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青城市委書記盧治軒在
接受 「2024范長江行動江西

行」 採訪團專訪時表示，非常歡迎香港傳媒學生朋友
們到共青城來做客。希望香港青年多到共青城走一
走、看一看，希望大家走進、愛上、加盟這座美麗的
城市。 「青春孕育無限希望，青年創造美好明天，希
望我們廣大的青年朋友，特別是香港的青年朋友，都
到我們這裏來創業，和我們共同一起創造更加美好的
明天。」 盧治軒表示，我們將會為來共青城創業的香
港青年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五星級的服務，讓大家這
裏能夠安心地學習、愉快地生活、高興地就業。

作為參與提問的實習記者，香港都會大學學生張
惟一說， 「在與盧治軒書記的交流中，可以感受到他
對青年創業的深切關注和熱情期望。盧書記邀請香港

青年來共青城創業，我覺得這是一個機遇，也是挑
戰。希望越來越多的香港青年能夠積極響應內地城市
的邀請，勇敢地邁出創業的第一步。」

在這座年輕的城市裏，新
質生產力澎湃不已。採訪團走

進江中食療基地，只見部部高速運轉的機器，不見工
人。據悉，該基地在加強產品研發創新的同時，大力
推動生產線自動化、智能化建設，進一步降低生產成
本，提高生產效能，單條生產線年產值破億。

低空經濟被寫入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內地
多省份着手布局低空經濟，將催生萬億級大市場。早
在2022年，共青城市就依託超6000家私募基金，17
所大中專院校等資本加持、智力支撐和創新活力，高

標準打造4.1平方公里的百億級低空經濟產業園，已
初步形成通航運營、通航製造、通航文旅和通航服務
四大板塊融合發展的格局。

而國貨羽絨品牌鴨鴨推出 「YAYA設計平台」 ，
將1000+設計師鏈接起來，打造良性的多風格設計生
態。該平台將根據能力優先、時間優先、人員效率優
先的算法模型，將性別、年齡段、款式、風格等需求
標籤與設計師的能力標籤進行匹配並自動實現遠程派
單，將設計需求及時派送給最優的設計師或工作室。
後台把海量的時尚數據轉化為具象的趨勢報告和潮流
爆款，讓設計更契合市場需求。

據悉，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
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
效能、高質量特徵，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
態，已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高頻詞彙。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李家超也曾在公開場合表達，香港特區政府將繼
續善用制度和人才優勢，在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
促進香港和內地以至全球創科事業的合作，貢獻國家
新質生產力的蓬勃發展。

「2024范長江
行動江西行」 共青城

站點行程為期一天，共青城市委書記盧治
軒，市長劉陽青，市委常委、宣傳部部
長、統戰部部長許巨峰在百忙之中，擠出
時間，陪同參觀。據悉，為了讓採訪團全
面了解共青城，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盧
治軒提前踩點，還向採訪團介紹，85後的
劉陽青市長是江西首批選調的清華博士。

在一天行程中，大家先後走進共青墾
荒文化體驗園、共青城市低空經濟產業
園、生態文明展示館、共青城市博物館、
鴨鴨產業園、江中食療基地、上海風情街
等。採訪間隙，大家體驗多樣角色：跟隨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西河戲傳人，耍花
槍；在共青城南湖機場，演繹港劇《衝上

雲霄》；鴨鴨產業園裏，化身模特，自信
走T台；江中食療基地裏，既是吃貨，又
是當帶貨主播；漫步上海風情街，高歌
Beyond樂隊的《喜歡你》……

共青城北倚廬山，
東鄰鄱陽湖，是全國唯

一以 「共青團」 命名的城市，實現了從共
青社、到共青墾殖場、到共青城開放開發
區、再到共青城市的變遷，成為一座創業
之城、榮耀之城、青春之城、生態之城、
希望之城。團中央為共青城授牌 「全國青
年創業基地」 ，還將其作為 「中國青年企
業家發展峰會和中國青年APP創業大賽總
決賽」 的永久舉辦地。

值得一提的是，前國家領導人胡耀邦
為其三次題詞、兩次到訪並長眠於此。近
七十載以來，包括墾荒隊員、當地民眾、
知青等在內的幾代共青人，在歷經種種困
難、天災人禍，幾次搬遷、幾次更名之
後，賡續 「堅韌不拔、艱苦創業、崇尚科
學、開拓奮進」 的共青精神，開闢出一片

新天地。
此外，共青城也與香港有個淵源：當

地於1969年將約9萬隻板鴨出口到香港，
掙回9萬元人民幣，協助共青墾殖場渡過
困難時期。

共青城書記誠邀港青 到這裏來創業
熱情期望

創新發展

走進無人工廠 觸摸新質生產力
鄱陽湖畔荒地 化為共青城

話你知

高歌《喜歡你》演繹《衝上雲霄》
學子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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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後悔，從未後悔過！」
年逾八旬的上海青年志

願墾荒隊隊員倪新華在共青城接
受 「2024范長江行動江西行」 採
訪團採訪時，被問及他對自己在
69年前所作的人生抉擇，有何感
想。倪老鬢髮花白，身形有點佝
僂，聲音不再洪亮，但眼神堅
定，閃爍光芒。 「大學生要積極
響應祖國號召，祖國需要我們做
什麼，我們就做什麼，要明白青
春是用來奮鬥的，奮鬥的青春最
美麗，這樣的口號在任何時代都
不會過時。只有把個人理想融入
社會理想，才會實現更大的人生
價值。」

