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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名《大荒缘》，寓意深刻。
世上有各种各样的缘分，作者将“北大荒”与“缘分”连在一起颇含深意，“大荒缘”三字，可谓“
独具匠心”。
两人的回忆录，各具个性和特色，犹如双子星座，珠联璧合，交相辉映。
作者在“古稀”之年能够熟练地用电脑键盘“写”出这部书，超越了一般意义的“老有所为”的含义
，闪烁着北大荒人特有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的光芒，似有一股豪爽而又温馨之气扑面而来。
书中主要回顾和抒发了作者参与开发建设北大荒几十年的经历和对这块漠漠大荒经三代人辛勤耕耘终
于建成了现代化“中华大粮仓”的眷恋之情，同时还倾诉了因开发北大荒而结缘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夫
妻之情，以及对晚辈和未来的殷切期待和深沉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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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我生命中的北大荒孙仁松 回忆录第一章 难忘故乡第二章 家庭简史第三章 苦难的童年　一、
第二次生命　二、我要读书　三、见习“脚夫”　四、遭遇“棒客”　五、放牛娃的日子第四章 解放
　一、儿童队长　二、复学　三、师资训练班学员　四、安仁镇参加海军第五章 军旅生涯　一、人伍
途中　二、海校受训　三、在炮艇上　四、水兵生活　五、海上日出　六、准尉军官　七、人生转折
第六章 初到北大荒　一、高层决策　二、专列北上　三、“老牛圈”建点　四、“马架子”生活　五
、播种希望　六、考取农大第七章 大学春秋　一、北大荒的最高学府　二、经历“半工半读　三、大
学改制　四、在南开大学进修　五、农业昆虫学助教　六、参加“四清”运动　七、“文革”乱局中
的八一农大　八、撤校风波　九、八年后重返农大第八章 从《兵团战士报》到《农垦报》　一、认识
兵团　二、在报社编辑部　三、机关作风　四、兵团改制　五、难忘的采访　六、平反冤假错案第九
章 亲历北大荒农业改革　一、“一死二穷”的旧体制　二、改革的“突破口”　三、高潮与反复　四
、中央8号文件出台前后　五、老部长王震的态度　六、第二次改革高潮　七、争论的焦点　八、改
革成功的关键　九、温家宝的高度评价　十、我的研究工作和主要成果第十章 在国家农业部“打工”
　一、参与实施“三百工程”　二、“虎林试点”遭抵制　三、一个没有实现的目标文件　四、一次
出国考察　五、给历史留下印记　六、为国家学生奶计划效力　七、北大荒人的骄傲第十一章 婚姻与
爱情　一、一张红榜　二、主动追求　三、结婚　四、牵挂　五、团聚　六、感受结尾：《故事人生
》帮助我解读人生故事杨玉群回忆录第一章 美丽的故乡　一、故去的檀荫村　二、家人与家事第二章
辛苦劳作的童年　一、蚕豆叶儿香　二、红薯苗长又长　三、纺车声声　四、可爱的蚕宝宝　五、大
米饭的滋味第三章 在邛崃师范读书的日子　一、梦想成真　二、紧张而愉快的学习生活　三、特殊年
代　四、我家遭遇“共产风”　五、女篮主力队员　六、同窗深情第四章 起步工作　一、进入角色　
二、毕业生分配　三、困难时期　四、收获爱情　五、送走母亲　六、正确的选择第五章 奔赴北大荒
　一、闯过生活关　二、初为人母　三、“文革”冲击　四、一个淘气学生的转变　五、女儿在“战
备”中诞生　六、迁居佳木斯　七、光荣的集体第六章 工会岗位　一、满腔热情为职工服务　二、群
众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三、职工文化“双补”见成效　四、尝尽酸甜苦辣的计划生育工作　五、宽
松和谐的环境是怎样形成的　六、工伤与“光荣病”　七、荣誉与遗憾　八、成功的小“秘密”第七
章 退休之后　一、创办“北大荒书画社”　二、社区志愿者　三、老年大学学员　四、腰鼓队长　五
、“空竹玩家”第八章 让儿女健康成长　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二、树立明确的目标　三、面对
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　四、身教重于言教　五、夫妻步调一致　六、严格要求，鼓励点滴进步文章精
选　一、孙仁松论文选　二、孙仁松散文精选　三、杨玉群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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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分割，我要把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份留给北大荒。
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74岁的生命中有一半即37年是在北大荒度过的；另一半则分为三段：一是小
