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届九旬的杨婆婆是市区迎宾路某城
中村人。她是从信宜嫁过来的。

我是因陪母亲散步而认识她的。她每
天早上拄着一把断了柄的长伞出门走动，
见到我们就会过来搭话。原来她与我母亲
已经认识多年。杨婆婆非常健谈，说她当
年经常挑着一百斤的担子到羊角镇上交公
粮，又说她十七岁那年从家乡信宜步行七
天到徐闻种橡胶，许多人走得脚肿脚痛十
分难受，她却没事一般。杨婆婆没什么文

化，也记不清她是哪一年到徐闻的了，更不
知道她种橡胶所在的农场叫什么名字，只
记得一个0106场第三分场的番号，但她能
把当年在徐闻工作生活的许多细节说出
来。恰好我这段时间在搜集农垦历史资
料，了解了一些关于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国
发展橡胶事业的情况，在此把她的个人经
历放在国家战略的宏大叙事中，还原一段
波澜壮阔又令人唏嘘的、几乎被人遗忘的
历史。

大历史中的小人物

1950年5月，海南岛刚解放，华南的局
势依旧严峻，特别是广西的匪患还十分严
重。当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西方世界对
华封锁越发严厉。橡胶作为一种重要的战
略物资，当时不仅国内需求几乎全靠进口，
连苏联老大哥以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要
靠进口。面对封锁，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
从1950年就开始商议在华南地区合作发展
橡胶生产。虽然两国的《关于橡胶技术合
作协定》直到 1952 年 9 月才由周恩来总理
和苏联外长共同签署，但是国内的行动在
这之前就开始了。这是一个由顶层设计的
战略决策，1951 年 11 月，华南垦殖局在广
州成立，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
英兼任局长，主要任务就是发展新中国的
橡胶事业。1952 年 3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
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调集解放军两万人，
组建特种林业工程部队，作为橡胶垦殖的
骨干力量。因此，以海南琼崖纵队的大部
组成林业工程一师，以广东、江西、湖南的
部分驻军组成林业工程二师，抽调广西驻
军的一部组成林业工程独立团，分别加入
华南垦殖局海南分局、高雷分局和广西分
局，开赴荒山野岭。这支部队的官兵当时
是穿着军装，带着武器投身垦荒种胶的战
斗。当然，面对垦荒种胶几百万亩的重大
任务，两师一团的兵力远远不能满足需
要，所以，从1951年到次年，广东、广西、海
南等地方政府征召了几十万民工，支援橡
胶生产。

杨婆婆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响应政府
号召，欣然报名应征。经过严格的体检，她
加入了民工的队列，随队伍徒步向徐闻进
发。七天的路程，每天步行约三十公里，这
个行军强度对民工来说还是非常大的。好
在大家都是年轻人，一路上有说有笑，虽然
脚底磨出了血泡，腿脚又酸又疼，但是大家
士气高昂。到了徐闻，她那一队人编入
0106场第三分场。当时的垦殖事业还是一
个相当保密的任务，各单位只用番号而没
有地名显示，所以到今天杨婆婆也说不清
当年的农场在哪里，只记得当时她所在的
中队开进一大片原始森林，每天出大力、流
大汗，见树砍树，见草除草，誓要在荒野中
开垦出橡胶园。

满怀豪情战天斗地的杨婆婆们

2005 年，广东省农垦总局组织创作了
长篇纪实报告文学《突破北纬17度》，全景
式回顾广东农垦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
巧合的是，这本书里竟然有信宜一中队的
描述：“高雷垦殖分局征调的民工，都以中
队为单位分派到农场。派往徐闻0106农场
的信宜一中队有150多人，他们全部是土生
土长的信宜县农民……走了将近200公里，
在徐闻县城吃了餐饱饭睡了顿好觉，第二
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又集合出发。垦殖所
领导向他们交代任务：你们是0106场第一
批职工，任务是开垦农场的中心垦点……
徐闻垦殖所派来两位林二师的战士领路，
荷枪实弹，着装整齐，打着绑脚。150多名
男女民工，每人随身多了一柄开山锄，一把

砍刀。”
根据杨婆婆的回忆，当年的开垦场面

非常壮观，炮声震天，机声隆隆，好像打仗
一样。他们对小树、藤蔓、杂草是用砍刀、
锄头对付，至于高大树木，或用机器锯，或
用炸药炸，还有推土机推，清理出来的木材
堆积如山，很久才被全部运走。也许有人
怀疑当时哪来的那么多的机械装备，殊不
知那时的苏联老大哥为了橡胶也是不惜
血本。据《海南农垦发展史》记载，应华南
垦殖局的强烈要求，到 1952 年底，苏联向
华南垦殖局“提供了 8 批 369 台重型机械，
还有100辆卡车、10台工程车、40台油罐车
以及各种预备零件，还派出了一批机务专
家……”

