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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粮田：杭锦后旗的“北纬四十度奇迹”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钱其鲁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新华社长沙7月9日电

（记者 刘良恒） 20世纪
二三十年代，在革命老区
湖南浏阳，涌现了许多革
命志士，第一任浏阳县委
书记潘心元就是其中的一
员。

潘心元，又名潘心源，
1903年1月24日出生在湖
南浏阳县丰裕伍佳渡（今
浏阳市永安镇丰裕社区）。
潘心元自小思想活跃，
1921年夏，他考入长沙市
岳云中学，与田波扬等同
乡创办“浏北新民社”，出
版《新民》社刊，宣传马克
思主义思想。1923年6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底，中共湘区
委员会派潘心元到浏阳，

以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
开展革命工作，协助夏明
翰建立浏阳第一个农村党
支部。

1926年10月，潘心元
主持召开中共浏阳县第一
次代表大会，建立中共浏
阳县委，任书记。1927年2
月，组织农民武装，建立浏

阳工农义勇队，任党代表。
同年四五月间，潘心元出
席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
大，支持毛泽东等提出的
武装工农的主张。

1927年5月21日，马日
事变发生，湖南笼罩在白
色恐怖之中。潘心元对妻
子说：“我的头是钢铸铁浇
的，对革命是至死不移
的。”“革命不成功，我是誓
不罢休的。”

马日事变发生后，潘
心元率领近万名浏阳农军
参加围攻长沙的斗争。
1927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
秋收起义，出席了毛泽东
在安源召开的秋收起义军
事会议，被任命为工农革
命军第三团党代表。在陪

同毛泽东指挥秋收起义途
中路遇国民党地方武装，
他机智勇敢地掩护毛泽东
脱险。

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
山后，潘心元留在平江、浏
阳、醴陵地区组建游击队，
与平浏醴特委书记夏明翰
一起组织开展游击斗争。
1928年，任湘东特委副书
记，带领游击队支持彭德
怀等领导的平江起义。同
年冬，他任湖南省委委员、
农民部部长。

1929年，潘心元任中
央巡视员，到湘赣红军
中传达党的六大精神。

1930年2月当选为红四、
五、六军总前委常委，曾
任红三军代理政委、红
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
参加了红军第二次攻打
长沙之战。期间，他多次
往 来 于 上 海 与 苏 区 之
间，传达党中央指示，向
中央报告秋收起义和红
军斗争的情况。

1930年8月，潘心元赴
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提交了《巡视湘鄂赣三省
红军之报告》。同年9月，由
周恩来安排，潘心元赴浙
南地区巡视党务工作和军
事工作，同时任浙南红十

三军政委。1930年12月，因
叛徒出卖，潘心元在浙江
省玉环县被捕，英勇不屈，
壮烈牺牲，年仅27岁。

浏阳市党史办主任罗
业永告诉记者，直到20世
纪80年代，潘家后人和浙
江当地政府才确认玉环县
苔山岛上的潘姓烈士墓就
是潘心元的墓，这时距他
牺牲已经50多年了。

罗业永说，潘心元牺
牲近90年，无论岁月如何
变迁，冲淡不了他的伟大
功绩和革命精神，更冲淡
不了人们对他深深的思
念。

整洁的衣着，瘦长的身
材、黑瘦的脸，嘴里镶了几
颗银牙，炯炯有神的眼睛睁
开来比一颗麦粒儿宽不了
多少……乍一看，你可能会
分不清69岁的牛兴国是来
城里办事的农民还是城里
的市民。

很难想到，牛兴国这个
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的普
通农民现在是享受副处级
待遇的退休干部。他身份的
转变，只因为他种地种得
好。

虽然年近古稀，老牛依
然身体硬朗，思路也很清
晰，说话没有半句卡壳。在
他的讲述下，时光仿佛回到
了30多年前。

上世纪80年代初，杭锦
后旗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广大农民生产热情
高涨，纷纷努力提高产量，
一方面为了自己增加收入，

另一方面还可以多交售公
粮。

“那时候多交公粮是很
光荣的事。当时地里也没什
么经济作物，大伙儿要想增
加收入就得在粮食上动脑
筋。”牛兴国说。当时，各级
政府从上到下大力抓粮食
生产，引进和推广粮食增产
的新技术、新品种。牛兴国
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是他
做事认真，肯下辛苦，爱动
脑筋，一直琢磨如何能把地
种好。

因为种地种得好，当地
政府将牛兴国的地作为试
验田，看看粮食产量到底能
有多高。牛兴国积极使用新
技术、新品种，精心进行田
间管理。1984年，他的两亩
套种玉米的小麦地产量上
了2000多斤，成为了“吨粮
田”，引起了轰动。

