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悦陨孕）数据

灵武园艺试验场场志 / 灵武园艺试验场场志编纂委员会编. —银川：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员园.12

ISBN 978-7-80764-358-6

I. 淤灵… II. 淤灵… III. 淤园艺—工作—概况—灵武市 IV. 淤S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0）第 234215号

责任编辑 杨雅娟 超 楠

封面设计 万明华

排版制作 马艳华

责任印制 刘 丽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员猿怨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憎憎憎.nxcbn.com
网上书店 憎憎憎.澡澡原遭燥燥噪.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园怨缘员原缘园员源圆8源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润丰源印业有限公司

黄 河 出 版 传媒 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开 本 苑87mm伊1092mm 1/员远 印 张 猿员 字 数 36园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4275 印 数 远00册
版 次 圆园10年 员2月第 1版 印 次 圆园10年 员2月第 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4-358-6/G·1283
定 价 1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灵武园艺试验场场志 灵武园艺试验场场志编纂委员会 编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mailto:nxhhsz@yahoo.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概 述

位于灵武市东郊，俗称“教场滩”“乏牛岗”地段的灵武园艺试验场是在

新中国成立后第二年诞生的一个老场。之所以说它“老”，是因为这个场在

旧中国就已经存在。

据《宁夏新志》记载，1931年（民国 20年）宁夏省建设厅在黄灌区 7个

县分设“农牧试验场”，作为区域性农作物示范推广中心。首批便在灵武古

城东郊塔弯子设“农业试验场”。1945年 2月（民国 34年），灵武农业试验场

改名为灵武园艺试验场，直属宁夏建设厅农林处领导。该场的首任场长是

张贵青，时年 41岁，金积县人；技师史占元，时年 41岁，金积县人；技术员

唐生禄，时年 56岁，灵武县人；另有林工王忠，时年 27岁，永宁县人。

1945年更名后的灵武园艺试验场在当时的战乱环境和艰苦条件下，也

做了一些有益于本地区园艺事业发展的工作。譬如，他们在果树、花卉试种

推广中，首次从宁夏中宁引进土著优良品种紫果种条，以当地沙果树为母

本，高接成功了适应本地生长条件的、备受市场青睐的优良小型果紫果。直

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该品种仍是宁夏川区的当家水果。除深受百姓欢迎

的小型紫果、沙果外，试验场内栽培的果树还有：桑、梨、桃、杏、李子、沙米、

紫粟、楸子、花红、绵苹果、葡萄以及名扬远近的灵州大枣树；花卉有：丁香、

野葵、馒头花、鸡冠花、牡丹、玫瑰和大理花等。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旧中国被百姓们昵称为“试验场”的灵武园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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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竟成了吸引灵武百姓的游览胜地。每到端午节前后，四方云集的百姓们

