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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5 版）
一天早晨，张秀荣和许瑞霞在下夜

班的路上，兴奋地唱起了《拖拉机手之
歌》：“天亮了，太阳升，露水亮晶晶，田
野里到处是优美的歌声，你看那健壮的
拖拉机手，开着铁牛辛勤的劳动，哎嗨
哎嗨开吧尽情开吧！ 开过荒山，开过草
原，把我们年轻的祖国，播下那幸福种
子……”正巧遇见在地里察看庄稼生长
情况的农场党委书记路岩岭。路书记笑
着说：“你们唱得真好， 还是你们更幸
福，能无忧无虑唱歌。 我们当年在战争
年代，想自由行走都不行啊。”听了路书
记的话，张秀荣更意识到今天的幸福生
活来之不易，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加
倍珍惜，进一步努力工作。

张秀荣是个热心肠， 不管是谁遇
到了困难，她都乐意帮助，深受大家的
爱戴。 当时的拖拉机手，不论男女，谁
有不顺心的事，都愿意跟张秀荣讲，她
总能耐心帮助他们化解问题、 消除烦
恼。 一次，年轻的男拖拉机手许庆生找
张秀荣说：“秀荣，我想请假回家，叫俺
娘给我找个媳妇， 在这里人家看不上
我。 ”张秀荣一听，就知道他是和同是
拖拉机手的恋人徐瑞霞闹矛盾了，就
从中多次调解，使一对情人终成眷属。
几十年过去了，两家人还经常走动，像
亲戚一样。

建场初期, 农场条件非常艰苦，有
个女拖拉手竟不辞而别。 这时，也有其
他拖拉机手思想上发生了动摇，有一个
人找到张秀荣说：“咱也走吧，我看这里
不行。 ”张秀荣严肃批评了他：“干工作
不能三心二意，一定要思想坚定，哪能
遇到一点困难就退缩呢？ 要走你走，我
决心在农场干一辈子！ ”那位同志思想
受到很大触动，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张秀荣乐于吃苦，又钻研业务，开
拖拉机一年后就当上了车长。 那时候
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国家将农场一
些熟练的机务人员调到外地国有农

场、拖拉机站、农机修造厂工作，农场
只好再补充一些新生力量。 张秀荣把
自己从工作实践中得来的感受全部传

授给新学员，告诉他们机车怎样保养，
田间作业哪些应该知道、应该做到、应
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怎样做才能
做好， 手把手地教他们。 1953 年 11

月， 中共中央中南局在黄泛区农场举
办“机耕干部训练班”，张秀荣带领学
员们一起参加， 一方面从理论上提高
自己，另一方面辅导学员。

进京出国女标兵

张秀荣因工作成绩突出， 场党委将
她树为标兵， 号召全场职工向她学习，以
场为家，艰苦奋斗，努力为社会主义多作
贡献。

1952 年夏收后，张秀荣被推选为
优秀妇女代表， 参加许昌地区妇女代
表大会， 过后又参加了河南省妇女代
表大会，并在代表大会上发言，还被推
选为省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

1953 年 4 月 15 日， 第二次全国
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张秀
荣作为全国 891 名代表中的一员参加
了这次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言，受到了
毛主席、 周总理和朱总司令的亲切接
见。

1953 年 4 月 20 日， 新华社发表
的电讯稿 《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继续开全体会议》 中这样记载：“中国
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十九日继续

举行全体会议， 听取代表们发言……
在会上发言的有华北区工业模范魏晋

云、 松江省星火集体农庄生产队长金
彩今、 河南省国营黄泛区农场拖拉机
手张秀荣、农业劳动模范李菊义、荆江
分洪特等功臣辛志英、 人民政府区长
谢秀莲、工人家属模范高凤琴。 ”

会议期间，朱德总司令有一天参加
会议，握着张秀荣的手，称赞她说：“女
拖拉机手，年龄这么小，不简单啊！ ”

1953 年 8 月，张秀荣出席河南省
第二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在会上代
表黄泛区农场的女拖拉机手发言，受
到时任省委书记的高度赞扬。

1954年 11月，张秀荣被推选为出
席国际农村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 当
时，她既激动又担心，找到路书记说：
“我文化低，像我这样的代表参加世界
性的活动，要是比不上人家，不是丢中
国的人吗？ ”路书记说：“你甭害怕，团
中央组织的代表团，又不是你一个人，
跟着代表团听领导的安排就是了。 ”

