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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60年杰出青年成长故事》用细腻的笔法、独特的视觉、生动地再现了杰出青年的成长足
迹，全面揭示了他们走向成功的心路历程，是一本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思想性和可读性兼具的励志
图书。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一代代有志青年以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坚定信念，以奋发图强、顽强拼搏
的英勇斗志，展示了中国青年的奋斗历程和青春无价的熠熠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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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梁军把拖拉机开上人民币　　她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她是新中国第三套人民币壹元面值
上女拖拉机手的原型，她是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位走上《人民画报》封面的人物，她的故事曾鼓舞着一
代青年向农业的现代化进军。
　　像前苏联英雄帕莎·安格林娜那样当一名新中国的女拖拉机手成为梁军心中的梦想　　梁军出生
在黑龙江省明水县一个贫苦的家庭，两岁时父亲去世。
母亲改嫁8年后，继父也过世了。
母亲拉扯着4个孩子，生活很艰难。
　　艰难的环境磨炼了梁军敢闯敢干、不怕吃苦的性格，织布、担水、洗衣、做饭，样样都拿得起来
，她还常常外出打零工挣点儿钱贴补家用。
苦孩子在吃苦中成长，在吃苦中成熟。
小时候的梁军爱劳动，但她更爱读书，然而贫穷使她初小未毕业便停止了学业。
为了生活，她在地主家干活儿，收拾菜园、薅草、补麻袋什么都干。
　　小时候的梁军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那就是要做大事。
东北解放后，她也从被压迫中解放出来。
当时她就反复思考着要开辟一种新的生活。
　　1947年3月，黑龙江省在德都县（今五大连池市）创办了一所乡村师范学校——德都萌芽乡村师范
学校。
德都萌芽乡村师范学校是一所劳动与学习紧密结合的半耕半读的新型学校，师生的衣食住行需自给自
足。
17岁的梁军感到这是她开辟新生活的一个极好的机会，于是她打点行装来到了这所师范学校，开始了
新的生活。
　　在这所半耕半读的学校里，她不但学到了科学文化知识，也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在校长和教员
的教导下，她逐渐了解共产党是怎样的一个党，自己应该怎样努力，才能争取未来光明的前景。
也正是在这里她走上了与农机结缘一生的道路。
　　在德都萌芽乡村师范学校梁军的劳动特长得以施展，她毛遂自荐下厨做饭，虽然当时的条件很艰
苦，没有多少食物，但她做出的饭菜大家都说非常可口。
随后解放区开展了学习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她积极投身其中，同学们还选她到德都县的上一级地区北
安市去织布，给大家做棉衣。
　　学校建校之初由于缺乏师资，学生主要是靠自学。
但学校很重视学生的文化学习，学校规定：农忙时劳动，农闲时学习；好天气劳动，坏天气学习；白
天劳动，早、晚学习。
梁军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很刻苦。
　　在学校梁军第一次看了电影，那是一部名为《巾帼英雄》的苏联电影。
《巾帼英雄》描写女主人公在和平时期开着拖拉机在田野上耕耘，战争时期开着坦克与德国法西斯战
斗的英雄事迹。
这位女英雄的原型人物，就是苏联第一位女拖拉机手、第一支女子拖拉机队队长帕莎·安格林娜。
她曾两次获得苏联“劳动英雄”称号，多次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是苏联家喻户晓的英雄。
　　帕莎·安格林娜的事迹深深感动了梁军。
当晚，她激动地写了一篇“向英雄帕莎·安格林娜学习”的日记。
一个新的希望在她心里燃烧着：“我能不能和帕莎一样学会开拖拉机呢？
”　　自此，像帕莎·安格林娜那样当一名新中国的女拖拉机手成为梁军心中的梦想。
　　新中国第一个拖拉机培训班70多名学员中唯一的女性。
女子拖拉机队在北大荒的原野上驰骋　　北大荒是个神话，是人类拓荒史上的神话，这个神话是在共
产党的领导下变成了现实。
　　机会总是光顾那些有想法、有准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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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春天，一个让梁军兴奋不已的消息从冰天雪地的黑龙江省委所在地传来：为实施恢复经济
的战略，中央决定从苏联进口拖拉机（那时我们国家还不能生产自己的拖拉机——编者注），开垦北
大荒，并在北安开办拖拉机手训练班，在黑龙江全省招募学员。
　　学校组建了萌芽农场，准备派学员去北安参加拖拉机训练班学习，梁军决不放过这个机会，第一
个报了名，并终获批准。
　　她报到时，才知道培训班70多名学员中她是唯一的女性。
老师问她：“来干啥的？
”“来学开拖拉机的。
”梁军感到奇怪，不学开拖拉机到这里干啥。
老师关心地说：“回去吧，你不能开这个，太脏了。
这都是男的干的。
”　　“女的咋就不能干，我偏要干，还要干好给你们看看。
”梁军态度很坚决。
　　校长很支持她，她也就留了下来。
整个学习过程中，校长还不断地鼓励她。
她自己也很努力。
每次老师讲课时，她都专心致志地听，不懂就问。
　　两个月的学习时间里，梁军不仅掌握了拖拉机原理、各部件性能，还学会了熟练驾驶和维修。
1948年5月，梁军和她的同学驾驶着3台苏式“纳齐”拖拉机回到学校，欢迎的同学一下子把她抬了起
来⋯⋯老百姓也争先恐后地跑来看热闹，他们见女人开拖拉机很是新鲜！
　　学校选择了一块离城30多里路的荒山野岭，进行开垦。