还披红挂绿，携儿带女到这里观花赏景。一些巧手大姑娘、小媳妇还在腰间

挂上精心制作的、据说能驱邪避灾的、色彩绚丽式样美观的香包包来游园。

而一些毛头小伙子不知是喜欢姑娘们佩带的香包包，还是乘此机会和意中

人相会，乘其不备便嬉皮笑脸地将香包包抢夺而去。随后引起的便是女人

们的追赶和笑骂！其场面之热烈、气氛之轻松给游客们留下了颇为深刻的

印象。当地人把这一现象戏称为“叼（方言）香包”。久而久之端午节逛试验

场，看叼香包竟成了百姓们寻取欢乐的一大盛事。这在那战乱迭起、民不聊

生的年代，园艺场无疑给本地区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

以上是对旧中国时灵武园艺试验场的简介。

1949年 9月 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解放了灵武。1950年 3月，

宁夏省建设厅委派工作人员李有信接管了旧灵武园艺试验场，由李有信主

持日常工作。接管时试验场只有果园 50余亩，土房 3间，亭子 5间，牛 2

头，工人 3名。

1950年 7月，宁夏建设厅行文筹建灵武园艺试验场。在选择场址时，考

虑到旧政府留下的试验场尚有 50多亩果园和一些资产，且该场附近农家

果园集中，便于科学试验和技术推广，所以决定在原试验场场址建场。

新、旧政府的行政部门都看准在灵武东郊建园艺试验场的一个很重要

因素是：灵武有数百年水果栽培历史，在这块土地上生产的灵武大枣、黄甘

桃、口外杏等水果享誉宁夏，因此灵武素有“瓜果乡”的美誉。该地区经过一

千多年的农田水利开发，有土壤肥沃、灌溉便利之优越条件。

随着发展灵武园艺试验场遵照人民政府“果树不与粮棉争田”的规定，

在向东北方的教场滩、乏牛岗、锅底坑等六沟一梁八面坡地区开发新果园

时，却遇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首先是地域环境复杂，土壤贫瘠，沙石漫滩，很难开发利用。教场滩、乏

牛岗一带地处鄂尔多斯台地和毛乌素沙漠的边缘，植被稀疏，只有一些猫

耳朵刺、老鸹头、沙蒿、甘草等沙生植物勉强在这里生长、延续。它们根本阻

挡不住毛乌素大漠黄沙长时期的西侵蔓延，因而这里形成了无数秃岭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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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这一带土壤多为沙质土，间有黏土和卵石地层，土质瘠薄，水土流失严

重，有机质含量很低。几乎每年八九月都要暴发一次山洪从沙丘中直泻而

下，冲刷形成了庞家沟、文家沟和烟洞沟 3个泄洪通道。而这三大沟每年泻

下的数以百万立方米的洪水又在场子东边冲积出一个 500亩大的“锅底子

坑”。坑的东北方则是一个占地 50余亩的大沙丘，大沙丘所在位置是川区

百姓去磁窑堡拉煤的必经之道。当贫穷的车户吆喝着羸弱的老牛，翻越这

座沙梁后已是人困牛乏无力向前了。所以，此地又被百姓们称为人愁牛怕

的“乏牛岗”。“乏牛岗”以西的台地褶皱带受长期风蚀和冲刷，形成了“六沟

八梁一面坡”，严重制约了果园的开发。

被称做教场滩的这一大片荒滩，经历史专家考证，则是早期的黄河古

道，秦汉时夷为荒滩。因这片荒滩靠近边陲重镇灵州古城，历代的军事将领

都在这里操练兵马，故而有“教场滩”其名。民国中期军阀马鸿逵曾在此修

建演武厅一处，后忙于战乱时期的强取豪夺没有正式启用便废弃了。教场

滩自明清时便成了埋葬尸体的坟场。目之所及风吹沙走、荒草摇曳，断碑残

碣，白骨遍野。陪伴亡灵的只有黄鼠、野兔、狐狸、刺猬，人迹却罕见。在收集

成书的《宁夏歌谣》中，就有“滔滔秦渠水，穷人血和泪。茫茫教场滩，穷人白

骨堆”的哀叹。

其次是恶劣的气候条件严重地制约了果树事业的发展。灵武园艺试验

场所在地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其特点是：春暖快，夏热短，秋凉早，冬寒

长。气候干燥，雨量少而集中，季风明显，蒸发量大；无霜期短，日照较长，昼

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只有 8.9℃，绝对高温却能达 41.4℃（1953年 7月 8

日记录），绝对最低气温竟为 -28℃（1954年 12月 28日记录）。该地区冻土

层在 70～100厘米之间。年约降水量 211毫米，多集中在 7、8、9三个月，冬

春雨雪较少；年蒸发量为 1849.2 毫米，是降水量的 8.9 倍；年平均湿度为

56%～60%。全年无霜期只有 154天，多年平均，始霜期约在 9月 28日出

现，最早为 9月 3日（1972年记录）；晚霜结束迟，多年平均约在 5月 4日，

最早是 4月 6日，最迟结束在 5月 22日（1959年记录）。年平均沙暴天数为

16天，发生时间大多为春季。光照充足，年平均日照为 3000小时，日照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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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68%，年辐射总量为 164千卡厘米。

无霜期短、天气寒冷、降雨量少等不利气候因素固然给果树事业发展

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但空气干燥、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灌溉条件便

利等得天独厚的有利因素，又促成了在该地区发展果树栽培有果实着色

好、含糖量高，花芽易形成、树体生长健壮、单株产量高且稳、病虫害较少

等特点。

就在这一片对果树事业发展有利有弊的不毛之地上，灵武园艺试验场

中来自 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广大科技工作者、管理人员和一线职工，在

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了一场历时 60年，几代人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大

