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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不会忘记
———印象中的 “北京知青”

( 代序)

祁玉江

初次听到“北京知青”这个尊称是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那时我正在上

小学二三年级。那阵儿也是包括我的家乡在内的陕北地区农村农民生活最为

苦焦的时期。一家八九口人无论如何精打细算，却怎么也解决不了吃饭问题。

无奈之下，我的母亲便带了我的大哥、三弟、四弟和小妹走了 “南路”，到

远在延安、安塞我的舅舅、姨姨家“托嘴” ( 即混一碗饭吃) ，将父亲、二姐

和我留在家中苦度日月。时间大约是在 1969 年冬到 1970 年春。

几个月后，母亲领着兄弟姊妹们从 “南路”回到家中后，带回来许多新

鲜事儿。记忆最深的就是母亲所说的他们在安塞县沿河湾公社杨家沟村我四

姨家住的时候遇到 “北京知青”的一些情况。说这些十六七岁的男女娃娃，

从遥远的北京来这里插队，将麦苗误认为韭菜; 压根儿就不会也不敢走山路，

每每遇到那些羊肠小道，一群“知青”便手挽着手，有的甚至蹲在地上，心

惊胆战地慢慢挪动; 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一群知青又相互抱头痛哭，思念

起亲人来。……母亲所讲的这些情景，使人很是好笑又十分心酸。也是从那

时起，我便知道了“北京知青”这个概念，并由此产生了敬佩之情!

上初、高中时，听到来延安插队最有名的北京知青是孙立哲。印象中，

当时孙立哲在延川县官庄公社插队。他利用从书本上所学的知识，当了赤脚

医生，倾心尽力地给缺医少药的乡亲们看起病来。最使人感动的是，那时乡

村医疗条件很差，他自己又没有动过手术，但是在农民群众患了阑尾炎、肠

梗阻、胃穿孔等急性疾病，来不及送往县医院的危急关头，他大胆尝试，毅

然给患者开起了刀、动起手术，挽救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受到了乡亲们的

衷心爱戴! 一时成为北京知青中的新闻人物，大名远播。另一位是同样在延

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兼大队党支部书记习近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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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组织领导农民群众，大办农村沼气，解决了乡亲们

的照明、做饭问题，其先进经验在全区 ( 延安地区) 乃至全省得到推广，也

成为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的佼佼者。这些又使我对北京知青的认识大大地

加深了一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子长是延安地区 14 个县 ( 宜君县当时还是延安地区

的一个县，未划归铜川市管辖) 中生产最为落后、农民生活最为困苦的县。

因此，子长未安排北京知青插队。记不清是 1975 年上高中的时候，还是
1976 年高中毕业回村当民教的日子，我无意中碰到了一本书——— 《知识青年

在延安》，内容是选登在延安各县插队的北京知青所写关于生产生活方面的

体会文章，其中延安、延川、延长、宜川等县选登的较多，而洛川、富县、

黄陵等县选登的较少一些。我向来热爱文学，嗜好读书，因而便爱不释手地

仔细读了起来。书中每篇文章都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不仅使我对北京知青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和理解，而且对我思想觉悟和写作

水平的提高也是一个极大的启迪。

几经周折，转眼 20 多年过去了。1997 年 10 月我被调往宝塔区 ( 原延安

县) 政府工作，而且一干就是近 10 个年头。因工作关系，在区上接触到了一

些仍留在当地的北京知青，其中有的因国有企业改制下岗，生活窘迫; 有的

仍在基层一线工作，长期进不了城，给工作、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与地地道

道的农民差不了多少; 有的则因疾病缠身，高昂的医药费多少年报销不了;

更有甚者，仍在为自己的工作调动、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而四处奔波。出

于对北京知青的崇敬之情，我按照自己所分管的工作，千方百计、想方设法，

尽可能地给予关心照顾，帮助他们解决了不少困难和问题。2006 年 7 月我调

到志丹县委工作后，又接触到了仍留在志丹工作的 5 名北京知青。此时，他

们都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生活较为困难，基本上处于弱势地位。我

抽出时间，专门召集他们开会，听取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汇报，同样给予了尽

可能的帮助和照顾。没想到本该属于我正常的工作和应尽的职责，却深深地

打动了他们，赢得了他们的高度信赖和衷心拥护，其中不少成为彼此要好的

朋友。

2008 年夏，志丹县打造的大型陕北民歌舞剧《挂红灯》在北京解放军剧

院演出两场，我也随同前往。演出期间，邀请了北京许多领导和知名人士前

来观看，其中就有不少北京知青。看了演出，他们个个激动不已，那种对老

区人民的深情厚谊难以言表。随后，志丹县委、县政府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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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志丹县推进率先跨越发展在京座谈会”，原在志丹插队的一些北京知青
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听了县上的工作汇报，他们对志丹的发展变化十分欣慰，

讲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无不体现了对第二故乡的怀念和关切之情。
2009 年夏季，部分在志丹插队的北京知青应邀回访志丹。短短的两天，

他们在县上有关领导的陪同下，下乡镇、进村户、访亲友、探故居。当他们
看到翻天覆地变化了的新志丹，看到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个个欣
喜若狂，交口称赞，有的甚至激动得流下了泪水!