大公報記者 黃慧
實習記者 李瑩茵、章嘉伊、

曾慶芳、尹瑾江西報道

港生對話墾荒隊員 感悟奮鬥青春最美
上世紀五十年代 大批熱血青年響應號召奔赴農村墾荒報國

1953年，內地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
計劃。與此同時，農業發展滯後、糧食短缺、城市
就業嚴峻，成為阻礙工業化進程甚至經濟發展的全
局性問題。共青團中央向全國青年發出 「向荒山、
荒地、荒灘進軍」 的呼籲，掀起一場大規模的青年
志願墾荒運動。1955年，中央作出上海青年到江西
墾荒的決策。1955年10月15日，由98名上海熱血青
年組成的中國第一支民間自發組織的墾荒別動隊，
懷揣着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與都市繁華相背，來
到鄱陽湖畔的不毛之地墾荒。

寫血書 表自力更生決心
為了事先了解當地情況，年僅16歲的倪新華作

為5個代表之一，先行來贛體驗約一星期。他回憶，
當時，晚上睡在老表（江西人別稱）家裏搭的地
鋪，夜裏能聽到老虎叫、野狼嚎。老表們主食是紅
薯煮稀飯，就連難得吃一次乾飯，也是糙米煮的。
下飯菜是辣椒、醃鹽菜、霉豆腐、青菜、蘿蔔等。
代表們返滬後，向正在接受培訓的青年們匯報了考
察情況。

「為此，大家經常吃辣椒、蘿蔔乾，以提前適
應當地生活習慣，也都了解到江西老表中很多人長

瘌痢頭，沿湖地區的老百姓因血吸蟲
傳染得大肚子病等。條件

艱苦，父

母眼淚，仍不能阻擋大家的青春和激情，大家要減
輕城市糧食和就業包袱，自力更生。許多人怕組織
不批准，就寫血書申請給陳毅（時任上海市長）表
決心。」 倪新華強調，大家來江西墾荒，完全出於
自願，沒有強制性，而且安置工作做得很周到。每
人每月發生活補貼費8元，當年一斤肉6毛4分錢，做
的工分自己得，醫療全報銷，並報銷每三年回上海
一次的路費。 「為了讓大家在江西成家立業，墾荒
隊員男女人數各一半，我們的戶口都遷過來了。」

由於工作交接，倪新華作為第二批墾荒隊員來
贛。他說，之後遇到的難題遠超大家想像。他們沒
有房子住，就上山砍竹子，再用泥巴、石灰、茅草
頂搭建茅草棚，一起睡在茅草棚裏的大通鋪。夜幕
降臨，他們甚至需要點起篝火，以驅趕野獸。

更令人崩潰的是，隊員們之中的絕大多數是初
到農村，不辨菽麥。他們每天勞作10多個小時，鋤
頭很重，女隊員扛也扛不動，白嫩的手上起了好多
水泡，然後就磨成了繭。水田裏面的螞蟥，有好幾
厘米長，吸盤吸在人腿上，一下子就能吸好多血，
經常將女隊員嚇得哇哇叫，還有的直接大哭。

墾荒隊人均開墾1畝荒地
據統計，1955-1956年，上海青年志願墾荒隊

共計1700多人來到江西墾荒。經過一年奮鬥，墾荒
隊共開墾1700畝荒地，加上當地送的8000多畝荒

田，共生產180萬斤糧食以及眾多農副產品。
儘管條件艱苦，大家給家裏回信卻無非都是

說， 「在江西一切安好，勿掛念。」 幹完農活後，
大家開篝火晚會，拉友攜伴唱歌，跳交誼舞，歡聲
笑語沖淡了不少苦悶，紓緩了從大都市到不毛之地
的巨大心理落差。倪新華則喜歡打乒乓球和籃球，
曾奪得九江市郵政系統乒乓球賽單打冠軍。

後來，有知青回到上海，也有許多墾荒隊員選
擇堅守，兌現當年扎根墾荒、一榔頭打到底、開花
結果的承諾。倪新華說： 「上世紀90年代，政府給
老墾每家一個回上海的指標。我家四個子女，沒一
個願意回去。我們子孫三代在江西已有20多人了，

現在我們每三四年回上海探親一次。」 伴隨隊員們
相繼返滬、逐漸凋零，他現在很少說上海話了，但
是每逢見到隊員，上海話總會脫口而出。他總會想
起逝去的青春，尤其是懷念已長眠在共青的隊員，
幾位因墾荒時感染血吸蟲病而逝世；還有的在1958
年因糧食緊張，吃過多白果而喪命。

作為過來人，倪老告誡年輕人不要迷戀大城
市。 「大學生要積極響應祖國號召，祖國需要我們
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要明白青春是用來奮鬥
的，奮鬥的青春最美麗，這樣的口號在任何時代都
不會過時。只有把個人理想融入社會理想，才
會實現更大的人生價值。」

2024年

范長江行動
香港傳媒學子江西行

之9

▲採訪團成員在看小人書，體驗老一代人的娛樂。
大公報實習記者張惟一攝

▲ 「2024范長江行動——香港傳媒學子江西行」 採訪團部分成員在
共青墾荒文化體驗園合影。 大公報記者黃慧攝

◀採訪團對話上世紀50年代上海青年志願墾荒隊隊員倪新華（右
一）。 大公報實習記者姚淑敏攝

▲採訪團成員登上小型飛機，演繹港劇
《衝上雲霄》。 大公報實習記者馬見穎攝

▲採訪團成員跟隨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西河戲傳人學習耍花槍。

大公報實習記者李博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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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團成員坐拖拉機，體驗老一代人的青春歲
月。 大公報實習記者張豪軒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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