开发、大革新、大创业的辛勤拼搏。正是他们的无私付出，才使宁夏人多少

年来魂牵梦萦的“大苹果”在塞上落户，并推广到全区；正是他们的艰苦奋

斗，才使昔日风沙肆虐、人迹罕至、白骨累累的不毛之地变成了一片郁郁葱

葱的绿荫。他们功不可没，当永志史册！

综观灵武园艺试验场 60 年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

阶段。

第一阶段是建场初期的小规模发展阶段（1951年～1957年）。

1950年 7月，原宁夏省建设厅正式行文筹建灵武园艺试验场。

1951年 3月启用公章，宣告成立。首任场长高嘉楹带领仅有的八九名

职工，把初接收时的 50多亩果园扩展到 66亩，又开发沙荒地 40亩作为苗

圃。经过奋力开拓，土地面积达到 106亩。当时的灵武园艺试验场虽只有果

园 106亩，却兼管着中宁、吴忠、灵武农场 3个果树试验点。

这一阶段虽在果园开发上建树甚微，但在本地区果树发展的定向、先

进栽培技术的推广、苹果品种的引进、科学试验等方面发挥了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的作用。成就的取得首先得益于组织上从 1950年起，陆续从全国各

地调来了梅林、魏象廷、江育杞、张自蓉等一批专业技术人员。这些同志从

水乡泽国或丰腴地区到荒凉贫瘠的大漠边缘后，并没有因生活条件艰苦、

环境恶劣而退缩，他们抱着矢志报国的决心，用视专业如生命的敬业精神，

做了宁夏果树事业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就后来被组织任命为园艺场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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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梅林同志来说，他一到灵武便着手对该地区果树发展情况进行调查，继

而面对种种不理解和刁难，手把手地教果农如何高接、芽接，如何科学管

理。而年轻的魏象廷老师则一头扎进苹果优良品种的引进和果树安全越冬

的试验中……

经过对灵武果树栽培环境的认真调查和果树生长期的各项科研后，专

家们提出了“主栽苹果，兼顾杂果”的果园发展思路。之后很快从西北农学

院引进了红元帅、黄元帅、红玉、国光、青香蕉、红星等苹果优良品种 95个，

并对其在本地区的栽培适应性进行了认真观察，选优劣汰，重点培育。还针

对果树生长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进行重点科研，如对果树安全越冬、病虫害

防治等课题的研究。实践证明，建场初期提出的“主栽苹果，兼顾杂果”的发

展思路既符合场情，也符合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市场供需现状，满足了广大

群众对大型优质果的渴求。科技人员针对性很强的科研活动和所取得的成

果，也为苹果走向全宁夏奠定了基础。

除苹果外，1963年前场科技人员从外地引进葡萄品种 102个，梨 37个，

桃 21个，杏、李、枣各 9个。向全区推广优质苹果品种 4 个，梨 12个，葡

萄 18个。

第二阶段是建场后的第一个大开发、大发展阶段（1958年～1966年）。

1958年，试验场为适应席卷全国的大跃进形势，开始了“迈出老园子

（指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接收的老试验场）开发大沙荒”的平田整地、兴修水

利建设。

首期工程是扩大了建场初期就成立的第一生产队的规模。在距老园子

600多米，隔着原东塔公社果园大队两个生产队的东北方沙荒地上开垦果

园 400多亩，并建成四号一级扬水泵站和与之配套的水利设施。在其境内

先设园艺中学，后建职工居住点。起初定名为第三生产队，后与仍在老园子

的一队合并，改称为第一生产队。

接着开发的是以教场滩地段为主的第二生产队。开发中的第二年

（1959年），大批浙江支宁青年抵场。在其后的岁月里，支宁青年成了开荒造

田、兴修水利、栽植果树的主力军。截至 1963年年底，开垦果园 508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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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苹果树 9000余株，并建成一级一号、二号、三号（二、三号泵站后撤销）扬