当梁军第一次驾驶“铁牛”跑起来时，激动地大喊起来：“我也能像苏联女英雄那样开拖拉机为祖国
建设做贡献啦！
”18岁的她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
　　夏锄时，她和男同学并肩战斗，白天黑夜开动机械，只在下午睡四五个钟头。
她爱机器如爱自己的生命。
有一天深夜突然狂风大作，大雨倾盆，她想起还在机器上装着的磁石发电机，怕雨淋了机器，第二天
不好发动，就冒着大雨，把发电机拆了回来。
为了普及拖拉机的技术，她和其他男同学一样带徒弟。
　　无论是在烈日炎炎的盛夏，还是寒风刺骨的严冬，她很少离开过心爱的拖拉机。
那台拖拉机是开发祖国边疆的武器，又是讲课时不可缺少的实物教具。
如果说她和她的队员们珍爱汽油像珍爱自己的血浆，那么她们爱护拖拉机就像爱护自己的生命！
1949年春天，她开的拖拉机在开垦德都县三道岗处女地时，丢掉了一个螺丝钉。
她和队员们便一字儿排开，蹲在地上一点点向前挪动着寻找。
　　1949年9月，梁军出席了黑龙江省青年团代表大会，还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当许多代表称赞她时，她谦逊地说：“我只是你们当中的一个，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让我们共同为美好的未来，有一分光发一分热吧。
”　　1950年3月，德都萌芽乡村师范学校举办了第一期拖拉机驾驶员学习班。
受梁军的影响，又有11名女同学参加了学习班。
学习班结束后的6月3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女子拖拉机队成立大会。
梁军就任新中国第一支女子拖拉机队队长。
　　这时的梁军已经逐步成熟起来，由一个单纯的女孩子，成长为一名女战士。
她领导着女子拖拉机队，继续着艰苦的垦荒生活。
在北大荒她们吃的是水煮土豆，睡的是地窨子，饮水来自荒地水沟。
地里蚊子又多又大，还很“毒”，脸上经常被叮肿了，夜间作业还时常遇到野狼。
尽管如此，为了实现拓荒种粮的梦想，梁军和其他垦荒队员昼夜连续作业，歇人不歇“马”，每人每
天工作12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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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荒是技术活儿，培训班只讲了驾驶技术而没讲开荒技术，梁军和伙伴们就自己琢磨，为了提高
效率，不走空车，她们还琢磨出了内翻法、外翻法和套翻法。
　　机械常出故障，没有机械师，她们就自己摸索着修理。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实践的增加，梁军不仅成了优秀的驾驶员，而且成了出色的修理师。
在北大荒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两年的时间，梁军和伙伴们为国家开垦出1500垧荒地。
　　曾有记者问梁军那样的生活苦不苦？
梁军说：“在旧社会，什么苦没吃过，能够开上拖拉机，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我们是以苦为乐，以苦为荣。
”　　梁军和女子拖拉机队还曾带着机车来到了查哈阳农场，与10万转业官兵一起参加北大荒的开发
建设。
　　有人问梁军：“你最感到愉快、幸福和光荣的事情是什么呢？
”她撩撩头发，回答说：“我最感到愉快的是开拖拉机，当我们坐在拖拉机上，把北大荒开垦成一望
无边的熟地，长出绿油油的庄稼，打下黄乎乎的稻子，吃着自己亲手种的粮食，那是最幸福了。
我们学校有一条标语：'自己劳动自己吃，不用百姓的一粒米，才是光荣的。
'”　　那一年梁军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参加了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苏联参观、访问。
莫斯科、斯大林格勒这些城市，都留下了她幸福的足迹。
　　1950年9月26日，萌芽学校推荐梁军为出席全国第一届工农兵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的代表。
她到北京后，把拖拉机队开荒生产的情况和为建设新中国的雄心写成决心书，一起寄给党中央和毛主
席。
在大会上，梁军作为农业战线的代表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
梁军这次到北京开会，还带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让毛主席给“萌芽学校”题写校名，当她见到毛
主席那一刻竟激动得全给忘了。
这样，她当晚连夜写信，汇报了学校的发展与现状，并请求毛主席题写校名，她托当时全国总工会主
席李立三转交，第二天，李立三就把毛主席题写的“萌芽学校”4个大字用信封装好拿来了。
　　不久，《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的事迹传遍全国。
　　1951年，梁军被保送到北京农业机械专科学校学习。
1952年，这所学校并入了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她通过考试升入农业机械系，成为新中国早期的大学
生。
　　上了大学，梁军发现自己的知识底子薄弱，除了实践过的并且烂熟于胸的机械构造，其他的如机
械原理，以及耕作学中涉及的化学知识等，学起来都很困难。
于是她拿出了垦荒的劲头儿，硬是啃下了这些硬骨头。
毕业后，她被分配到省农机研究所工作。
　　在事业征程中梁军出版过专业著作，完成了马铃薯种植机等几十项研究课题，多次获省、市级科
技奖；完善了市农机系统的机构与制度，培养了一大批农机人才，领着大家伙在一片荒地上建起了农
机公司、农机研究所、农机学校、农机修配厂。
她先后担任过黑龙江省农机研究所副主任、哈尔滨市香坊区农机局副局长、市农机局副处长等职。
1990年，梁军从哈尔滨市农机局总工程师的岗位上离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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