，只要在冰面上凿个孔，插上木
桩即刻就牢固地冻在上面。在湖
区冰面上测量人人脚上都要套上
一个带铁尖的冰踏，既防滑又安
全。作为交通工具还常备冰爬犁，
人站在上面两脚叉开，用杆一撑，
爬犁就向前滑去，可以加快工作
进度。进入草地测量，困难更大。
大比例尺地形图布地形点特别
多，而湖面周围长满了高大深密
的芦苇，遮挡测绘视线。为此他们
付出很大气力，人工打通芦苇。两
个多月的时间一晃而过，他们经
受住了寒冷和艰苦的考验，顺利
地完成了任务。

一次特殊的越境旅行

1957年5月初，张业兴在二总
队饶河测区进行三角测量时，接
受了一次运输物资的任务。当时
天气逐渐转暖，道路开始“翻浆”，
路面泥泞不堪，马车经常误车。在
这种情况下，队里决定用船从水
路把一批物资和部分同志的行
李，由饶河经乌苏里江转到挠力
河，最终送到专业队的驻地。任务
由张业兴和河南籍队员雷长富负
责。他俩在当地租用了两条木船，
请了两名船老板，分乘两条满载
测绘物资和行李的木船，由乌苏
里江起航出发。航行不久江面就
刮起了大风，风急浪高，小船被狂
风刮的像脱缰的野马，飞快地向
对岸冲去，船老板只能顺风掌舵，
把小船荡到了乌苏里江的另一
边——— 异国他乡的苏联岸边。在
离岸边三四米远的地方，船被风
浪打沉了。好在这里是比较开阔
的水面，水中没有柳条丛，水也不
深，他和船老板连推带拽把船弄
到了岸边，物资和行李都湿了。过
了一会，只见一只小艇靠了过来，
陆地上也来了几名苏联边防军
人。其中有一位上尉军官，讲一口
流利的汉语，张业兴急切地向他

说明了情况，告诉他还有一条船
失踪了。上尉一边命令小汽艇沿
江寻找，一边派人去报告，请专门
处理边境事务的官员来现场处
理。经过苏联边防军的搜寻，终于
在一片柳条丛里的水中把雷长富
救了出来。雷长富情绪激动地说，
船被狂风刮到岸这边后，一头扎
进了江边柳条丛中，船被柳条一
挡，就进水下沉了，行李和测量标
杆都漂浮起来。他急忙伸开双臂
拉着行李物品，船老板却把住一
捆标杆游离了沉船，在20米左右
的地方沉没了。这时，苏联处理边
境事务的少校来到现场，一边指
挥士兵打捞物资，一边了解我们
的情况。由于人多大家又都很努
力，很快就把物资打捞集中到岸
上。

天渐渐黑了，忽然江面上开
来一艘小炮艇，少校说是要送我
们回国。他指挥士兵把物品装上
船，后面拖着两条木船，在夜色中
离开苏联岸边，向中国的饶河县
城驶去。一次特殊的越境旅行永
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相约再去踏荒原

今年10月，是我们这批济南知
青参加勘测北大荒的第56个年头。
当年的毛头小伙、纯真少女，如今
都是满头白发的古稀老人。因为工
作变动的缘故，很多老战友缺少联
系，失去音讯。经过20多位常有来
往的老勘测队员的回忆寻觅，才列
出了132人的名单。根据大家不完
全的了解，这些人中有5位在厅局
级岗位上退休，有20位在处级岗位
上退休，有21位具备高级专业技术
职称，有19位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
称。另有27位已经作古，走完了他
们的人生历程。

三年前，在哈尔滨的老勘测
队员聚会成立了联谊会，会上提
出倡议：大家动手，都来写文章，
汇编一本纪念文集，留下历史的
记忆，供世人了解和借鉴。经过大
家的共同努力，一本《难忘激情岁
月——— 北大荒勘测规划纪实》的
文集，终于在去年初正式出版。参
加写作的41位作者中，有14位是
济南籍的老勘测队员。2004年10
月，50多位济南籍老队员聚会家
乡泉城，纪念勘测北大荒50年。欢
聚会上群情激昂，纷纷写诗抒发
情感，其中一首诗表达了大家共
同的心情：半个世纪一瞬间，泉城
聚会话当年；年少同立勘测志，华
发共叙友情渊；龙江沃野兴农垦，
琼崖宝岛植胶园；倘有回归青春
日，相约再去踏荒原。

北大荒，过去在人

们心目中是荒凉的代

名词；北大荒，对山东

人来说，是一个遥远

的地方。然而，50多年

前，在建设北大荒的

队伍中，却有一支队

伍来自山东，而且是

由一批生龙活虎的年

轻人组成。他们就是

上个世纪50年代开拓

北大荒的先遣军，新

中国农业战线上第一

支土地勘测队伍。

1957年勘测队员在沼泽地进行地形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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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勘测队员
在雪地中进行
荒地测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