水泵站，一号进水渠和与之相配套的系统灌溉设施。场部在 1964年初也迁

到二队。该队遂成了全场的中心，并相沿至今。

1963年冬季，原灵武县委副书记白凤魁同志调场任党委书记。这一届

党委紧跟党和国家当时的发展形势，脚踏实地地在千古蛮荒的沙砾中、白

骨遍野的教场滩、举步维艰的乏牛岗上甩开膀子，大刀阔斧地干了一番“向

荒山要地，牵黄龙上山”的伟大事业。他们率领全场职工，在不毛之地上创

建了宁夏首个有一定规模的果树科研基地———灵武园艺试验场。

1964年春，场部由闭塞的老园子搬到新开发的二队。接着又在二队西

北方，以灵武县交来的果酒场为队址，成立了酒厂队（后并入三队）。成立之

初的酒厂队管理着从二队分割出的二队五区近 200亩果园和原果酒厂内

外近 50亩的果园及苗圃，并开挖了试验场第二条进水渠和与之相配套的

泵站。同年开始筹建第三生产队，先是沿教场滩中线向乏牛岗、锅底坑方向

自西向东修建了五号一级泵站，并穿越东塔公社园艺大队开挖了从秦渠直

接引水的第三条进水渠。

1964年冬，开展了在场最北端，原灵武至磁窑堡公路边开挖第三条进

水渠（俗称五号进水渠）和五号一级扬水泵站的工程。值得一提的是，开挖

五号进水渠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说它艰巨，是因其渠道长，土方量大，

渠的最深处距地面 30多米，且在冬季施工，早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破挖出

来的冻土层，一夜之后又坚硬如故，兼之国家粮食供应紧张，场里为加速工

程进度，对职工采取“以工分带口粮”的管理措施。当时的境况确实可用“饥

寒交迫”四个字形容。

为了完成当天的额定土方任务，有些职工动员非职工的妻女亲眷来共

同劳动；有的职工怕隔日土冻，晚上用仅有的棉被、大衣盖在新开挖的土层

上。不少职工挖断了锹把，压折了扁担，冻伤了手脚，累坏了身体……

这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一场鞠躬尽瘁的奉献！

随着五号一级进水渠及扬水泵站的建成，近千亩果园也在乏牛岗、锅

底坑地区陆续被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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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后，国家进入了动荡的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前兆已渐露端倪，

在经济建设的大范围内提得最响亮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而“大寨”精神最本质的东西则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其具体表现是“开

山造田，向不毛之地要粮”。园艺场又一轮更为艰苦的果园大开发，在这一

年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开发的目标最初选择在灵武城以北约 5公里的马场滩以东，场三队以

北，沿秦渠而下，直到距梧桐树公社荀桥大队不远的狼烟墩附近几千亩较

平坦、灌溉条件便利的沙滩上，并已在当年秋天开渠植树。后来，大概是受

那个年代备受推崇的“条件越艰苦越能显露英雄本色”指导思想和人力、财

力、物力缺乏的影响，园艺场主动放弃了这片各方面条件较为理想的土地，

而把开发重点转向了土壤贫瘠、沟壑纵横的乏牛岗、锅底坑腹地和东南方

的台地（即目前的三级灌区）。

自 1966年春季开始，首先开发的是二队二级和三队二级，并以全场职

工总动员、大会战的声势修建了二级泵站和二、三队二级果园的水利设施。

1966年秋季，场党委率领全场职工开始了规模最为宏大的一队二、三

级果园开发。在资金、技术力量都很匮乏的情况下，试验场自力更生地建成

了宁夏境内首座三级扬水泵站和当时区水利设计院只有刚引进的图纸，并

未付诸实践的 180米长的三级高架薄壳渡槽，从根本上解决了新开三级果

园的灌溉问题。这座渡槽至今已在场子东南边缘的台地上、烟洞沟西岸屹

立了 43年，并仍发挥着它的作用。

新开发的一队二、三级果园可栽植面积为 1800多亩，并首次实现了当

年开发，当年定植，当年冬灌。1969年，为了加强管理，党委又决定成立四队，

其管辖果园为整个三级地区和部分原属一队管理的 500余亩二级果园。

至此，园艺场 4个果树生产队分区管理。全场土地总面积 6775.9亩，可

栽植面积 5000多亩，“以苹果生产为主，兼顾其他杂果发展”的基本格局已

经形成。这一阶段是试验场最为艰苦的创业时期，也是发展最快、成就最为

辉煌的难忘年代！

1958年～1966年是场果园面积急剧增长，生产管理飞速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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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成就的取得，还得益于另外一个不可缺失的条件———扎实而又

