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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县委书记杨悦(前排左

三)副书记杨继孔(左四)武装部副

部长李天锡(左五)到农场了解知青

工作时与场党委书记、场长赵华(前
排左二)、副书记颜绍彬(左一)副场

长高景星(左六)、汪惠玲(后排左

三)、张宏光I左二)、办公室主任敦

朝壁(左四)、德宏农垦分局副局长
卓树林台影。 汪惠玲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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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傅衍鹏光荣出席共青团十大，被选为团中央委员。受到华国锋主

席的接见。 市档案馆供稿

瑞丽县知青办公室领导，军代表及工作人员与部分当年插队知青合影。

秧永寿供稿



1996年4月14日瑞丽市党政领导李增寿、丁德田、李云保、张正纲等同

志，接见重返“g--故乡"知青。 赵重天掇

1996年4月重返“第二故乡”知青与乡亲同乐。 赵重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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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4月15日情系瑞丽知青联谊会昆明分会大会 赵重天摄

2000年4月14日，情系瑞丽知青联谊会第二次会议在市委礼堂召开市

委书记孟必光同志讲话，知青联谊会名誉会长张正纲主持。 赵重天摄



1996年4局15日举行瓤青历史纪念园奠基仪式 赵重天摄

2000年4月重返“第二故乡”的全体知青台影 赵重天摄



瑞丽傣族传统佳节——泼水节陆杰擐

瑞丽景颇族传统佳节——目瑙纵歌 赵重天摄



瑞丽姐勒垒塔 赵重天摄

瑞丽芒林f独树成林J 赵重天摄



瑞丽市文史资料第二辑(知青专辑)

无悔青春

瑞丽市政协编



铸强霉．查乞 箍麓"nil 1青。
砻 珏 灿．．菇

中共瑞丽市委书记孟必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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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丽市人民政府市长思利章题

拗案岁哎乡惰．汜绷么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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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数以千计的昆明、北京、成都、上海知识青年

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

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千里迢迢奔赴祖国边

疆——瑞丽，插队落户、屯垦戍边三十周年之际，<瑞

丽文史资料第二辑——(知青专辑)>出版了。此书是
知青与边疆各族干部群众相结合，无数颗火热的心共同

铸就的可歌可泣的永不磨灭的历史画卷。它真实地记录

了在那特殊年代、特殊地域、一个特殊群体所经历的特

殊磨炼o
‘

．
，

“文革”期间，瑞丽县共有8000多名来自昆明、北

京、成都、上海及本地的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到农场

垦荒。在这个群体中，既有高中生，也有初中生。他们

的年龄最大的二十出头，最小的十五六岁。他们小小年

纪离别朝夕相处的父母，离开大城市，离开优越的生活

环境，到边疆农村、农场，进行着今天的同龄人难以理

解和无法承受的劳动和生活磨炼，瑞丽的山山坝坝无不

留下他们的足迹。他们给边疆带来知识、文化，为瑞丽

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洒下了汗水和鲜血，献出了自己

宝贵的青春年华。在那真理与谬误、理想与现实撞击的

年月，他们的理智有时也出现偏斜，有过盲目的狂热，

也有过消极和迷惘，‘作出过不应有的举动。尽管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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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怀下，在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

教育帮助下，最终理智战胜了迷惘，积极战胜了消沉，

他们没有绝望和沉沦。他们同瑞丽的各族干部群众同甘

共苦，共同度过了一段缺吃少穿的艰难岁月，饱尝了人

间的酸甜苦辣。也正是在这一段很不平凡而又艰辛的日

子里与瑞丽市的各族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结下永

不忘怀的深情厚谊o
’

诚然，今天震撼全国、牵动千万家庭的知识青年上

山下乡运动已成为历史。当年在瑞丽插队落户的知青，

除少数一部分留在瑞丽安家落户，继续为边疆的繁荣、

进步作着贡献以外，其余绝大多数都已回到内地城市，

成家立业o{但在这个特殊的群体中，’不管是留下的，还

是返回内地的j他们都已由当年天真、劫稚。浪漫的热

血青年，变得理智成熟，并在不同的岗位，通过各自的

奋发努力，成为各项工作的骨干。有的成为教授、企业

家；有的成为劳模和先进工作者；有的被选拔进入各级

领导班子，成为栋梁，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有的仍作为

社会普通劳动者的一员，在默默无声的继续为社会奉献

着。但不管是哪行哪业，不分职位高低，不分贫富贵

．贱，一提到知青上山下乡，无不感慨万千；一提到瑞

丽，唱起<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这支令人陶醉、广为人

知的歌，无不震颤，魂牵梦绕地眷恋着养育过自己的第

二故乡一瑞丽。因此，当此书<征稿启事>一发出，
就引起了知青的强烈反响，纷纷撰稿和捐赠当年反映知

青生活。劳动的老照片。这些文章、照片，篇篇幅幅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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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字字句句俱真实。所撰回忆文章除少数未选外，

其余均已采纳；而照片限于篇幅，只采纳了其中一小部
分。未选文章及照片，将随已选文章底稿一起收入瑞丽

市政协文史资料手稿永久档案珍藏。

本书所辑文章，是数十位作者提供的反映那个时期
社会生活、文化意识心态及各自亲身经历的片断。为了

资料的完整和翔实，也为了尊重作者，在编辑本书时，
除少数文字上的增删调整外，一般不作大的改动。

书中的文章、诗歌、照片都是当年瑞丽知青生产劳

动、文化生活及内心世界的真实再现，也是对历史的客

观反映。读后使你身临其境，仿佛共同回到了三十年前

知青们艰苦劳作的场面，品味到字里行间所蕴藏的深沉

哲理。本书的出版对当年到瑞丽农村插队落户、屯垦戍

边的知青们，无疑是一个难得的珍贵纪念，而对于他们

的后代，乃至当代和尔后的广大青年一代，这也是一本

难得的教科书，他们将会从中得到极为难得的启迪。

瑞丽市第十一届政协主席 丁德田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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