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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学校在东北大地兴办克山农

场，至今已 55 周年。在很多中青年人的记

忆里似乎都没有印象了，不少参加这项工

作的老同志也已先后离世。现在回过头来

看，这是在 60 年代初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

期，蒋南翔校长和清华党委为响应号召渡

过难关，提高全校师生员工的健康水平，

所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取得了卓有成效

的丰硕成果；这也是学校教职工，特别是

后勤战线的职工发扬清华的优良传统，顾

全大局，服务师生员工，谱写的一曲战天

斗地、夺取胜利的凯歌，给后人留下了宝

贵的精神财富。

英明决策  领导重托

1961 年经济困难时期，由于粮食限量、

营养不良，很多师生得了浮肿病。为改善

学校师生员工的生活状况，时任清华大学

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主管后勤工作的高

沂同志提出一个大胆的创意：到东北土地

资源多的地方去建农场，垦荒种地，生产

粮食，得到蒋南翔校长和清华党委的一致

赞同。

高沂同志曾任东北人民政府民政部处

长，熟悉东北的情况。1961 年 9、10 月间，

高沂同志带后勤行政处副处长裴全先到东

北去考察调研，判断可行性如何。到了哈

尔滨，先见到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王操

犁部长（高沂同志的老战友），受到热情

接待。黑龙江省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李

剑白亲自到宾馆看望高沂同志，对清华大

学到东北来垦荒种地表示支持，说黑龙江

土地资源很多，你们来开发可以，生产的

粮食你们都可以带回去。事后又请示了省

委书记欧阳钦表示同意。他们建议可以到

齐齐哈尔市附近找一块地。到了齐齐哈尔，

农业局副局长带着去选地。最后选择了齐

齐哈尔市东部、大庆北部、距克山县不到

30 公里的河北公社新启大队。这里是个半

丘陵地区，有很多大块平地撂荒地，曾是

一个产粮区（日伪时期北面曾是日本移民

的开拓团）。

在回学校的路上，裴全问高沂同志，

办农场由谁来带队，并自告奋勇表示，如

需要他可以来。

学校对自力更生、垦荒种地十分重视，

由高沂同志亲自指挥。回校后不久，高沂

同志就找裴全，说学校确定了要办克山农

场，由你带队，现在就开始筹备。首先选

定领导班子，人员由你选，选到谁所在单

位必须放人；你们要什么设备学校都可以

提供；农场成员以工人为主，这不是劳动

锻炼，而是生产粮食。

经商议确定，定名清华大学克山农场，

由裴全担任场长兼党支部书记。靳荣斌（原

后勤农业生产科科长）为常务副场长分管

兴办克山农场始末
○裴　全　郑宗和　李万顷口述　钱锡康　冯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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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郑宗和（原建筑系行政秘书）

为副场长分管行政、生活后勤、财务；张

继先（原动农系行政秘书）任党支部副书

记做思想工作。为此高沂同志专门找了时

任建筑系、动农系总支书记刘小石、蒋企

英谈话，决定调郑宗和、张继先到农场工作。

此外，还调李万顷（原基建科科长，1963

年任农场副场长）为机耕队队长，穆刚（原

后勤农业生产科副科长）为农场副场长。

物资准备：从学校调了拖拉机、机床、

吉普车、卡车，从动农系借了一台 200 千

瓦发电机，另外购一套农业耕耙机械、播

种机、脱粒机等，供应科提供棉袄、棉裤、

棉大衣、皮帽子、棉皮鞋等。此外，还以

民兵师的名义带了 5 支步枪，一千发子弹，

以作安全保卫之用。

组织农场职工队伍：当时根据中央的

政策，学校大批复员军人回乡，但有一部

分因各种原因回不了农村的，从中挑选

四五十人支援到农场来。另选调一批技术

工人和管理人员，有老司机靳世卿、基建

科副科长潘志坚、八级钳工王德金、炊管

人员荣德利、采购薄德福、会计宓文杲和

左森林、医务人员赵毅和印兴盛等，还从

动农系抽调教师李以盛和刘元德负责农业

机械设备的改进、改造，还有李云岭师傅，

他是老坦克兵；从土木系施工教研组调来

了两名实验员陈卓初、施泽元，他们能驾

驶推土机、铲车，做拖拉机手。总计人员

94 人，其中党员 20 余人。

这是一支思想过硬、工种齐全、强有

力的干部职工队伍。

人员配齐后，就组织培训，请高沂同

志作动员。高沂同志讲了办农场的意义：

一是遇到了经济困难，毛主席号召全国大

办粮食，渡过暂时困难；二是生产东北大

豆改善师生员工的生活。你们是光荣走向

新的战场，为学校作贡献。他说，东北是

高寒地区，垦荒种地我们没有

经验，会有很大的困难。我们

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吃大

苦、耐大劳，战天斗地，出色

完成任务。我们人生地生，农

业技术不熟悉，必须依靠当地

农民，和他们搞好关系，一定

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高沂同志传达蒋校长下的军令

状：当年必须拿回学校 20 万斤

黄豆。高沂同志还宣布几件大

家关心的事，一是复员军人这

次就算你们回到农业第一线了。

大家非常高兴，解除了后顾之

忧，情绪稳定；二是考虑到经

济困难时期大家的体质下降，

2007 年高沂同志来校看望后勤、校办老同志时留影。后
排左起：李万顷、郑宗和、裴全、靳荣斌、钱锡康；中排左起：
汤纪敏、许学仁；前排左起：周玉田、高沂、解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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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垦荒是繁重的劳动，因而在农场吃饭可

