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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山黑水、幅员辽阔的东北三省居民中，山东移民及其后代占了很大比例。黑龙江省孙吴县平

度村和吉林省靖宇县，有着较多的平度移民及其后代。今年8月13日至23日，平度市沿着山东平度人

当年“闯关东”的路线，跨越东北三省，行程6000多公里，分别在黑龙江省孙吴县、吉林省靖宇县举行

了“山东乡音关东行”文化交流活动，把经典吕剧剧目送到了平度人“闯关东”的聚集地，促进了平度两

地的文化交流和经济社会共同繁荣发展。活动期间，笔者深入到平度村，深入了解村庄的变迁史，了解

他们移民、奋斗的经历和今天的幸福生活，以及对家乡平度的思念之情。

□半岛记者 王晓伟 通讯员 宗绪昌

驱车沿黑河市孙吴县城西行2公
里，有一个美丽富饶的村庄——— 平度
村。早在上世纪50年代，“闯关东”的山
东平度人来到这里扎根，一头牛、两匹
马和一辆花轱辘车，村屯就这样在侵华
日军关东军18野战军兵器厂仓库废虚
上建起来。建村初始，全村仅有30余户、
100余亩土地，由于70％的村民是山东
省平度人，属于典型的“移民村”，故命
名为平度村。
黑土辽阔、广袤无垠的黑龙江，自

古就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一代代历经磨
难的平度村人凭着他们开垦拓荒、不畏
艰难、坚韧不拔、永不言败的“闯关东”
精神，面对艰苦的自然条件发挥“人一
之，我十之”的实干精神，把山东的人文
精神、勤劳质朴的风俗习惯、坚强和耿
直的性格特点带到东北，带到孙吴平度
村这片热土上，变榛莽为良田，从青山
黑水走向繁荣富足，使平度村发展成为
孙吴全县有名的富裕村。在这场求生
存、谋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平度村人将
他们永不言败、坚强性格刻在了东北大
地。
只有艰苦奋斗，才能旧貌换新颜，

只有实干，才能改变模样，经过几十年
的辛勤耕耘，目前，平度村占地面积达
48平方公里，共有320户、706人，全
村现有各类耕地2 . 7万亩，村集体固定
资产1500万元。在这里，水是清的，天
是蓝的，梦想也是美好的。如今，走进
平度村，小桥流水、阡陌鱼塘、休憩木
屋、文化广场……村容错落有致，呈现
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鸟语花香、
民风淳朴的现代生态新农村面貌。村
内道路通达，绿树成荫，村里接入了县
城自来水管网，有线电视入户率达
100%，路灯覆盖全村。平度村自1988
年成为全市第一批省级文明村以来，
一直保持荣誉，先后荣获全国人口和
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示范村庄，全
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全国五好基层
关工委先进集体，黑龙江省“五个好”
先进村党组织，黑龙江省文明村，黑龙
江省文明村标兵，黑龙江省新农村建
设星级示范村，黑龙江省文明社区，黑
龙江省十佳和谐村庄，黑龙江省先进
基层党组织，黑龙江省劳动模范集
体，省级卫生先进村、全省民主法治示
范村等诸多殊荣。并成为县级十强村、
市级小康村、市级小城镇建设标兵村。
2011年，平度村一跃成为全县排头
兵，获得了黑龙江省五星级新农村称
号。

产业兴旺，建设生态、美
丽、文明、和谐、幸福新平度村

而真正令平度村充满活力、备受关
注的原因，则是与它共生的产业支撑。
在这里，玉米金灿灿、大豆黄澄澄，村里
成立种植合作社2个，拥有大型农业机
械5台套，入社村民100多户。2017年，
全村粮食总产1 .2万吨，人均纯收入1 .2
万元。现代化农业耕作，土地连片种植，
实现了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的产

业转变，让村民在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上
圆了增产增收梦。村里成立西门塔尔肉
牛养殖，现在肉牛存栏150多头，每头牛
年均收益4000多元。成立生态鱼塘，水
产养殖并以垂钓方式销售，每年可增收
5万多元。村里的老党员，被称为“柿子
大王”的李洪生，种植的有机西红柿和
白菜，价格比别人高出20%，仍供不应
求。黑木耳种植等产业，有效地拉动着
集体收入的壮大。村民们各展所长，经
营产业多样化，产品高端优质，带来丰
厚的收益。
乡村旅游作为村级经济发展的新

业态，代表了新的发展趋势和方向。近
年来，平度村将旅游资源开发和文化
内涵的挖掘相结合，以自然生态和优
势地理位置为依托，围绕“旅游+农业”
的模式，依托鼎鸿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基础，建成集观赏、采摘、种养殖、垂
钓、餐饮、娱乐为内涵的东罡度假村。
良好的生态农业实现了可循环发展，
犹如美好的种子在这里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
平度村之美不仅美在环境发展，