接下来几年时间，经过

农技专家进一步试验总结，
一套包含作物品种、种植密
度、水肥控制、种子化肥分
层播种等多项农业增产技
术综合配套标准化的“吨粮
田”生产模式基本成熟。

1993年，农业部、中国
农科院等单位的12位专家
带着疑问来到杭锦后旗：这
里属北纬四十度塞北高寒
地区，真的能够产生粮食亩
产达到1吨的奇迹吗？经过
详细地考察论证，专家们信
服了，这里有“吨粮田”，堪
称“北纬四十度的奇迹”。

一时间，区内外来参
观考察的人员络绎不绝。
一位老农技专家回忆说，
仅一个夏季，给参观人员
防暑降温熬汤的绿豆就用
了5麻袋。

牛兴国和农技专家也
被邀请到自治区一些盟市
旗县乃至宁夏等地讲课。

“那时候到处讲课，讲得嗓
子也疼。”牛兴国回忆到。

在政府的号召下，巴彦
淖尔地区农民广泛开展

“吨粮田”建设，效益马上显
现了出来。上世纪60年代
初，当地亩单产也就200、
300公斤，农民收入微薄。种
植“吨粮田”后，亩纯收入达
700多元，翻了几番。1998
年，杭锦后旗农民人均纯收
入由1978年的73元增加到
2250元，增加了近30倍，高
出当时自治区农牧民人均
纯收入约300元。杭锦后旗
乃至巴彦淖尔地区也成为
了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
基地。

除了给农民带来直接
的经济效益、给国家粮食生
产作出了积极贡献，“吨粮
田”建设还普遍提高了当地
农民、技术人员的科技素
质，增强了农民的科技兴农

意识，为以后新型农牧业技
术、项目的利用、实施打好
了基础。

“以前农民种地比较粗
放，有的两行玉米之间窄的
距离三四十公分，宽的快一
米了，歪歪扭扭。我们那时
候都是拿绳子划线，然后拿
尺子量行距和株距，种几行
玉米几行小麦，每行种多少
株，用多少化肥，一项项特
别细致。后来农民普遍都重
视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我觉
得这是‘吨粮田’建设留给
后人最大的一笔精神财
富。”说起“吨粮田”建设的
意义，时任杭锦后旗农牧业
技术推广站副站长的段永
斌这样说。

“现在先进的农牧业科
技很多，效益好的农作物也
很多。但是在那会儿，我们
这些人对粮食生产确实是
作出贡献了。当时由于粮食

产量高，一度出现了卖粮
难，尤其是玉米。后来我们
又通过粮食的转化、秸秆的
利用推动了本地养殖业的
发展。”牛兴国说。

1989年1月，牛兴国被
破格提拔为磴口县某乡分
管农业科技的副乡长，“吨
粮田”在当地大面积推开。
牛兴国后历任乡长、乡党委
书记，最后从磴口县某局党
委书记的职务上内退，享受
副处级待遇。他还曾当选为
自治区人大代表，还是自治
区劳动模范。

“作为一个种地的农
民，获得了这么多的荣誉和
这么高的待遇，我已经很知
足了。”牛兴国说，由于户
籍身份的转变，他家的耕地
已经被村集体收回并重新
分配。他还经常回村里看看
满田地里绿油油的玉米、葫
芦、葵花等作物。

改革开放以来，生产

力得到极大地解放，科技

水平得到极大提升，经济

获得极大发展，城乡活力

迸发。“吨粮田”的出现和

牛兴国的特殊经历可以说

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

首先，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的实施，使得长期

徘徊在贫困线上的广大农

民挣脱了“大锅饭”的束

缚，以空前的热情和主动

性投身于农业生产，多劳

多得的利益分配方式得到

最大的体现。

其次，“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

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新农

业技术以及新品种的推广

使用，加之河套地区土地

肥沃，灌溉便利，广大农民

在政府的号召、农技人员

的指导下，精心劳作，粮食

产量得到很大提高。“科技

兴农”的意识深入人心，重

视科技、重视科技人才蔚

然成风。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区每年需要从区外调入

30多亿斤粮食。到1992年，

我区彻底结束了20多年调

入粮食的历史，实现了自

给有余。如今，我区已经是

全国粮食主产省区和粮食

净调出省区之一。这正是

我区发扬改革创新的精

神，努力奋斗、开拓进取，

写就的“三农”精彩故事。

改革开放写就“三农”精彩故事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钱其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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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心元：对革命至死不移

潘心元（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