是啊，在那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下，28000 多名北京知青，响应伟
大领袖毛主席“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号召，远离首都北
京，远离日夜厮守的亲人们，怀着一颗颗火热的心，千里迢迢，来到革命圣
地延安，分赴各县插队，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经过艰苦生产生活的磨炼和考验，他们学会了做饭，学会了种田，学会了组
织生产，学到了书本上没有学到的知识，不仅为当地的发展建设贡献了巨大
力量，而且也增强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为日后的成长进步、书写更加灿烂的人生篇章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直至后来
有的走上重要领导工作岗位，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有的成为著名的文学家、

艺术家、科学家、企业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有的成为
光荣的劳动模范、创业先锋，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
献。

对于他们，共和国不会忘记! 历史不会忘记! 人民不会忘记!

2010 年 3 月 6 日晚 10 时 35 分草草完稿于延安东关家中;
3 月 9 日凌晨 1 时 55 分略改于志丹寝室;
3 月 11 日下午 3 时 20 分改定于志丹宾馆会议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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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大地起风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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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赴延安插队北京知识青年
革命家长的一封信

延安地区革命委员会

赴延插队北京知识青年革命家长同志们:

你们好!

值此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

光辉指示发表二周年的前夕，我们向你们表示亲切的问候，并作如下汇报:

光辉“复电”铸红心，延安精神育新人。来我区插队的广大北京知识青

年，高举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四九年十月给延安人民的光辉 “复电”的伟大

旗帜，刻苦、认真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主动、虚心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

教育，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亲自培育的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

努力改造世界观，使他们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阶级

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一支朝气

蓬勃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阶级斗争的战斗队、建设延安的突击队、科学种

田的先锋队、文化卫生的普及队。许多青年坚定地表示: 延安的前途就是我

们的前途，延安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 要身在延安，热爱延安，扎根延安，

建设延安，在延安干一辈子革命。现在，他们之中已有九十多人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六百多人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今年有七千多人出席了地、

县、社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二百多人出席了省活学活用

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两千六百多人担任了大队、生产队各种干部，

一千多人当上了小学教师、赤脚医生。贫下中农热情地称赞他们: 脸晒黑了，

心炼红了，路线走正了，和贫下中农更亲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更忠了。这

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是毛主席亲自培育的延安精神熏陶的结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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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广大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结果，同时也是各位革命家长同志们对我们的工作
大力支持、密切配合的结果。对于你们给予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
们再次表示衷心感谢!

目前，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一个规模空前的 “农业学大
寨”的群众运动新高潮正在我区蓬勃兴起。“农业学大寨”，这是落实毛主席
伟大战略部署的需要，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 “备战、

备荒、为人民”的需要。学不学大寨? 用什么态度学大寨? 这是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的大问题。延安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战斗和生活过十三个春秋的
革命圣地，延安人民无限忠于毛主席。我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毛主席光辉 “复
电”的伟大旗帜，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脱皮掉肉不叫苦，泰山压顶不低头，在三年时间内，实现农业过
“纲要”，彻底改变延安地区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三年看头年，头年看今
冬。形势要求我们在今冬明春打一个大硬仗、大胜仗，为三年达 “纲要”举
行一个奠基礼。为此，必须动员广大下乡知识青年和广大贫下中农、广大干
部一起积极投入今冬明春的光荣战斗。不少下乡知识青年已经做好了这样的
思想准备: 今冬明春不回家，胸怀大目标，迎接大跃进，经受大考验，做出
大贡献。我们恳切地希望你们大力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并积极协助我们抓
好他们的活思想，使他们安心农村，全力以赴，今冬明春就地闹革命，在
“农业学大寨”的伟大斗争中立新功，建新劳，在伟大的群众运动的斗争中
锤炼忠于毛主席的一颗红心，为把延安建设成处处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芒的、

繁荣昌盛的红色阵地而奋斗! 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为革命圣地延安争光!

顺致

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延安地区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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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丹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综述

谷巨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特定历史阶段的运动，是国家在经济困难时

期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志丹县知识青年工作和全国、

全省一样，也经历了一个探索、有计划展开、蓬勃展开到重大转折、基本告

一段落的阶段。其中，北京知青来志丹插队落户是一件大事，可谓意义深远，

影响巨大。由于档案缺失，资料不全，现将我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做一

简单总结，以期一斑窥豹，对后人了解这段历史有所裨益。

( 一)

1968 年 12 月，为落实毛泽东主席 “一二·二二”指示，迎接全国知识

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热潮，我县适时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隶属县

委办，历任主任分别为张生富、谷巨海、孙秀英。知青办在处理知青的困难

和问题、慰问和帮助知青、安排插队、招工提干等方面做了艰苦卓绝的工作。

1969 年 2 月 9 日，志丹县迎来了第一批北京知青。县革委会在双河乡驻地召

开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会后，知青们奔赴各自插队的大队。

( 二)