时任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的吴

学谦是代表团团长，副团长是地质学家
李四光、团中央青年农村工作部部长张
曙光、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张志光，成员
有河南的张秀荣、辽宁的吕根泽，四川的
罗世发，还有三位从农村成长起来的教
师，一位是清华大学的教师、一位是上海
的中学教师，另一位是浙江的小学教师，
随团的还有一位女歌手、一位会武术表
演的男青年，两位女翻译，一个男翻译，
共 16人。 代表团在北京集中后，先突击
学俄语 “你好”“晚安”“再见” 等日常用
语，学吃西餐，学习如何使用刀叉，还要
学习学一些国际礼仪和注意事项。 国家
为这些代表准备了西装裙子、花色旗袍，
还要她们烫发戴彩帽、围披肩等。张秀荣
对这有些难为情，表现出不太乐意。团中
央书记胡耀邦知道后对张秀荣说：“不这
样不行呀，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出去就
是代表中国。 ” 张秀荣窘迫地说：“我错
了，一定听从领导的安排。 ”

代表团启程后，在苏联莫斯科停留
了一天，参观了红场、列宁山、莫斯科大
学、克里姆林宫博物院、市郊集体农庄
等，拜谒了列宁、斯大林陵墓，晚上在莫
斯科大剧院看演出。第二天飞机经匈牙
利到达目的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1954年 12月 9日，联合国组织的国际

农村青年代表大会正式开幕。这是历史
上第一次举行以世界农村青年为代表

的国际会议，参加大会的有中国、苏联、
英国、法国、意大利、印度等 140多个国
家的代表。 各国代表团团长依次发言。
吴学谦就新中国农村青年的生活、工
作、学习等情况，做了精彩演讲，赢得了
各国代表的热烈掌声和称赞声。

过去，在许多外国人眼里，中国就
是封建、贫穷、落后，妇女们大都是小
脚。 参加会议的一些外国女青年代表
对张秀荣很好奇， 有的要掀开她的裙
子看她的小脚。 张秀荣就伸出腿来，露
出大脚板子说：“看吧。 ”当翻译给她们
讲张秀荣是新中国翻身农民， 这一代
人都不再裹小脚了， 她现在是拖拉机
手，是开机器进行农业生产的。 她们都
露出了惊奇神色， 伸出大拇指表示敬
佩。

12 月 9 日至 15 日， 大会安排代
表们联欢， 各国专业文艺工作者表演
节目， 我国的歌手用外文演唱了中国
歌曲，武术家表演了中国武术。张秀荣
也应邀唱了一出河南梆子戏 《王秀兰
大生产》， 那些老外们也不知听懂没
有，就是一个劲地鼓掌。

再接再厉创佳绩

从维也纳回国后， 张秀荣匆匆赶
回农场， 向农场领导汇报了出国的情
况和感受。 路书记对她说：“你为国家
争了光，也为农场争了光，要把这次出
国的意义，向广大群众作宣传，到全场
各作业站给职工做报告。 ”

拖拉机手也能出国， 这对一线职
工是个极大鼓舞。 作业站的职工一听
说张秀荣做出国报告，都是欢喜雀跃，
积极布置会场，认真听讲，不时发出一
阵阵掌声。不仅在本场讲，后来张秀荣
还应西华、扶沟两县政府的邀请，到多
所学校做报告。学生们听了报告，都表
示要努力学习， 将来也做个优秀拖拉
机手，为建设社会主义作贡献。

张秀荣在获得众多荣誉以后， 谦虚
谨慎，戒骄戒躁，工作更加努力。 不管白
天夜晚，一心想着怎样多做工作，回报组
织上的关心培养。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
她还经常带领机车组到其他作业站支援

夏耕、麦收、秋收，帮助附近农村脱粒小
麦。 对她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农忙。

1955年春， 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搞
得热火朝天，国家大规模建立农业拖拉
机站。项城邀请张秀荣开着拖拉机带着
两铧犁前往示范，用事实教育群众。

当时项城老百姓还没见过会耕地

的拖拉机。 听说黄泛区农场来作拖拉机
犁地示范表演，周围的群众像看戏一样
早早围了上来。 县领导指定一块二亩多
的地，张秀荣开拖拉机一会儿就犁完了，
犁的又深，翻口又平，群众看了十分兴
奋。 张秀荣也随之宣传：“我们农场用机
器犁地、耙地，还用机器播种，收割庄稼
也用机器，连收带打带吹风，出来就是干
净粮食，农场现在是机械化了，将来农村
也要机械化。 ”有一个头顶花手巾、腿缠
扎腿带的老太婆，缓缓走到张秀荣跟前
拉着她的手说：“这个妞，你咋恁能啊，女
孩子家也会开拖拉机。 ”张秀荣笑着说：
“学开拖拉机不难，以后您的子孙们都学
会开拖拉机，种地就容易多了。 ”这一次
的示范表演，对当地农民启发很大，有力
推动了农业合作化的进展。