认真开展的果树栽培科研活动。

1958年，区农科所成立园艺系，为了便于科研将该系设置在灵武园艺

试验场内。从 1958年到 1966年的 9年也是场科研力量最雄厚，科研成果

最多，果树科技发展最快的时期。当时在场从事科研工作的领军人物有：

“文革”后先后任区农科院果树所所长的梅林教授、魏象廷教授、张一鸣教

授，宁夏林校原校长张恩珍研究员、江育杞教授、张自蓉教授、区中美研究

员、高尔谦研究员、喻菊芳研究员，原林业厅果树站站长陈邦俊研究员，以

及陆续分配到果树系的很多搞专业技术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这一大批科技

工作者是宁夏果树界的元老。他们的科研成果，对促进自治区果树事业的

发展，填补自治区果树科技空白，起了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

这一阶段重要的科技成果有：果树引种试验、病虫害防治试验、蔬菜引

种及栽培试验、果树高接换种试验、苹果树修剪试验、沙荒地幼树适期结果

试验、果树安全越冬试验等等。尤其是果树安全越冬的试验成果，使果树走

向全区成为可能。可以自豪地说：没有灵武园艺试验场，没有当年场里取得

的各项科研成果，就没有宁夏果树蓬勃发展的今天。

截至 1966年年底，全场除设有三科一室的场部机关和 3个果树生产

队外，还设有为大田生产服务的机务队、主管全场畜牧业的畜牧队（除场属

猪场、羊场外，各果树生产队都有自己的猪场）、基建队（排）、商店、理发店、

幼儿园、医务室等一应俱全。为了给自治区提供果树技术人才，场还在此阶

段两次办园艺中学。共有近 200名学生从这里毕业，其中很多学生为各地

区果树事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举办面向全自治区各大园艺场、果树

技术推广站、林场、农场的果树培训班三届，还不时零星接待各场派来的短

期学习人员。办附设初中班的子弟学校一所，从根本上解决了职工子弟就

学难的问题。灵武园艺试验场此阶段已发展成为自治区内各项功能齐全的

园艺大场。

在这个阶段全场工人也由 20世纪 50年代的十几、二十几个人陡增至

最多年份的 305人。其中人数最多的是 1959年到来的浙江支宁青年，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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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灵武、吴忠两地的社会青年。这几百人来自全国 21个省、市、自治区。他