以不定量，你们在学校的粮食定量仍然保

留，就留给家里。这一条震动最大，皆大

欢喜，干劲、信心倍增。对此，由清华给

粮食部写报告，申请向黑龙江省借 10 万斤

粮食（包括口粮、种子），来年收获后归还。

据裴全同志回忆：出发前，高沂同志

主持，请所有垦荒战士连同家属在一员工

食堂聚餐，为大家饯行。高沂同志特别关

照，所有队员都睡硬卧，为此包了两节硬

卧车箱。据郑宗和、李万顷回忆：临行前

蒋校长、党委副书记刘冰和高沂同志还在

甲所会见农场干部。蒋南翔同志语重心长

地说：“我们国家由于天灾人祸，遇到了

暂时困难，我们的教职工很多人浮肿，决

定派你们去东北办农场。困难是很多的，

要准备吃苦。人尽你们选，设备尽你们挑，

但一定要当年拿回大豆来，争取多少改善

一点师生员工的生活。”我们体会老校长

的心情，当即表示克服天大的困难，一定

完成任务！

战天斗地  龙口夺粮

1962 年 3 月 1 日， 先 遣 队 10 人 先 期

出发，3 月 12 日大队人马由裴全带队出征。

先遣队一到达，当地生产大队干部非

常热情支持，动员各家挤出房子给清华垦

荒队员住。他们还将新盖的学校教室作为

队部办公用，同时也解决一部分队员的住

宿。场部带了两顶大棉帐篷作伙房。吃饭

住宿问题在当地干部、老百姓的支持下很

快就解决了。大部队到达后，先给老百姓

做了一件好事，立刻安装发电机和架设照

明线路设备，给村里一百多户老百姓都装

上了电灯，老乡们高兴极了。这一下子就

拉近了和当地干部群众的距离，在以后的

选地、烧荒、播种等各个阶段，当地干部

群众都出了很多好主意，帮助垦荒种地。

大队干部带农场干部去选地。老百姓

说，不能要生荒地（指多年没有种过的地），

要是种生荒地，当年就想收获粮食根本不

可能，必须种撂荒地（指近期种过的地），

还指出哪类地不能要。最后在新启大队选

了四块地，定为一、二、三、四区。另跨

村在新中大队也要了一块地，定为五区。

合起来五千多亩。

垦荒准备第一件大事是烧荒。地里长

了一人高的草，为防火安全，必须先在地

的四周割草打出 18 米宽的隔火荒道，最后

要经县里验收，负责人在责任书上签字，

如果引发山火要负法律责任。防火道整整

打了一个月。烧荒是很惊险、很壮观的一

场大仗，全体人员都出动，手里拿着扑火

的工具，顶着风点火，人跟着火跑。开始

没有经验，人人脸上都熏得黑黑的。第一

天就遇到了大风，突然风向变了，火差点

进了树林，大家奋勇扑火抢救，没有一个

人畏惧。有的人晕倒了，有的人眉毛、帽

子都烧着了，脸上烫起一串大泡。后来几

块地有经验了，就都顺利完成了，受到县

防火指挥部的表彰。

进场初期，工作生活条件都是十分艰

苦的，3、4、5 月份，东北是零下 40 度，

天寒地冻，出乎人们的意料。出发第一站

火车到齐齐哈尔，第二天，坐卡车到克山，

就来了个下马威，车内零下 27 度，下半肢

都冻得麻木没有知觉了。晚上教室内也是

零下 20 多度，睡觉时都带着大棉帽，眼睫

毛都结着霜，被头因哈气都结了冰。白天

眼圈上都有冰凌疼得都睁不开眼，有的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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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手套时冻得连手上皮肤都撕下来了。烧

荒时，中午往地里送饭，热乎乎的高粱米、

玉米粥，端在碗里稍吃得慢一点就冻住了。

一度粮食供应不上，就和老百姓一样吃有

毒的黑麦面，有人吃了拉稀。没有蔬菜，

但规定不许买老百姓的菜，吃的是学校运

去的茄子干、腌黄瓜（第二年自己种出了

粮食、蔬菜，就改善了）。当地有狼，有

狍子。烧荒时为了改善队员生活，场部决

定从复员军人中选两个一级射手到北山打

狍子。狍子眼神不好，耳朵灵，跑一段就

会停下来，曾是一级射手的韩广米师傅一

枪打中了一头七八十斤重的大狍子。大家

找了个树棍给抬回来，饱饱地吃了一顿狍

子肉打卤面，为辛苦的全场战士助了力。

农场主要是种大豆，也种麦子以及土

豆、萝卜。

烧荒后就开始拖拉机翻地。到 4 月底，

土地表面仅有 2 厘米解冻时就开始播种，

为了追赶农时，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

到 6 月中五千多亩地必须全部播种完毕。

七八月间田间管理，至少锄地除草两遍、

蹚地一遍，任务十分繁重。此时天气很热，

大蚊子、小咬特别猖狂，咬得人瘙痒难忍，

没法干活，想了个办法，给每个职工买了

一条女同志用的纱巾包在头上，才咬牙坚

持劳动。

田间管理期间，抓紧时机自己盖房，

学校后勤又调去了三十多人前往支援。盖

房用的是捆起来的草，和上泥，叫“拉合辫”