1955 年，张秀荣又被推选为青年
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出席了河南省

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这一年， 张秀荣还担任了第一作
业站机务队党分支书记。她以身作则，
处处起先锋模范作用， 还经常组织党
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学习党的章程、纲
领及各项方针政策， 培养入党积极分
子。经张秀荣介绍入党的曹怀礼、赵子
明、藏贵生等十几位同志，几十年来在
不同岗位上都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
张秀荣有实践经验， 又善于动脑，

在工作中经常进行技术革新。 迪士拖拉
机没有驾驶楼，不挡风雨，她就想办法加
装车楼；原装操作杆较短，搬动费力，就
把它加长；发动机噪音大，就改进加装消
声器降低噪音。 拖拉机某些注油口设计
的位置不好注油，她就改变位置重新设
置；一些检查窗口原设计为螺栓紧固，每
次检查费工费时，就改为扣压式活门。她
改进的播种机，既能播大粒种子花生，也
能播小粒种子苜蓿；她改进棉花播种机
实行精量播种， 每亩可节省棉种 10多
斤，并保证全苗壮苗；她和其他同志一
道，结合生产实践，研制了花生、红薯收
获机等，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1958 年国家将西华县奉母公社
以北，前后邵庄以东，颍河马山桥以西
近两万亩的低洼地划给黄泛区农场建

立第九作业站。 农场领导派张秀荣带
领两个拖拉机组前往犁地。 没有住的
地方，他们就搭建草窝棚，机车组共八
个人，七个男的睡在里边，张秀荣睡在
外边。 没有锅灶他们就卸圆盘耙片用
土块支起来烙馍，没有水则就地挖井，
没有菜就地采集野菜烙菜馍， 过起了
原始人的生活。在此垦荒期间，有一次
张秀荣和吕秀梅开车到场部拉面粉和

其他生活用品。 人行小道，高低不平，
一不小心，拖车侧翻到沟里去了。荒天
野地，无人帮忙，她二人就奋力把拖车
拉正，将一袋一袋的面粉搬上来，重新
装到车上，弄得满身是泥，筋疲力尽，
到了开荒点已是深夜 12 点多。

为了搞好场群关系，张秀荣还将附
近单位喜欢文艺的 10多人组织起来，经
常利用业余时间，坐马车到附近的方庄、
二郎庙、泥土店、叶埠口等地慰问演出。
农村文化生活贫乏，他们所到之处都受
到热烈欢迎。 有的村民还积极帮助整理
场地，搬桌子板凳，提茶送水，组织群众
联欢。张秀荣经常唱的有时装戏《魏老汉
慰问志愿军》 和古装戏 《秦香莲》《桃花
庵》《三哭殿》等剧目。当时西华县豫剧团
知名演员桑振君每天票房收入是 12万
（约等于现在的 12元），群众就称张秀荣
是“十二万五”，意思是说她比桑振君唱
得还好。当然，张秀荣的唱腔未必能比得
上桑振君，只能说明她深受群众欢迎。

1979年 3月，组织上调张秀荣到河
南省农业机械化学校（现在的河南省机
电专科学校）当辅导员。 此后，她经常带
领学生到黄泛区农场实习。 工人们见到
张秀荣，就像久别的亲人一样非常热情。
学生们见状就问：“张老师， 这农场人对
你咋恁亲呢？”张秀荣说：“黄泛区农场就
是我的家，我在这里工作了 28年啊！ ”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激情的岁月
难忘怀。采访结束时，张秀荣老人动情
地说：“我去农场时不过十六七岁，现
在已快九十岁了。 我的青春岁月是在
黄泛区农场度过的， 组织上给了我很
多荣誉，我真诚感谢培养我、帮助我的
各位老领导、老师傅，感谢和我一起犁
地、耙地、播种、收割的同事们，我祝福
黄泛区农场越来越好。 ”②16

张秀荣：从黄泛区走向国际大会的女拖拉机手
■翟国胜 文/图

张秀荣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