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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自然灾害

酒糟纸浆果腹 要凭证明购买

老人说：饥荒人为因素多

1959 — 1961年发生
于山东、河南、安徽等地，
是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
大灾难之一。但有人认为
这一提法不确切，应叫“三
年大饥荒”，因饥荒更多因
素是人为造成的。是“自然
灾害”，还是“饥荒”，威海
泊于镇几位老人的回忆，
或许能让我们找到解答。

1958年，王可忠在外地
教书，老伴留在村里，感受最
深刻。她用“要吃的没吃的，
要烧的没烧的”形容当时的
生存状况。

那时，王可忠夫妻要养活
一位老人、3个孩子。生产队按
工分发粮食，一年折算下来，
王家6口人每人每月只有十几

斤粮食。于是，草根、酒糟、花
生秧子、地瓜蔓子、玉米棒芯、
纸浆都入口果腹。王可忠的老
伴回忆，像酒糟、纸浆、玉米棒
芯这样的“食物”还要到大队
开证明，才有资格去大集上购
买，否则就是有钱，也没人敢
卖给你。那时，纸浆是2分钱一
斤，吃法是，与海菜一起下锅，

煮沸后吃。
欺骗了胃觉，却骗不了

肠道。王家小女儿当时3岁，
吃纸浆后无力消化，几天拉
不出屎，大人只好一点一点
地帮她把屎抠出来。

营养不良，王可忠的母
亲得了水肿病，患此病的村
人很多，因此病死了不少人。

虽已过去近50年，于福
仁关于饥饿的印象依然深
刻，叙述中充满了后怕。

于福仁补充说，凭证明买
玉米棒芯，数量还要受限制，
买得过多要被没收，防止“投
机倒把”。于福仁有一段赶集
买玉米棒芯的亲身经历：1961
年农历二月二，天下着小雨，

父亲饿得走不动路了。母亲让
16岁的他去赶桥头集买玉米
棒芯，那天的价格是每斤一毛
八分钱，他花了10.8元钱买了
60斤。当天幸亏他回来得早，
几个买玉米棒芯的村民被抓
到一个大院，税务人员要求他
们再开条子，证明不是“投机
倒把”。

10 . 8元在上世纪60年
代算是一笔不少的钱，这是
于母的血汗钱。于母白天下
地挣工分，晚上为生产队绣
花。于父带病在生产队干活，
一天拿10个工分，约合一毛
八分钱。一个成年男子干一
天的报酬竟只够买一斤玉米
棒芯。

男人干一天活 只够换一斤玉米棒芯

于福仁认为大饥荒是人
为造成的。

他清楚地记得1958年7
月“大跃进”开始，“以钢为
纲”，金鸡山后村建起一个小
型炼铁炉，青壮年劳动力去
运砖、铁矿石。不久，村里又
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农
业生产集体劳作，学校集体
吃饭住宿。因成年男子劳动
力去大炼钢铁，农田全由学
生和妇女打理，而且“上山一
条线，坐地头是一大片，刚起
来拔两棵草，又打铃吃饭。”
劳动积极性很差。

再不久，当地流行“卫星
田，小麦亩产过万斤”的口
号。泊于公社有一所“红专学
校”，1958年元旦，正上小学
的于福仁和同学去红专学校
学习卫星田经验，会上有人
提出：一亩卫星田，种下600
斤麦种，一粒麦种可结出一

个麦穗，一个麦穗又有40个
麦粒，这样一粒麦种就变成
了40粒，小麦亩产也就达到
了2 . 4万斤。会后，学校领导
带大家参观卫星田。于福仁
看到田里的麦苗长得郁郁葱
葱，但次年4月他再去开会，
却发现麦苗全不见了，偷偷
一打听，原来麦苗死掉后全
拔掉了。

刘玉官说1958年“浮夸
风”非常盛行，说大话的人有
光彩，小麦亩产报得多，给红
旗，报得少则送白旗，于是只
好“一级熊一级”。刘玉官补
充说，其实1958年秋天地瓜
大丰收，大量地瓜埋在地窖
里，烂了很多，这导致1959年
春天缺粮。

不过，王可忠的老伴认
为大饥荒也与天气有关。她
记得1959年夏秋天旱，地瓜
长得很小，这造成粮食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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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自然灾害遇上大旱。（资料片）

大锅饭没能吃多久。 （资料片）

▲王可忠老
人讲述当年
的苦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