第一批北京知识青年共 536 名，其中男 315 人，女 221 人，被安排在条

件较好的顺宁、城关、双河、永宁等 4 个公社 25 个大队之中。1974 年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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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北京知青共 5 人，1975 年第三批北京知青 15 人; 其中安置在双河公社向

阳沟大队 10 人，双河大队 10 人。

知青插队第一年，生活由国家包管，每人每月供给口粮 32 斤，菜金 9

元，零用 1 元，全年 120 元。为了安置好北京知青，县上先后拨专款 399068

元，修建住房 ( 窑) 209 间 ( 孔) 。

1970 年 3 月，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后，北京市向我县支援工具

车、拖拉机、米面加工机等 70 多台 ( 件) ; 同时又向我县派了 48 名干部协助

县上管理北京知识青年。至此，志丹这块古老而贫困的土地上，出现了 604

名北京人的身影。

北京知青来到志丹后，自觉融入当地社员之中，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

学习、同劳动，在三大运动中锻炼成长，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使农村面

貌得到一定改变，涌现出张小建、李华等先进知青代表。特别是北京知青在

帮助当地群众学习文化知识、试验推广科学种田、移风易俗、传播新文化等

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还力所能及地参与到志丹的经济社会建设当中，

插队第二年 ( 1970 年) ，他们当中就有 110 人走上了教师、生产队长、民兵

干部、农村技术员等岗位。他们参加或出席省、地区、县、公社的各级讲用

会、积代会、学大寨先进代表大会，达到 346 人 ( 次) ，参加科学试验种田
60 多人，成为典型或受到嘉奖达 100 余人 ( 次) 。

随着国家知青政策的转变，大部分北京知青找到了新的工作岗位，至
1972 年 5 月，已招工 198 人，本县录用 26 人，服役 6 人，上大学 17 人，病

退回京 30 人，转回原籍 54 人，法办 8 人，仅留 197 人。据最终统计，北京

知青先后被招工 435 人，招干 18 人，升学 19 人，服役 6 人，外转 60 人，病

退回京 48 人，判刑 6 人，失踪 7 人，其中，至今留在志丹参加工作的 5 人。

( 三)

而在志丹的 94 名当地知识青年 ( 其中男 49 人，女 45 人) 也在 1968 年

底打起行囊，来到县里最贫困的公社插队，当时侯市乡条件较差，被安排了
75 人。

从 1969—1979 年间，志丹中学各届城镇毕业生绝大多数被下放到农村插

队，共约 1200 名学生经受了这番洗礼。如 1972 年插队学生 92 人，1973 年
105 人，1975 年 120 人，1976 年 160 人，1977 年 180 人，1978 年 2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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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1971 年，我县在农村安置的城镇知识青年约有 300 人，但很快随着招
工、招干等政策的恢复，留在农村的寥寥无几。截至 1972 年 5 月，四年里插
队的知青中已招工 247 人，本县录用 22 人，上大学 5 人，转回原籍 8 人，法
办 1 人，农村仅余 11 人。至年底知青们全部被各级录用。

志丹籍知青由于与当地有着天然的血脉联系，他们更好更快地融入当地
群众之中，更懂农民疾苦和劳动锻炼的价值，积极投身于搞基建、科学种田、

大会战、教书育人等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经历着成长的阵痛，为志丹的发
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近三十年时间以来，志丹县各项事业的领导者和中坚力
量，大多都是曾插过队的当地知青。

根据“中共志丹县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 《一九七三年
———一九八○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划 ( 草案) 》，我县在安置知青经费标准
方面，每人每年补助 490 元; 粮油方面，上半年下乡的，供应到当年 10 月
底，下半年下乡的，供应到来年 10 月底，口粮标准不低于当地单身全劳力的
吃粮水平; 食油按当地城市居民标准供应。

( 四)

北京知青在那个特殊年代，从繁华的大都市来到偏僻落后的小县城，满
怀一腔热血，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成长，参加志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
会建设，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与当地群众打成
一片，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基础，这种精神和经历，永远值得我们新一代的人
铭记。

随着国家上山下乡政策的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告基本结束，我县
知青办也于 1981 年撤销。但是，北京知青带给志丹的冲击和影响不会随着时
间而湮灭，那种京都文化和黄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使这片古老的土地重新
审视和定位自己，从而改变了几代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

志丹在物质最困难之际养活着北京知青的同时，北京知青给予了志丹精神上
最大的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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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召开延安地区
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

丁常保

1970 年 3 月 10 日至 26 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
谈会。会议由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纪登奎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主持。参加
会议的有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延安地区和 12 个县革委会的负责同志，北京市
革委会和 7 个区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周总理接见了到会的代表，并对发展
延安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加强知识青年 “再教育”的工

1969 年，志丹干部赴京迎接北京知青时的合影

作，做了重要指示。3 月 26 日，会议制定出《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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