们春、夏、秋开荒造田、挖大渠、栽树育苗、修水利，冬天则拾粪、割麻黄为场

创收。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他们任劳任怨，作出了超常的奉献！有的人还

为果园建设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是园艺场大发展阶段的主力军。回

顾这一段历史，还要特别提及老场长、著名园艺专家梅林同志和副场长、生

产科科长王英同志。他们的脚步踏遍了场的每一寸土地，目光注视着这片

土地上生长的每一棵大树、小苗，为事业发展鞠躬尽瘁，为场子未来殚精竭

虑！而今我们只有用“重振园艺场昔日雄风”的实际行动来告慰他们的在天

之灵。

一道葱郁的绿色屏障在灵武东郊荒凉的不毛之地上悄然兴起，它使水

果之乡的灵州焕发出更加绚丽的风采。

第三个阶段是“文革”期间的缓慢发展阶段（1967年～1978年）。

众所周知，自从“文革”开始后，全国各行各业都出现了萧条，甚至停滞

倒退的局面，灵武园艺试验场也难以例外。但值得庆幸的首先是，由于果树

生长的自然规律，全场相当一部分果树这时已进入结果期，有些已是盛果

期。1966年～1971年，场水果年产只有 20万公斤，1972年猛增至 64.7万公

斤，1972年～1977年的年均产量也只有 100万公斤，1978后则达到年均产

量 175万公斤，加之当时苹果供小于求，市场紧俏，苹果价格较高，多年来

靠国家资金投入的灵武园艺试验场开始逐步迈入由自负盈亏，转而向财政

上缴利润的良性发展时期。其次是全场职工在党委的领导下，坚持了果园

的正常管理。“文革”是一个“开会游行喊口号，揭批揪斗打砸闹”的动乱时

期。而园艺场职工除了必须得应付的政治活动外，则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灌

水、兴修农田设施、对果树的精细管理和果园开发的后续工作上。“文革”期

间全场果树没有撂荒，水果产量还能稳步上升。这是全场职工坚守岗位、辛

勤劳动的结果。再次是“文革”期间场科研工作仍能持续开展。“文革”伊始，

书记、场长被罢免，并被残酷地揪斗，科研工作者则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

的帽子接受批判。但场绝大多数科研工作者被批斗后，随即抹去脸上的泪

痕，换上工装，夹着工作日志刚强地走向果园，走向自己所钟爱的科研岗

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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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因为他们坚信“乌云过去后，必定会迎来红红的太阳、蓝蓝的天”。

“文革”期间主要的科研成果有：苹果树安全越冬试验日趋成熟，并作

为成功科研成果向全自治区推广；《苹果叶病防治研究简报》获区科委科技

成果奖；喷灌防霜试验获区科委三等奖，为宁夏果树避免晚霜冻闯出了一

条新路。从 1964年到 80年代初，场科研人员先后从外地引进优良苹果品

种 60多个，经多年筛选，推出适合我区栽植繁育的品种 30多个，并开始选

育宁香等优良株系。1973年，从第三批杂交实生苗中获得的宁秋（原代号

70-3-2），经中国果树研究所 1981年鉴定后认为是“优良品种，大有发展前

途”，并获区科委三等奖。本阶段适宜于大田果树生产的修剪技术，也在引

进和筛选中逐渐定型，并推广到全区。

第四个阶段是“三中全会”以后的兴旺阶段（1979年～1991年）。

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场年平均水果产量 175万公斤；进入 80

年代中后期，年平均水果产量 390万公斤，年均创利润近 30万元，尤其是

1989年，水果产量猛增至 1400万斤，年创利润 92.86万元，并开创了外向

型经济，苹果打入国际市场。10年中累计出口苹果 476.09万公斤，创外汇

56万美元，打开了宁夏水果外贸紧闭的大门。

截至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全场实有职工 670人，专业技术人员 48

人，其中高级农艺师 1人，农艺师 4人，助理农艺师 2人，会计师 1人，助

理会计师 1人，中学一级教师 6人，小学高级教师 2人，初级技术人员 26

人。2007年，园艺场移交灵武市管理，职工人数为 319人。专业技术人员有

高级农艺师 1人，园艺师 1人，高级林工 162人，中级林工 151人，初级林

工 6人。

场部机构建制也由原来的三科一室扩编为生产科、供销科、计财科、保

卫科、办公室、工会、妇联、纪检组，下设 4个果树队及汽车队、建工队、医务

所、商店、食堂、招待所、果品加工厂、子弟学校等单位。

外部门驻场机构有：264微波传送站、地震台、农行园艺场储蓄所、果品

公司果窖等。

在苹果生产进入兴盛时期的 80年代，科研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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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科研项目有：苹果新品种培育。该项科研最早开始于“文革”时期，经

