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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滩农村改革第一人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文明

要闻

孙津川：革命者是杀不完的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
最南端起伏的丘陵沟壑间，
一座掩映在绿树旁的小院
格外引人注意。6间楼板房，
墙面被白色瓷砖罩得严严
实实，宽大的院子里铺设了
大理石地板，收拾得干干净
净。

这座院落的主人是陈
绿师。他的母亲就是40多年
前在全国率先进行包产到
户的赵丑女。这个村子是达
拉特旗树林召镇城塔村，也
是原来的耳字壕人民公社
康家湾村。

见到陈绿师时，他和妻
子刚从玉米田里除草归来。
安顿记者一行人到家中坐
下，陈绿师便讲述起40多年
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重大
变革。

“那时我只有十几岁，
还在学校读书，放假回来还
要帮母亲种地。”陈绿师说，
赵丑女所在的康家湾村位
于达拉特旗最南端，依靠着
黄河的灌溉，从清朝晚期走
西口以来，就是内蒙古重要
的粮食产区。40多年前，康
家湾与其他地区一样，也是
实行“大呼隆”生产方式：农
民们每天听生产队干部的哨
子上工、下工，集体劳作。除了
大年三十和年初一两天不用
下地干活，所有人所有的时
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

虽然赵丑女家附近就
有一片生产大队的耕地，但

她每天仍然要来回走较远
的路，先集合，再出工。当时
50多岁的赵丑女看不下去
这种“光跑路，干不出活儿”
的生产方式，便向队委会提
出把离她家近的那片地让
她种，她“每天走路的工夫
就可以把那点儿地给拾掇
了”。

“队里当初主要是为了
照顾她的年纪比较大，就答
应了她的请求，把离她家最
近的14亩地以及两台水车、
一头骡子交给了她。”时任
生产大队队长的韩子义回
忆说，当时包给赵丑女地是
出于对她出工不方便的考
虑。“这里十年九旱，地广人
稀，许多地方形不成村落。
赵丑女家住在后山的梁上，
去集体的地头来回出工得
花一个多小时时间，队里就
允许她包14亩地，后来发生
的事情是谁也没有想到
的。”虽然已经年逾八十，韩
子义对当时的情况还记忆
犹新。

康家湾村当初的决定
还不能叫做“承包”，因为生
产队只是将那块地的耕种
任务单独交给了赵丑女。收
成还是全部归集体所有，仍
然按照工分计算，只是她的
工分不是按出工时间计算，
而是参照集体劳动耕种一
亩地需要多少工时给她打
分。但赵丑女却对这块“由
自己种”的土地倾注了极大

的热情。“我母亲种地可下
了辛苦，起早贪黑侍弄庄
稼。”陈绿师回忆说。

1973年的秋天，康家湾
村集体劳动的地每亩只收
了500来斤，而赵丑女耕种
的地粮食亩产却上了1000
斤，收成翻了一倍，她一个
人共向队里上交了1万多斤
粮食，大白菜、大蒜的收成
满足了整个生产队的需要。

“秋收后，赵丑女家的人均
收入比整个生产队高出了
几倍。但是，在分配劳动所
得时，却发生了很大的争
议。赵丑女能够多打下粮
食，但是仍然参照集体劳动
给她记工分，她就明显吃亏
了。队里很快就商量出了一
个‘以产量定工分’的办法，
即以一定的产量给赵丑女
定工分，如果赵丑女第二年
还能超产，就把多余的产量
折成工分奖励她。”韩子义
说，后来，此种方式被总结
为“以产定酬”。由产量而不
是“出不出工”作为考核方
式，进一步激发了赵丑女的
生产热情。

很快，从第二年开始，
赵丑女的辛勤劳动有了回
报，她种的14亩地收成多，
为她折算的工分多，她最后
得到的粮食自然就多了起
来。

1976年，一篇描写赵丑
女主动“包产到户”，解决自
己吃饭问题的文章在《鄂尔

多斯日报》发表，引起了轰
动。当年，康家湾又率先实
行起了“包产到组”，模式便
是参照赵丑女的方式：生产
队分成3个组，给每个组定
产量，超产部分折算工分，
再根据工分分配粮食。1978
年，当人们争论不休又拿不
准调的时候，康家湾村就率
先实施了更彻底的包产到
户。邻村赵家梁，看到康家
湾村实行了包产到户，也尝
试着包产到组，一年下来全
社的收入翻了6倍多。那年
春节，丰收了的村民们开始
挨家走串喝酒庆祝。

回忆往昔，陈绿师和韩
子义历历在目，如数家珍。

沿着农村改革发展的
轨迹，陈绿师也享受到了改
革的红利。

“1997年，国家第二轮
土地承包制实施，农村土地
承包期限由15年延长至30
年。从那时起，我们思想更活
了，也更舍得投入了。”陈绿
师说，在“五荒”开发“谁建
设、谁管护、谁受益”的政策
激励下，陈绿师家又开发了
几十亩水浇地，耕地总承包
面积增加到100多亩。