作墙，到了冬天仍然是透风的，晚上室内

温度也只有零下 20 多度。共盖了五六幢，

七八百平米，还打了一眼井，建了一处夏

季露天洗澡场，形成完整的农场场区。

不到半年时间，农场建设颇有成效。

虽然条件艰苦，但队员们都干劲十足，目

标决心非常明确，艰苦奋斗，顽强拼搏，

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完成学校交给的任

务，当年拿回 20 万斤粮食。共产党员带头

冲锋陷阵，勇挑重担，全体干部都下地参

加劳动。大家齐心协力，终于迎来了九月

丰收的季节。

9 月开镰收割，开展竞赛，热火朝天。

收割、脱粒、装袋，一天劳动 12 小时，必

须抢在“十一”下雪之前把粮食全部从地

里运出来，不然大雪埋住豆枝，产量将要

损失 30%~50%。

从烧荒、开荒播种、田间管理到开镰

收割，时间紧任务重，整个过程都是在追

农时、赶季节，拼着命干，真可谓战天斗地，

龙口夺粮。

丰收喜悦  雪中送炭

全场职工喜迎丰收。最后结算，平均

亩产百斤，略高于当地老百姓的产量。这

在初次垦荒的条件下算是相当不错了。

第一年收粮 50 余万斤，交回年初借粮

10 万斤，留下来年的口粮和种子，实交回

学校黄豆 20 万斤之多，超额完成任务，干

部职工一片欢腾。负责押运粮食的职工不

辞辛苦，寒冬季节，在铁皮闷罐车里坚守

几天几夜，把 20 余万斤东北大豆运到学校。

1963 年 1 月 12 日，学校校务委员会

通过关于表扬克山农场的决定。全文如下：

为了响应党中央“全党全民大办农业”

的号召，为了适当改进我校师生员工的生

活条件，去年我校在黑龙江省克山县建立

了一所农场，先后有 168 位同志参加了建

场和生产工作。全场同志发扬了艰苦奋斗

的优良传统，经过八个多月的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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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了各种困难，垦种了 5000 多亩土地，

获得了粮食、蔬菜的丰收，为改善全校师

生员工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他

们在艰苦环境中集体劳动、集体生活，也

培养了集体主义思想；加强了组织性、纪

律性和群众观点；树立了艰苦奋斗、勇于

战胜困难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锻炼了

干部，增强了体质，并为今后农场的工作

奠定了工作基础。

为了表扬他们的成绩，特决定予以表

扬，以资鼓励。希望他们永远保持艰苦奋

斗的光荣传统，在今后的生产工作中，团

结一致，努力改善经营管理，厉行节约，

降低成本，逐步地开展多种经营，为提供

更多的农副产品，改进全校师生员工的生

活条件而奋斗。

3月在校工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上，

农场副场长李万顷作大会发言，全场掌声

雷动，经久不息。

第二年到 1963 年底，又运回 50 多万

斤粮食，其中黄豆 40 万斤。

以往当地流传的是：

北大荒，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

就是缺少大姑娘。

而 今 垦 荒 队 员 把 它 改

了：

北大荒，不荒凉，又有

兔子又有狼，真是一个大粮

仓。

两年先后拿回 20 万、

40 万共 60 万斤大豆，还有

牛羊猪肉一万多斤，这在当

时经济困难尚未恢复时期，

真是雪中送炭。

给学生、教工食堂大量

供应豆腐、豆浆；用黄豆榨油，给教授、

教职工供应黄豆和豆油；还磨成豆面，

1964、1965 年学生在京郊山区参加“四清”

时，后勤职工裴顺、赵玉明还背着炒豆面

到各工作队去送，以补充营养。

1964 年，根据北京市关于各单位在外

地办农场的规定，克山农场停办，全部人

员撤回学校，回到原单位。

克山农场历时短短两年，虽然条件艰

苦，但大家团结奋战，取得丰硕成果，参

加垦荒的干部职工对这段经历都很有感情。

2007 年高沂同志 95 岁高龄，专程来到学校，

看望他领导过的部门的干部。他对着当年

创办克山农场的几位主要领导骨干裴全、

郑宗和、靳荣斌、李万顷，一见面就说：“你

们是当年克山农场的功臣啊！”

克山农场为学校所做出的贡献，将永

载史册；克山农场那种不畏艰难、团结奋

斗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裴全，原副总务长；郑宗和，原修缮

校园管理处副处长；李万顷，原后勤工会

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