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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知识青年（简称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一个历史事件，它始于20世
纪50年代中期，止于70年代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持续了20多年，曾经是涉及千家万户、牵动
亿万人心的社会热点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20多年中，杭州知青共有20余万人（含部分精简回乡人员），投入到这场轰轰烈
烈的社会政治大潮之中，成为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杭州市政协文史和教文卫体委员会在完成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关于征编知识青年支援边疆
建设史料的协作规划的同时，征集、编辑、出版了《难忘的岁月——杭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侧记
》（《杭州文史资料》第二十八辑）。
本书作者多为当年投身这场运动的当事人。
他们在上山下乡时均系初高中毕业、正当花季的青年男女，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毅然从城镇奔赴
祖国的边疆和农村，决心在“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无论是寒冬腊月还是盛夏
酷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辛勤劳作，长达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
艰苦的生活条件、恶劣的自然环境、繁重的生产劳动、严格的军事训练⋯⋯磨励出他们自强自立、勇
对困难的坚强性格，在战天斗地的同时，也努力改造着和激荡着自己的主观世界。
其中，还有人为之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如今，当他们亲笔写下这段难忘的经历时，仍然激情洋溢，思绪万千j他们从各个视野、多个角度
把自己在“上山下乡”过程中，当时如何想的、如何做的，接触了怎样的人物、经历了怎样的事件记
载下来，不溢美、不护短，如实反映了各自在知青生涯中的点滴往事和心灵感悟，文笔朴实流畅、内
容生动具体，却不免沉重。
从中可以看到：他们既有对理想未来的向往，也有对茫茫前途的困惑；既有对劳动收获的喜悦，也有
对入不敷出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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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青年（简称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一个历史事件，它始于20世
纪50年代中期，止于70年代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持续了20多年，曾经是涉及千家万户、牵动
亿万人心的社会热点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20多年中，杭州知青共有20余万人（含部分精简回乡人员），投入到这场轰轰烈
烈的社会政治大潮之中，成为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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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到了年底，我连队的土地归还给了劳改农场，连队拉到余杭县一个叫“十五堡”的地方，改番号
为一师一团一营十九连。
这地方与余杭县的翁梅公社和海宁县的许巷公社相接壤，因为兵团是部队编制，过元旦还能看到两个
县的“拥军优属”慰问团的样板戏演出，这在当时是政治学习的一部分，也是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好机
会，同时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此前，一些农场附近的农民，经常到农场来偷棉花、稻谷、黄豆、柴草等，农场不得不派人通宵值巡
，为此经常会引起打斗，当地的生产队也管不了，慰问团还带来一些农场附近的生产队、生产大队、
公社的领导，和营、团首长直接交谈，解决发生冲突的问题。
此后较大的冲突没有再发生，但小的摩擦仍然不断，直到我们离开农场也没有完全停止。
　　兵团各级党组织把一些人结合进去担任各级“双批小组”的副组长或小组成员，还组织一批人成
立了“民兵指挥部”。
这些人自己不参加劳动，通过开批斗会、批判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
如不服从，他们就会派“民兵指挥部”的人来“请”，搞得人心惶惶。
这一年的产量降到历年来的最低点，有的连队棉花亩产量甚至只有1.4公斤，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
1975年初，四届人大后，在我场中的各级“批林批孔”小组陆续被解散。
　　1975年下半年开始，生产开始有些好转，兵团的军人带着他们的随军家属陆续离开了农场。
此刻已经在筹建“浙江省五七农垦场”了，今后将纳入省农垦局系统管理的信息在知青中都已知晓，
都在静观等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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