时候在家乡读书、务农等17年，二是在海军部队服务5年，三是退休后定居北京15年（其中有10年被借
调在国家农业部农垦局“帮助”工作）。
要是把退休后的15年算上，我的“荒龄”可达52年余，理由是即使我退休离开北大荒了，但是北大荒
人的身份没有变，我仍是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机关的退休干部，享受着北大荒退休干部的待遇。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曾经参与其中的北大荒开发建设事业已经融入我的生命，成为我生命历
程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而且与我和我的全家今天的幸福生活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1958年3月，我作为十万转业官兵的一员，从青岛海军转业到北大荒857农场（原密山农场）四分场三
队，参加由王震将军领导的农垦开发事业，从此开始了我人生历程的一个重要阶段，直至1994.年离开
北大荒。
我在北大荒工作的37年，当过生产队农工，曾是北大荒的最高学府——八一农大的学员，还当过大学
教师、报纸编辑、机关干部，离开北大荒时任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政策研究室（体改办）主任。
大体说来，我在北大荒除了开荒建场的一段短暂经历外，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在初创时期的北大荒
最高学府——八一农大学习和工作，前后历经16年；二是担任农垦（兵团）报纸编辑、记者工作8年；
三是从事农垦总局政策研究、体改工作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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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大荒缘》这本书终于与读者朋友们见面了，作者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因为这本书从动“笔”写作，到最后成书前后差不多用了十年的时间，而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年逾“古
稀”的老人确实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2000年初我被聘请到设在农业部农垦局的国家学生奶办公室工作。
我的任务主要是研究有关国家学生奶计划的方针政策，负责有关文件、规章、领导讲话和其他重要材
料的起草工作。
那时，国家机关工作电子化已经起步，农业部机关工作人员早已人手一台电脑，原来农垦局的打字室
也被撤销了，我写的文件要由办公室其他年轻同志拿去打字和印刷，非常不便。
完全是形势和任务所迫，我不得不在64岁时开始学习用电脑打字，大约经过两三个月的学习我就能够
用电脑键盘代替用了几十年的笔写文章了。
为了进一步熟练使用电脑，提高打字的速度，我常常在闲暇时间找一些文件资料练习打字。
后来我便萌生了用电脑写回忆录的想法，先按照时间顺序列出一个大纲，利用工作的空隙时间，一边
回忆，一边一个字一个字敲进电脑，断断续续，到2004年形成约十几万字的初稿。
2006年我已经彻底退出工作，经过进一步整理，便用《学习、奋斗、做人——孙仁松回忆录》作书名
，印出几十本，送给部分亲朋好友以作交流和参考。
2009年初，我们决定以原来写的回忆录作基础，进行修改扩充，增加杨玉群的回忆录，再收入部分文
章（主要是我的研究成果），集辑成一本书。
此书可作为我们即将到来的“金婚”的纪念，更主要的是将之作为献给北大荒的一份礼物。
关于书名的确定颇费了些周折。
原拟用《魂牵梦萦北大荒》、《相伴相依北大荒》等作书名，被我一一否定，后来确定以《大荒情》
作为本书的书名，而且以此向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申报了出版计划，其后我又向老领导刘成果同志汇
报，请他题写书名，他很快为本书题写了“大荒情”三个字。
再后，我又打电话请住在哈尔滨市的垦区作家郑加真同志为我们的书作序，他听了我的介绍后，在电
话中告诉我《大荒情》的书名已经有赵清景同志的书用过了。
于是，我改变初衷，反复考虑最后确定以《大荒缘》作书名。
这一改不仅给出版社增加了麻烦，而且书名还得重写，我便怀着不安的心情再次求刘成果同志重新写
字，他完全没有推辞，欣然又题写了“大荒缘”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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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荒缘》是由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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