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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如今，退休已经9年的晚叔
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经常带着
老伴出去旅游，有时还自驾游。
前不久还去了一趟云南腾冲、保
山等地旅游。

晚叔说：“看到云南落后边
远地区的老百姓都已经过上幸
福的生活，更感觉到伟大祖国的
繁荣昌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手表、
收音机、自行车是每个家庭追求
的‘三大件’。”晚叔回忆，当年他
买回收音机后，经常拿到屋外大
声播放，四邻八舍围坐在一起
听；自行车买回来后不舍得骑，
挂在墙上看了20多天。

“当时觉得楼上楼下，电灯
电话就是天堂般的日子了，谁能
想到现在小轿车满地跑？”晚叔
语调铿锵地说，“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之所以能从这么一个落后
的国家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面
貌，根本原因就在于党的领导，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
战天斗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无
限创造力。随着人民生活水平
进一步提升，汽车等高档消费品
也走入寻常百姓家。”

晚叔深情地说，没有比较就
不知今天有多幸福，没有经历过
苦难就体会不到幸福有多么来
之不易。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大喜日子即将到来之际，我忍不
住从心底高呼：祖国万岁！

共和国同龄人李晚讲述亲身经历——

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幸福

□本报记者 康振华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
一群人，他们是新中国
的同龄人，生在新中国，
长在红旗下，也是共和
国的建设者，更是新中
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再到强起来的见证者。
高栏港区平沙镇连湾社
区的李晚就是其中之
一，他讲述亲身经历，让
我们感受到祖国辉煌成
就的来之不易，更激励
我们奋发图强，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奋斗。

虽然年已七旬，但身板
硬朗，声若洪钟，一副南方人
少见的1.8米的大高个，让
李晚显得非常魁梧，看起来
也就50来岁的样子。社区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李晚在
社区德高望重，大家都亲切
地叫他“晚叔”。

“我觉得，这70年，我们
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幸福，
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比得

上。”共和国同龄人李晚说起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变化，
满含深情，感慨万千。

“我们家祖籍江门新会，
1938年，江门沦陷后，日本侵
略者的铁蹄很快就踏到我的
家乡。”晚叔说，“因为经常要
到处躲避日军的扫荡，父老
乡亲们根本就无法从事正常
的农业生产。母亲告诉我，
她曾经整整一年没有吃过一
餐米饭，全靠野菜等充饥。”

“为了躲避战乱，父亲带
着全家迁移到当时十分偏僻
的海边村连湾村，靠打渔种地
为生，这样全家才活下来。”

“以前我们这里没有路、
没有电，没有好的生产工具，
劳作几乎全靠双手。”晚叔
说，当时平沙是一片大海，省
里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成
立了国营平沙农场，开始了
围海造地大围垦。

“1956 年，年仅 7 岁的

我听说平沙那边新引进了苏
联产的‘德特-54’型履带式
拖拉机，十分好奇。于是，就
和几个小伙伴，穿过芦苇丛，
游水过河、跋涉到平沙去看
这个庞然大物，途中还要经
过几条宽阔的河沟，我们就
把衣服一脱顶在头上游泳过
去。”晚叔说，“看到我国第一
代拖拉机手的飒爽英姿，那
时我就想，长大后我也要当
一名拖拉机手。”

由于勤劳肯干、不怕辛
劳，晚叔深受大家喜爱。一
年后，场领导对晚叔说，现在
有拿笔杆子（搞宣传）、打算
盘（当会计）、掌方向盘（拖拉
机手）等岗位任你挑，你喜欢
哪个？从小就喜欢拖拉机的
晚叔，毫不犹豫地选了去机
耕队当学徒。当时分场有两

台拖拉机，每台配备5个人。
“我认真向师傅学习农

机技术，一年后我就出师当
拖拉机手了。而通常要两年
才可出师。”

当时农场提出拖拉机一
万小时不大修、一年完成3
万亩耕地的机耕目标，晚叔
认真钻研技术，对拖拉机进

行技术改造，让它更适合南
方的气候和土壤。每年夏收
时要确保按时颗粒归仓，任
务非常繁重，晚叔和其他拖
拉机手连夜奋战，创造了一
个晚上收割 100 多亩的纪
录，内心也充满劳动最光荣
的荣耀感。

技术过硬的晚叔以及同

事还常常被派往海南、粤北、
湖南等地支援农机作业。我
国拖拉机生产厂家研发的新
型设备，也常安装到晚叔的
拖拉机上检验效果。

几年后，成绩突出的晚
叔就被提拔为车长，10年后
又被提拔为机耕队队长，并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6年，晚叔被提拔为连湾
分场场长。1994年，调任海城公
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当时由于糖价跳水，甘蔗
收购价也大降，大家种甘蔗的积
极性受挫，产量急剧下滑。”晚叔
告诉记者，“当时公司11000多
亩土地，甘蔗产量还不到4万吨，
但国家还需要用糖，上级领导对
我说，尽快提高甘蔗产量就看你
的了。”

晚叔跟同事一起，从改良土
壤入手，深翻土地，通过毛沟移
位（把原来种甘蔗的地方挖成
沟，原来为沟的地方种甘蔗）、把
甘蔗叶打碎回填增加土壤肥力
等方法，很快提高了甘蔗产量，
总产量上升到8万多吨，翻了一
倍多。

几年后，农场改制，晚叔又
被任命为连湾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办事公道、在群众
中很有威信的晚叔把社区各项
工作抓得井井有条……

改变种植方法
促甘蔗丰收

天翻地覆慨而慷

共和国的同龄人李晚。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成为光荣的拖拉机手

小学毕业后，成绩颇好
的晚叔考上了三灶中学，那
时要翻山步行到南水，再坐
一个晚上的船才能到三灶。

初二时，晚叔转学到刚
成立的平沙中学就读。“学校
刚成立，一边上课一边建
校。我们当时上午上课，下
午就去修建操场、篮球场
等。”

1966年，晚叔参加农场
劳动，到东风分场参加大围

垦。
“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烧

的岁月！”回忆起当时热火朝
天的劳动场景，晚叔依然激
动不已。

“每天天刚蒙蒙亮，我们
就起床去挖泥挑泥，由于没
有机械，全靠手工，劳动十分
繁重。”晚叔说，“但是没有人
喊一声苦一声累。当时大家
都觉得劳动最光荣，谁要是
干活偷懒，不仅大家瞧不起，

连老婆也找不到。上班时，
大家都憋着劲看谁干得快干
得多，每天分组开展劳动竞
赛，鼓劲的号子此起彼伏。
要是没拿到小红旗，第二天
卯着劲也要把小红旗夺回
来。”

干得多吃得也多，何况
正值长身体阶段。当时晚叔
的定量是每月45斤米。“父
亲告诉我，你正在长身体，全
家保证你吃饱。可是我哪好

意思放开肚皮吃。”晚叔说，
“有一次围垦大堤堵口大会
战，需要一鼓作气连续作战，
场里决定给大家加餐，每人
按9两米、二两肉的标准，如
果觉得米不够的可多报。我
报了1斤8两米。”

“当时食堂的师傅和我
打赌，如果我能再把9两米
吃完，他就把他的二两肉也
给我吃。”晚叔说，“我一口应
承下来，吃了个精光。”

一顿饭吃了2斤多米

抗战期间母亲整年靠野菜充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