2006年，农业税全面取

消，农民彻底从土地包袱中
解脱出来。“现在，我们不仅
不用交税了，国家还给我们
发粮食直补、粮种补贴、农机
补帖、退耕还林还草补贴、农
业保险补贴等。现在种地用
机械，一百多亩地从种到收，
自己也不用出多少力。”陈绿
师笑着说，今年，他家陆续购
置了拖拉机、翻地机、播种
机、土豆收获机等机械设备。
现在仅靠种地，陈绿师的纯
收入就有十多万元。

今年60岁的他继承了
母亲勤劳朴实的美德，整天
闲不住。从陈绿师家到老院
子有一公里多路程，他时常
过去看看40多年前母亲承包
的那片土地。今年，他盘算着
在那里建设几个暖棚发展
蔬菜种植。

【记者手记】

跑好改革“接力赛”

一位名叫赵丑女的普

通村民，当初只是为了能

节省来回往生产队里跑的

时间，而请求生产队允许

她单独耕种离家最近的一

片土地，竟无意中触及了

当时最急需解决的农村生

产方式和分配方式问题，

她的成功又无疑给后来的

农村包产到户开了先河。

赵丑女在耳字壕公社激起

第一朵农村改革浪花，在

达拉特旗，乃至鄂尔多斯

市逐步改变过去的与天

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发展

方式，迅速掀起一轮又一

轮新的改革浪潮。

40年来，改革如同黄

河的波浪，一浪接一浪。我

国广大农村地区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巨变，无数农民也

大踏步跟上了时代。从十一

届三中全会前吃不饱、穿不

暖到现在年纯收入破十万，

赵丑女一家切切实实分享

到了改革成果，让农民活得

更有尊严，也让农民越来越

有话语权。

40年前，“大包干”精

神成就了“小岗梦”。如今，

实现农牧业的现代化、农

村牧区的繁荣发展、农牧

民的全面小康依旧是农民

的期待。现在，“塞外小岗”

乃至整个内蒙古都在以这

样的精神，持续推进农村

改革，跑好改革这场马拉

松的接力赛，努力绘就亮

丽的祖国北疆风景线。

新华社南京6月3日电

（记者 邱冰清） 长夜群
星，璀璨天地。在南京的雨
花台烈士纪念馆“长夜星
空”展馆中，可以看到用多
媒体投影呈现出的烈士英
容，与LED灯营造出的星光
交融，象征每位烈士散发信
仰之光，闪耀在革命道路
上。

孙津川就是这“漫天星
光”闪耀革命道路中的一位
烈士。1895年，孙津川出生
于安徽省寿县一个工人家
庭。14岁起先后到南京、上
海做工。1924年秋，孙津川
在上海与中共党员彭干臣
相识，并在其影响下走上革
命道路。

1925年8月经彭干臣等
介绍，孙津川加入中国共产
党，并当选为沪宁铁路工人

协进会委员。不久，中共吴
淞机厂特别支部成立，孙津
川被选为特支书记。

为配合北伐军进攻上
海，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举
行工人武装起义。1926年10
月，孙津川按照党的要求，
带领吴淞机厂工人武装切

断沪宁铁路，破坏北洋军阀
的后勤军需补给线，为上海
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创造
条件。1927年3月，孙津川领
导吴淞机厂工人举行大罢
工，揭开了上海工人第三次
武装起义的序幕。3月28日，
孙津川被选为沪宁、沪杭甬

两铁路总工会委员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孙津川往返奔走于武汉、九
江、上海等地，代表全国铁
路总工会接待和安置苏、
浙、皖、赣等省的流亡同志，
秘密整顿并恢复各地铁路
工会和党组织。

党的八七会议后，孙津
川被党派往南京担任中共
南京市委书记。在极其严重
的白色恐怖中，他着手整顿
党的组织，传达八七会议精
神，发动和组织群众，坚持
地下斗争，准备武装暴动。

1928年7月，孙津川因
叛徒告密，身份暴露而被
捕。在狱中，国民党军警特
务妄图用高官厚禄和酷刑

逼迫孙津川交出党的机密
和南京地下党的名单，但遭
到坚决拒绝。被打得遍体鳞
伤、奄奄一息的孙津川坚定
地对敌人说：“要杀就杀。枪
毙我一个，还有十个；枪毙
我十个，还有百个。千千万
万的革命者，你们是杀不完
的！”

1928年10月6日，孙津
川一路唱着国际歌，高呼着
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
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时年
33岁。

“大伯在我心里是个顶
天立地的英雄。1928年他在
雨花台牺牲，他对党的信仰
和忠诚为我们整个家族树
立了光辉的榜样。”孙津川

烈士的侄女、年过八旬的孙
以智老人说，希望当下的青
年一代明白今天的一切来
之不易，不要忘怀烈士们为
此奉献的青春与生命，让烈
士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
息。

孙以智老人从47岁时
开始担任南京市雨花台区
实验小学校外辅导员，给孩
子们和雨花台参观者讲述
烈士故事，已坚持了38年。
每年清明节，是她最忙的时
候，她要带着孩子们去雨花
台扫墓。雨花台松柏环抱，
来访者都会在烈士纪念碑
前看到一块铜质铭牌，上面
镌刻着：我们和我们的子孙
会常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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