场科研工作者 10多年的辛勤培育，于 80年代经区内外专家鉴定，成功地

育出了宁秋、宁香、甜国光、宁冠、宁锦、脆苹等 6个品质优良、适合本地区

栽植的抗寒、丰产品种。

另外，在优质苹果引种、核果类水果引种、葡萄优良品种引进等方面，

也有突破性进展。这些引进的各类水果新优品种填补了宁夏果树发展史的

空白，丰富了宁夏果品花色。尤其是园艺场在 80年代中期首次从辽宁前所

果树农场引进的 2万多株红富士、新红星苹果树苗，为富士苹果在宁夏落

地生根翻开了首页。

整个 80年代场果树科研的涵盖面大大拓展，其研究逐渐涉及到大田

管理的每一个环节及果品的贮藏、保管、保鲜等方面。

这一阶段主要的获奖成果有：M9矮化中间砧苹果树合理密植、优良苹

果系列引种试验、苹果大面积栽培推广、沙荒地苹果乔化密植试验、国光苹

果喷钙防治苦豆病试验、苹果小卷叶蛾的生活史及其防治试验、苹果塑料

袋抽气贮藏、保鲜技术的应用试验等。另外，场栽培的金冠苹果，1985年获

农牧渔业部“全国优质产品”称号；场栽培的葵花、胜利两个苹果新品种，在

1984年的新品种鉴定评比会上均获第一名。

进入 90年代，由于受苹果树大小年现象的制约，苹果产量急剧下降。

尤为惨重的是，1991年 5月 1日夜间受平流霜的致命打击，前一天还色彩

绚丽的果花，一夜间竟像被开水汆了一样蔫了下来，当年水果产量不过近

百万斤而已。再加上受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和大部分老果园开始逐渐走向

衰退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场子在经营管理体制上所固有的计划经济时期留

下的弊病也显露出来，以致走到了非改不可的境地。场领导此时工作的重

点也转入了“果园承包到户”改革的准备阶段。

这个阶段还有一件必须要提及的大事是 1985年一队试行的果园承包

到户改革。这次抽点试验虽然准备仓促、历时短、经验不足、承包方案不完

善，但通过一年的实践，却明显体现出了承包后个人收入明显增加、为取得

经济效益承包人对果园的投入也大有增加的优点，同时还保证了场承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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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的额度。1985年正值果园的兴旺期，苹果的市场价格也很高，职工亦有

承包积极性，如果能抓此机会继续推而广之，可以想见场改革工作的成效

就更加明显了。

第五个阶段是果园承包到户的改革阶段（1992年～2007年 6月）。

可以说，园艺场从 1993年开始的承包到户改革是势在必行。其原因之

一是：自治区成立最早的果树单位是灵武园艺试验场，多年来职工们经常

以建场早、技术力量雄厚、品种多、产量高而自豪，孰不知进入 20世纪 90

年代后，这些原有的优势已逐步转化为劣势，有些还压得场喘不过气来。原

因之二是：由于受吃大锅饭的影响，有些职工不安心在果园劳动，便想方设

法向非一线单位挤，而且是能上不能下。一线职工则怨气难平，随之便出现

了很多负面效应，这就严重地制约了场子的发展。细查其根源，则是场自身

的体制问题。解决现有体制的唯一办法是只有走“果园承包到户”之路。

果园承包到户的进程。1992年初夏，场派有关人员到区内各大果树场

考察、学习改革经验。当年 11月 7日，场领导组织科室负责人、技术人员在

陶灵分场进行承包改革的讨论酝酿，并初步拟订了方案讨论稿上报农业厅

审批。1992年年底，在农业厅张立志厅长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园艺场果园承

包改革问题”专题党组会，并作出了加强在职工中的宣传，广泛征求意见，

修改后再报的决议。从 1993年元月开始，一场广泛宣传、认真听取意见、反

复修改方案的工作便开始了。与此同时，场组织由生产科、计财科牵头，全

场各队队干、财务人员参加的测产、测算、搭片、抓阄工作也陆续开始了。农

业厅 4月初批回了再次上报的《承包方案》，至此场内的抓阄已基本结束。

改革是一条充满荆棘、艰难曲折之路，园艺场的改革更是如此。鉴于存在着

一些问题，对此场在每 4年承包到期重签合同时，也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进行了逐步调整。

承包后的场科研工作，也放在了优质核果类品种、葡萄和先进果树技

术的引进及推广上。2002年 3月 1日，场邀请著名果树专家魏象廷、喻菊

芳、陈邦俊、王春良、赵世华、苏东岩、唐世雄等先生在场召开“老果园更新

改造及新品种开发示范基地”专家论证会。经反复论证，专家们一致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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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果园改造应以发展品质优良、市场看好的灵武长枣、红提葡萄为主，以调