虽然劳作辛苦，可是满怀豪情战天斗
地的杨婆婆们乐在其中。首先是中队食
堂里大锅饭菜供应充足，还有许多剩菜剩
饭用来养猪。每到周末食堂就杀一头大
肥猪，可以大碗吃肉，还有树林里的野兽
时不时也成为大家的盘中餐。杨婆婆当
时每月工资 32 元，只需要交 8 元伙食费，
余下的钱她大部分寄回家里，这令母亲非
常高兴。

除了吃饭管饱，集体生活也令杨婆婆
感到心情舒畅。工余时间，大家一起唱歌
娱乐，学习文化。杨婆婆生性活泼好学，能
歌善舞，成了文娱活动积极分子。为此，中
队领导还有意作媒撮合她与中队通信员的
姻缘。可惜世事变化太快，这段缘分还没
来得及展开就结束了。

（未完待续）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朝鲜半岛激战正酣，在华南的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一场数十万人参与的大会战也拉开大幕。由150多

名信宜农民组成的“信宜一中队”徒步七天到徐闻参战，书写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杨婆婆种橡胶，一段尘封的往事（上）
一平

临近年终，笔者常有机会回乡参加
婚嫁、进宅喜宴。听到不少老人感叹：现
在农村人建新屋、结婚的费用，年轻人都
以“啃老”为主，且心安理得，真的好无
奈，好寒心。

说起“啃老族”，许多人脑海中会浮
现出早年的网络流行词，然而作为一项
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啃老现象并未随
着经济发展而消失，反而呈现出许多新
变化。媒体日前调查发现，在部分农村
地区，不少中青年人都出现啃老现象。
有的在外工作数年，仍需家里老人贴补；
有的为了结婚成家，婚前婚后都让老人

“大力支持”；有的婚后子女管不了，还要
靠老人给抚养费。农村老人从不肯乱花
一分钱，而有些年轻人则花钱大手大脚，
打肿脸充胖子。

啃老的危害性是多方面的。对于父
母而言，子女啃老加重了经济负担、使老
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对于子女
而言，也会滋生依赖心理，不利于其成家
立业、自食其力；对于社会而言，啃老之
风不利于年轻人发展，影响劳动力再生
产和社会和谐。

追溯“啃老”的历史，传统定义中的
啃老群体以城市青年为主。近年中国老
龄科学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城市青年
约有30%以上完全以啃老为生计，65%的
城市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啃老现象。
2011年有研究指出，近年来，由于经济环
境影响，农业户籍青年的啃老现象正发

生根本性变化，且愈演愈烈。
笔者通过观察身边的亲朋情况觉

得，单从典型案例来看，有人是进城打工
后仍需父母贴补；有人是为了购置城市
房产、偿还房贷而“被迫啃老”……不难
看出，许多农村啃老问题其实是农村青
年“市民化”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

与此同时，有关啃老也出现了新的
争议。比如，网友们调侃“有出息的青年
在城里奋斗买一套房子，没出息在家里
躺平添一双筷子”。不难发现，有部分父
母为子女的未来着想，竟然是“纵容啃
老”。比如，有的年轻人乐于做“全职子
女”，也有父母的希望孩子“别走太远，留
在自己身边”，这种爱与补偿的交换，是
否归入啃老的范畴？再比如，继承与啃
老之间又该划出怎样的边界？

客观地说，无论是子女啃老还是父
母帮助，都是家庭内部代际交换的模
式，意在帮助后代适应社会，实现家庭
利益最大化。但是，社会上多数人更愿
意将啃老视作奋斗的对立面，认为应该
提倡奋斗，遵循孝道，激励青年自食其
力。

笔者认为，要从源头解决啃老难题，
需要青年与社会双向发力。首先，要大
力支持职业教育发展，深化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改革，让青年学一技之长，一种本
领，为青年打开就业新天地。

其次，要消除农村啃老现象，应综合
施治，既要为广大中青年农民的就近市

民化提供更多保障，也要降低婚姻综合
成本，减轻其负担，还要推动崇德向善的
乡风建设，在思想上使其扎牢自立自强
的正确认识。

要扭转农村不良风气，恢复家庭传
统功能。农村啃老与社会风气密不可
分。针对一些农村攀比之风、消费主义
抬头，部分专家学者建议，结合各地实际
探索有效举措，发挥乡风文明软约束、粘
合剂作用，通过正向激励，引导村民崇德
向善，改善乡村风气。

要加快城乡融合发展，为农民进城
提供更多保障。随着生活地点和生活方
式的变化，一些想要进城的农村居民承
担着较重的生活压力。不可否认，进城
农民大多经济基础较弱，收入相对不稳
定，应在保障性住房、教育等方面为其提
供更多保障，共享城市发展成果，降低农
村啃老发生概率。

再次，要持续引导降低农村婚姻综
合成本。当前，婚姻开支逐渐成为农村
家庭最大开支，也是农村啃老的“重灾
区”。笔者建议，以整治高价彩礼为起
点，有关职能部门、镇（乡）、村委等在住
房、购车等婚姻条件上加强引导，不断降
低农村婚姻综合成本，为农村家庭减负，
让更多年轻人看到奋斗的希望，减少滋
生啃老的土壤。