而且美在人心。多年来，平度村党支部
以提升群众生活水平为已任，依据国
家政策制定村屯发展规划，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发展齐头并进。现在的平
度村，每家至少都有一套成套的农机
具，整村达到标准化住房，约一半的村
民还在购置了家用小轿车，在县城买

了楼房。党支部深入挖掘村内文艺文
化能人，先后组建了老年腰鼓队、秧歌
队、村民乐队、健身操队等民间文艺组
织。建成标准化文化活动室，让村民的
文化生活有了质的飞跃。今日平度村
不仅让诗意的栖居成为现实，也让依
偎他的人拥有了精神上愉悦和温馨。
平度村的精神是开垦拓荒、不畏

艰难、坚韧不拔、永不言败的“闯关东”
精神，六十载风雨同舟，六十载砥砺前
行。用村党支部书记李友财的话说，如
今，平度村人正在描绘着一幅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
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丽画
卷。相信，平度村人定会把平度村打造
成为“村在林中，路在绿中，房在园中，
人在景中”的盛世美景，向着建设“生
态秀美、生活富足、文明和谐”的现代
田园乡村社区大步进发！

“闯关东纪念馆”，留住
历史，记住乡愁

历史永远是一种延续，传承该是
最好的纪念。8月17日下午，参加“山东
乡音关东行”的平度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刘波，平度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党委书记、局长刘成爱等一行50余
人，在孙吴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
秦英，副县长郭春玲陪同下，参观了位

于平度村的“孙吴县闯关东纪念馆”。
一段段文字、一幅幅图片、一件件

实物……全方位、多角度全面展示了
平度村（社区）60多年的发展历程、历
史变迁，绘就了平度村未来发展的宏
伟蓝图。
“孙吴县闯关东纪念馆”不但记载
了平度人顽强拼搏的脚步，更折射出平
度人世代“开垦拓荒、不畏艰难、坚韧不
拔、永不言败”的“闯关东精神”，平度村
党支部书记李友财介绍说，1957年建村
的平度村，经过30多年的努力，逐步发
展成为全县有名的富裕村。2011年，平
度村一跃成为全县排头兵，获得了黑龙
江省五星级新农村称号。发展的背后产
生了太多的励志和感人故事，如何能让
后人理解并追寻前人的足迹继续推动
村子向前发展？平度村于1989年腾出一
间60多平方米的村办公室，搜集了200
多幅老照片成立了平度村史馆吸引来
了大批天南地北的人来参观，特别是山
东省青岛市平度市的干部群众纷纷来
到村史馆，了解该村的发展史。从此，村
史馆成为一座桥梁，使平度村与平度市
“成功牵手”。
2011年，孙吴县投资110万元，重

新打造平度村史馆。这时，平度市拿出
10万元支持村史馆建设，因为该村95%
的村民原籍是平度市。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也是开创未来

的启示。由黑龙江省博物馆设计布展的
160多平方米的平度村史馆由100多件
实物和300多幅照片组成，都是上世纪
70年代以前该村在生产生活中留下的
照片或物品。实物部分设计了包括棉
衣、皮袄、狗皮帽子、布褂等在内的服装
部分；包括锄头、犁杖、二齿子、小推车
等在内的耕具部分；包括各类奖章、奖
状、奖杯、证书等在内的荣誉部分；包括
纺车、煤油灯、月饼模具、木炭熨斗等在
内的家庭用品部分；包括唱片机、书画、
根雕、玉石等在内的艺术品部分及民俗
部分六大板块，将平度村从平度市迁移
到孙吴县、从贫穷到起步、从发展到富
裕的整个过程进行了详尽的记录。
现年66岁的老馆长张兆海说，平度

村史馆不但留住了历史、记住了乡愁，
并让村民及后代知晓自己家乡的发展
史，从而调动起村民富而思进的积极
性。
作为孙吴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

平度村史馆，经过20多年的打造，平度
村史馆名声在外，每年接待几千名参观
者。除了本县的机关干部、中小学生、工
人、农民会经常来参观，邻县特别是外
省的观众每年也有上千人前来参观。这
其中有来自俄罗斯、日本、韩国的国外
参观者，有来自云南、北京、广东的国内
观众，还有在黑河插队的上海、石家庄、
杭州等地的知青。
2014年，平度村史馆更名为“孙吴

县闯关东纪念馆”，并与该村东罡农业
休闲旅游度假村结成联谊单位，通过
“文化+旅游”的融合方式，进一步扩大
了该馆的影响力。
眼下，闯关东纪念馆正在进行扩建，

扩建后面积将达到400多平方米，将通过
多种方式进行宣传，让更多的人知晓纪念
馆、走进纪念馆，感悟闯关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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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目相看平度村
记黑龙江省黑河市孙吴县平度村

平度村鸟瞰图。

平度村社区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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