整和优化种植结构、发展特色优质高效果品产业为目标，带动全场走出低

谷，从而提高职工收入，实现果树事业的稳定发展。专家们还建议：在发展

规划上，从起步开始，就要考虑项目的拓展要和生态旅游结合起来，开发新

的经济增长点；在技术操作上，枣树要注意合理密植矮化管理，红提葡萄要

选择嫁接苗，因其有利于越冬保苗快速成园。沿着这一方向，场科技人员从

灵武市新华桥、梧桐树、东塔乡、五里坡等地引进本地优质长枣苗 12万多

株，栽植面积达 1200亩，并一律实行矮化密植，当年成活率就达 95%以上。

枣树定植后，科研人员又结合本地实际，从外省、区引进了诸如整形修剪、

保花保果等方面的先进管理技术。目前，全场已栽植灵武长枣 3000亩，取

得了 4年生枣树精品园亩产 1400斤的良好效益。在 2006年灵武市成立的

行业协会灵武长枣协会中，场担任技术领头单位，园艺场生产科科长杜玉

泉还被选为协会常任理事。

如果说灵武园艺试验场在 20世纪 50年代定位发展的是从外省区引

进的苹果，而进入 21世纪后，定位发展的却是当地的灵武长枣。可以说苹

果和长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其品质优势和市场优势，而灵武长枣更能

彰显其地方特色和区位优势。发展长枣产业是园艺场全体职工在场移交灵

武市管辖之际，献给市党政领导和全市人民的一份厚礼。

第六个阶段是园艺场重振雄风的二次创业阶段（2007年 7月以后）。

特别是 2007年 7月银川市新任命的，以副书记、副场长段怀君同志

（2009年 12月，段怀君被银川市市委、市政府任命为党委书记兼场长）为首

的党政一班人到位后，他们认真地审视了园艺场的发展势头，缜密地思考

了场的发展前景，并根据灵武市实际和周边地区快速发展的形势，提出了

集“生产科研、观光旅游、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工作目标。这一目标不仅符合

市情、场情，也符合 2002年 3月 1日专家论证会上对场发展前景的定位。

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党委对今后的发展进行了全面布局：一是提出

了“一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出成效”的奋斗目标；二是确定了“科技

兴场、生态立场、特色建场、项目强场、产业富场”的指导思想；三是制定了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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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间后 3年（2008年～2010年）的发展规划，并明确了每一年度

的工作重点；四是完成了 2008年～2009年富民强场的 16件大事。在工作

实践中，园艺场实行了党委成员分工负责制和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在工

作落实上，党委还对每年各项工作按季度进行了量化、细化，做到了三年工

作有规划，年度工作有计划，季度工作有重点，每月工作有安排，形成了重

点工作重点抓，各项工作全面抓的工作机制。

截至 2009年年底，灵武园艺试验场已突破维持了 40多年、6000多亩

果园面积的老格局，形成了一万亩绿色屏障连成一片的壮观景象。且看那

昔日莠草稀疏的荒野，今日竟被装扮成画廊亭阁屹立、碑林奇石相间、湖塘

波光粼粼、沟渠四通八达、林木盈盈生辉的文化生态园林。园艺场确实变

了，昔日的荒漠，今天竟变成蕴涵着“未来必将光彩熠熠”的生态旅游资源，

变成了灵武市城东部一道既有防风功能，又有经济价值的亮丽风景线。更

值一提的是，广大承包职工已经从这两年园艺场的大建设、大发展中，获得

了经济效益，2009年全场职工人均收入首次突破了万元大关，而且光辉的

前程还在等待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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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20世纪 40年代到 21世纪初大事记

40年代

1949 年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灵武，从此灵武人民获得

新生。

50年代

1950年 10月，李有信正式接管试验场。

1951年 3月，灵武园艺场试验场正式成立，隶属宁夏省建设厅。

1951年 4月，建立第一生产队。

1951年 5月，由陕西西北农学院引进苹果苗。

1952年，成立果蔬（苹果、蔬菜）研究室。

1952年，参加全省农业展览会，园艺馆为园艺场专办。

1954年 4月，遭特大晚霜袭击，冻死 80%果树。

1955年 5月 25日，当地最低温度 -5℃，果树露出地面的枝条被冻死。

1955年 4月，解决了幼龄苹果树越冬管理的问题。

1956年 1月 5日 ~14日，灵武园艺场参加了甘肃省第二届国营农场技

术会议，出席代表为梅林。

1956年 5月 24日，遭特大冰雹袭击，园艺场直接损失 1412元。

1956年 8月 11日，西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原芜州来园艺场视察。

大

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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