期待有更多的青年能够感恩父母付
出，通过努力奋斗，勤劳致富，经营好自
己的幸福家庭。

“农村啃老”现象值得重视
王如晓（市区）

“先用后付”
图/文 刘志永 童戈

“一觉醒来我爷爷用先用后付买
了 54 样东西”“我也被默认强制开通
了”……据报道，今年“双十一”，一些
平台推出的“先用后付”新“玩法”遭到
消费者吐槽，引发关注。很多消费者
反映，自己默认的付款方式莫名变成
了“先用后付”，不用输密码、刷脸或刷
指纹就直接下单了。（新闻来源：红星
新闻）

“先用后付”作为一种新兴支付模
式，简化了购物流程，表面看为消费者

购物提供了更好的灵活性和便利性。
然而看似便捷的功能背后却隐藏着诸
多问题和隐忧，主要集中表现在强制
默认开通、功能难关闭甚至支付价格
被随意修改等。这违背了市场交易的
自愿原则，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
自主选择权，让消费者一不小心就可
能被“割韭菜”。期待相关部门加强监
管，让“先用后付”真正方便消费者，而
不是代替消费者思考并做决定，营造
一个公平、透明、安全的购物环境。

 














































据茂名日报报道，为进一步推进“百
千万工程”在树仔开花结果，电白区树仔
镇党委、镇政府统筹协调各方帮扶力量
全方位推进乡村振兴帮扶工作。驻树仔
镇帮扶工作队诚邀广东省农业科学院郑
锦荣教授等专家到树仔镇开展农业专题
调研及产业技术指导。

帮扶工作队及省农科院专家团队与
平岚村“两委”干部一起，先后到平岚村

“珠海红”圣女果种植基地和百益园“千
禧果”、百香果种植基地实地调研指
导。现场，帮扶工作队及专家团队与农
户深入交流，充分了解种植产业发展情
况，细心询问圣女果、百香果在种植过
程遇到的难题及科技需求，针对当地的
土壤条件和气候特点在育肥选种、嫁接

植保、病虫害防治等方面进行技术指
导。

这一做法值得推广。现代农业要得
到发展，“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耕作
模式已不适合。人才与科技已经成为两
大翅膀，借助科技才能使现代农业迈上
更高层次。“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是实现
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人才下沉意味着将更多的专业人
才、技术和管理经验输送到农村地区，这
些人才能够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提升
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也为乡村的文化、
教育、医疗等领域注入新的活力。专家
的到来，不仅能够解决当地实际问题，
还能通过言传身教，提升当地农民的知
识和技能水平，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

循环。
科技下乡可以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引

入农村地区，助力农业现代化发展。随
着科技的进步，智能化的农业设备和信
息化的管理手段已经成为提升农业生产
效率的关键，通过引入智能灌溉系统、精
准施肥技术、无人机监测等现代农业科
技，不仅可以显著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
质量，还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农民
收入。

可以说，“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是扎
扎实实的科技兴农措施。在农业提质增
效，农民增产增收，提升产业发展，缩小
城乡差别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为乡村
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做了一道加
法题。

科技下乡赋能乡村发展
吴征远（高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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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与大历史

又是一年“订报季”。笔者真诚地向各
位家长提一个建议：给孩子订阅一份党报。

《茂名日报》《茂名晚报》是青少年了解
茂名社会发展的最便捷的窗口之一，是青少
年增长社会知识的重要途径。在茂名生长、
生活、学习的所有青少年朋友，都与茂名血
脉相连。阅读《茂名日报》《茂名晚报》可以
使他们更关心、更关注自己生活的家园，更
好更快地融入茂名，融入社会，为茂名的发
展与腾飞发光发热，添砖加瓦。

如果你家有儿女，阅读党报不但能减
少他们的上网、玩手机时间，还能起到启
迪净化心灵、培养健康生活方式的作用，
对其生活、学习大有裨益。每个人都需要
认识世界，孩子就更需要了。而报纸无疑

是孩子认识世界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孩
子可以从中了解新闻及各类有趣的知识，
了解我们生活的城市正在发生着什么，了
解一切他想知道的有益事物。通过阅读党
报，孩子还可以了解到国家在经济、政
治、文化、生态、民生、教育等领域所取
得的辉煌成就，激发他们对祖国对家乡的
热爱之情。

《茂名日报》《茂名晚报》作为地方党报，
用语规范，新闻准确及时，观点权威主流，不
但为青少年提供了规范的语文读本，同时也
为青少年理解社会现象，解释人生困惑，提
供了重要的价值参考。党报在帮助青少年
走出虚拟的网络世界，丰富精神生活方面，
可以发挥更积极主动的作用。

阅读报纸对青少年成长
大有益处

梁栩（信宜）

百千万工程·茂名观察

“战天斗地，为国种胶。”这是垦殖战士的口号，也是自觉行动。图为当年的垦荒场景。（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