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造地史上的奇迹

萧山东端，紧靠钱塘江
口。在这里，钱塘江与大海的
衔接处，是个大喇叭口，随着
海潮的涨落，泥沙淤积的大片
土地，形成了辽阔的海涂。

1965年秋至1966年春，
省、市、县三级联合在赭山湾
围得毛地2.25万亩，揭开了萧
山大规模围涂的序幕。1999
年顺坝7000亩围涂启动。到
2007年底的42年中，萧山先
后开展了33期大规模围涂，
共围得毛地54.61万亩，被联
合国粮农组织官员誉为“人类
造地史上的奇迹”。围垦，缓
解萧山人多地少的矛盾，为萧
山发展提供了丰厚广阔的土
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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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钱塘江河口萧山段，巍
巍大堤阻挡了滚滚浪潮。“堤
外浪滚浪，堤内金粮仓”是萧
山围垦事业对农业生产带来
的巨大贡献。

随着围垦土地扩大，人们
开始到垦区安家落户。经过努力，垦区的水
闸、沟渠、桥梁、道路等配套设施建设逐步完
善；垦区的土地上，出产了粮、棉、麻、油菜、蚕
桑、西瓜、蔬菜、淡水鱼、生猪、禽蛋、蜂蜜等多
种农产品，并形成许多上规模的生产基地。
商业、金融、医院、邮电、学校也相继建立，工
业发展更是如雨后春笋。

持续浩大的围垦工程，为国家创造了
巨额财富，也给萧山的经济发展搭建了一
个大好平台。2009 年，萧山 GDP 超过
1000亿元，正是有了围垦50万亩土地，萧
山才能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有了土地，很
多企业搬到围垦发展，逐渐从小厂变大厂、
旧厂变新厂；机场、开发区等大项目的建设
也有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萧山的经济也在
发展中节节攀升。

为萧山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依靠，但
更重要的是，围垦，孕育了“奔竞不息、勇立
潮头”的萧山精神，它既是萧山一笔宝贵的
精神遗产，也是推进萧山建设发展的强大
动力资源。

萧山精神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
也见证着不同时代的辉煌成就。在20世纪
六七十年代，它表现为战天斗地的围垦精
神；在20世纪八十年代，它表现为“历尽千山
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
方百计”的“四千”精神；在20世纪九十年代，

它表现为“抢上头班车、抢抓潮头
鱼、抢开逆风船、抢进快车道”的“四
抢”精神；在21世纪的“钱塘江时
代”到来的时候，它表现为“敢与强
的比、敢同勇的争、敢向高的攀、敢
跟快的赛”的“四敢”精神。

如今，萧山进入了“后峰会、前亚运”的
新时期，开启了萧山发展新征程。当区域
竞争格局已从县域经济向区域经济、都市
经济圈转变，从单个城市的竞争向城市群
之间的竞争转变，萧山的发展之路如何
走？萧山地处杭州湾的中心和前沿，是迈
向现代化道路上的先行区，是筹办亚运会
重大任务上的核心区，更是推进“拥江发
展”战略的示范区。面对千载难逢的机遇，
萧山唯有再次发扬“奔竞不息、勇立潮头”
的萧山精神，精准聚焦“亚运国际城·数智
新萧山”的新导向，才能成为彰显特色、引
领示范的排头兵。

尽管萧山精神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
表现形式，但都集中反映了萧山人民具有强
烈的目标意识、竞争意识。随着时代的演
进，萧山人民还将
以巨大的创造
丰富、充实和
发展萧山精
神，萧山
精神也
必将为
萧山未来
发展提供强
大的精神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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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生土长的萧山作家俞梁波，曾耗时6
年完成 60 万字长篇小说《大围涂》，以记录
和纪念萧山人民围垦治江的历史。俞梁波
说：“从整个萧山的发展来说，围垦就是

