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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知青食堂

▲大丰上海知青纪念馆

讲述沪盐情的“前世今生”

地缘：“上海飞地”凝聚血缘亲情
这块“飞地”不简单，地处江苏，却有着上海的户口

    盐城与上海地缘相近，300公里的距离阻隔不断血浓于水的亲情联结。

位于盐城市大丰区境内 307平方公里的“上海飞地”，是许多老上海人难以忘怀的“北上海”。 这里的居民手握上海户口，孩子
可以参加上海高考，在距离这片“飞地”一条马路的地方，一边属于上海，一边属于盐城。盐城与上海，在地理缘由上，形成“我中有

你，你中有我”的血脉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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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地”的岁月峥嵘

说起盐城与上海的血脉渊源，可追溯到新中国
成立前夕。

解放初期的上海总人口 500万，其中有 300万
人失业、60万人无家可归。1949年 5月 27日，上海

解放后，军事管制委员会着手进行“游民改造运动”。
1949年 7月 27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动

员失业群众到皖北黄泛区和苏北垦区垦荒生产，已

被列入建设新上海的六大任务之一。”陈毅在干部大
会上的话铿锵有力：“我们可以向华东局、向苏北行

署求援。在那个地方，我们建它一个垦区，开发大片
荒地，种稻、植棉，为上海提供粮食和纺织原料，这是

一件大好事。”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陈毅和他

的队伍浴火重生，得以发展和壮大。新中国建立后，
陈毅成为上海第一任市长，同时还兼任中共中央华

东局第三书记，而“飞地”的所在地盐城大丰，恰恰就
在华东局所辖范围。

苏北安置前期工作，推进十分顺利。经过协商，
决定将苏北行署盐城分区台北（今盐城大丰区）所属

以四岔河为中心的 20万亩荒地划出，设立上海市人
民政府苏北垦荒管理局，沪盐两地真正实现了“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

“飞地”与上海的不解之缘

1968年，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热潮，在
位于盐城大丰的“上海飞地”陆续兴建了上海农场、川

东农场、海丰农场，用来接纳上海的知识青年。在这片
黄海滩涂上，知青们自己动手割芦苇茅草盖房子，克

服艰苦的环境，将青春与热血挥洒在这片土地上。
1968年 11月 16日晚，17岁的吴辰来到上海农

场庆丰分场，农场 4年的艰辛生活令他终身难忘。

1972年 9月，吴辰被农场组织选送至当时的上海师
范大学中文系培训班学习。虽然回到上海学习、工

作，但他一直忘不了 4年的大丰知青生活，忘不了大
丰这第二故乡。2018年 2月，从上海嘉定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岗位退休的吴辰驱车来到大丰，将伴随他

当年来到农场，50年来一直保存完好的行李箱捐赠

给大丰上海知青纪念馆。回访庆丰分场旧址，“东北
角那间曾是我当年的办公室，黄海之滨冬天刺骨寒

风，夏天火热的太阳，场部唯一彻夜通明的灯盏，是

我们永远的青春记忆……”吴辰动情地说。
此后，上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陆陆续续有

第二批、第三批知青到达“飞地”。老知青们常说：

“50 年代住工棚，60 年代住草棚，70 年代农场房
顶是青瓦，80年代是红瓦。”经过一代又一代知青

在此建设奋斗，“飞地”的条件越来越好，环境越
来越优。

几十年来，先后有十万多名上海知青在“北上
海”从事生产劳动，奉献青春、燃烧激情，他们对这片

土地的眷恋与日俱增，成为了盐城接轨上海最好的
“黏合剂”，“上海飞地”也构成了上海情系盐城的纽

带和桥梁。

▲当年知青中的共青团员突击队

记忆中的精神家园从未走远

经过上海农场不断的发展和十万多名上海知青的多年生活，大
丰当地也形成了一道“海派大丰”人文地理风景线。上海话、上海菜

以及上海习俗随处可见，处处弥漫着上海韵味。

为了纪念这段历史，2007年，大丰上海知青纪念馆在原海丰农
场元华场部旧址上建成。纪念馆占地 88亩，征集收藏了数万件展

品，通过历史印痕、知青名录、生活实景、农场建设、连队缩影等展
区，真实再现了十万上海知青在黄海滩涂上生活、劳动、学习的情

景。这些后来走出“飞地”的上海知青们，始终未能忘怀这片魂牵梦
绕的土地，近些年来，数万知青开始了集体回归，纷纷前往知青纪念

馆，追寻记忆中的精神家园。

“飞地”上的人来来往往，盐城与上海的联系却从未间断，

而是愈加紧密。如今，上海农场隶属光明集团管理，是

上海的“米袋子”和“菜篮子”，成为上海主副食

品供应的重要压舱石。上海纺织、谷登机械、上

海岩棉等落户大丰卓有成果，盐城以“飞

地经济”为突破口，不断加强与以上

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

在经济、社会等各

方面合作，接轨上

海融入长三角的步
伐逐步加快。

▲知青农场航拍图

▲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

▲上海农场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