‘本’。没有这个根基，就什么都没有。”
“围垦取得的伟大成果有很多。”俞梁

波说，首先吃饭问题基本解决，萧山共围得
钱塘江滩涂 50 余万亩，有效缓解了萧山人
多地少的矛盾，也保障了钱塘江南岸的安
全。

除了这些有形的“财富”，围垦给萧山
带来更多的是无形的“财富”。“围垦培养
了具有艰苦创业精神的一代萧山人。萧
山一些知名的民营企业家，几乎都参加过
围垦，他们的人生在围垦这个大舞台得到
了锻炼成长，对他们创立壮大企业有着很

大的推动作用。”俞梁波说，最重要的是围
垦创造了伟大的“围垦精神”——钱塘江
潮水力量无比强大，多少人因此葬身钱塘
江，而萧山人更强大，靠着不服输的拼搏
劲，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信念，造就了
世界奇迹，之后也成为“奔竞不息，勇立潮
头”的萧山精神，是萧山人最强大的地域
符号。

如今，围垦精神已然成为一种激励，一
种信念，推动人们去实现更大的梦想。“一
路走来，萧山始终走在发展前列，靠的就是
围垦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俞梁波说，新时
代，萧山要发展，更是要靠围垦精神爆发的
巨大力量，要让年轻一代了解和传承，知道
脚下的这片土地是怎么来的，始终保持拼
搏奋斗，让围垦精神不断指引着萧山前行。

围垦精神武装思想建设家乡

说新

谈访

——益农青年陈杰与围垦亲历者沈柏根的对话

一片白地，是晒盐的盐碱地。潮水一攻进来，碱沙大
地就像豆腐一样一方一方坍落去，大埂都坍倒，沿江两岸
人民吃煞苦头。“雨天水汪汪，晴天白茫茫”，这是对当年这
片土地的真实描述。而围垦，就是要在这寸草不生的盐碱
地上种植粮食，这无疑是对大自然的一次挑战。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如何完成这项伟大的工程，这
是很多年轻人心中的一个疑问。作为在围垦之地益农土
生土长的青年或年轻人，陈杰也很好奇这段波澜壮阔的历
史。

萧山人最强大的地域符号

——专访萧山区文联副主席、区作家协会主席俞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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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杰：像您这样的老一辈几乎都参加过围垦，那到底
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沈柏根：围海造田，是一项工程浩大、施工艰难的工
程。特别是第一期围垦，因为没有经验，新围好的埂被潮
水攻进，只好组织力量进行大埂筑牢。围垦一般在12月
里开始，因为这时候潮汛最小。天寒地冻，天气相当恶劣，
但当时干部群众甚至妇女同志都热情高涨，各村有劳动能
力的男男女女都上前线，留下老人小孩守家门。当时有一
句口号叫做“老少齐出动，男人不够女人补”。男男女女，
全部战斗在冰冷的第一线。

陈杰：没有亲身经历过围垦场面的人，真的很难想象
当时的艰难。在这样的环境下，可想而知，你们会遇到很
多的困难。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情？

沈柏根：在我的记忆当中，最惊险的是1974年超强台
风带来大潮汛的时候。由于埂的土方都是石头、塘渣、泥
土，没有水泥，牢固度不够。干部群众就做好现场守塘护
塘工作。潮水冲进来，冲毁已拦好的土地，掀起的巨大浪
头，把逃生的通道都堵住了，我以为那天肯定逃不过了。
就在一个又一个浪头中，天渐渐亮了，潮水也渐渐小了，我
们都安全了。

陈杰：那是什么力量让每一期的围垦都能成功？
沈柏根：最主要是团结协作。从干部到群众，都能做

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比如我们益农三个公社有个联合
组织机构即围垦指挥部，凡是碰到重大难题的时候，几个
村的就凑一起开会，短短一个小会总能把事情商讨好。在
分地段的时候，相互协商，从不斤斤计较，每个单位多做点
少做点都无所谓。

陈杰：老围垦人在困难面前百折不挠的精神值得我们
学习。

沈柏根：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要靠年轻人了，一
定要珍惜宝贵的时光，要用围垦精神武装思想，把我们萧
山建设得更好。这是我们所有老围垦人最热切的希望！

本版撰稿 记者 龚洁

1965年—2007年，萧山围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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