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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北疆农业物资供应总站(以下简称供应站)从兰新铁路终

点站新疆军区生产兵团武威转运站始建至1988年，已历时35年。

在这漫长的时间内，供应站为兵团工、农业转运生产物资和生活资

料，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物资管理工作中取得不少成绩和经验，供

应站的历代职工并为此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奉献。为激励今人，教育

后人，推进供应站的经济改革和继续做好物资储运工作，更好地为

“四化”建设服务。我们根据自治区党委开展编纂地方志工作的精

神，决定真实地记录这一段历史。

1986年4月，经供应站领导研究决定，成立站志编写领导小

组，小组成员由何非、余杨迪、赵守国、陈述华等组成，1986年7月

开始搜集资料和编写工作。

《兵团北疆农业物资供应总站志》(以下简称“站志”上限自

1955年，下限至1988年。
’

几十年来，由于转运站随兰新铁路的不断西延而频烦迁站，至

1964年4月，迁至乌鲁木齐北站后，始成立兵团乌鲁木齐供应站．

并设置科室。但1966年以后又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档案资

料多有丧失：虽经多方采访老同志有所补充，然而缺少文字记载，

尤其对具体物资供应数字提供的很少，故1970年以前站志内容较

略。

1975年供应站撤销移交地方。所以1976年至1978年没有记



述。

本志于1987年10月写出初稿后，得到兵团物资局史志办的

同志和有关处、站领导传阅，提出不少修改意见，特别是兵团史志

办公室请李志远、梁德元两同志审阅，具体指导修改。经过修改并

增加了1986年至1988年的内容，写出第二稿，后经物资局史志编

纂小组的修改，写成第三稿，第三稿(送审稿)经兵团史志办公室介

绍送华夏地方志研究所审改后，再次修改出版的。但因编撰水平有

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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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供应站位于乌鲁木齐火车北站南侧。占地面积28万平方米。

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物资局的一个生产物资储运部门，为独立核

算的全民所有制企业。1988年底，全站有职工2,t7人，连同职工家

属等共有人口691人。拥有大型仓库18幢计10 800平方米，货棚

3幢4 900平方米，地下保温仓库1幢1 056平方米，站台敞棚

7 200平方米，露天货场15万平方米，站台12 000平方米，铁路专

用线650米；有装卸运输机械26台件，其中：大小吊车5辆，大小’

叉车10辆，各种汽车11辆；职工住房和福利设施16 000平方米。

兵团转运站从兵团成立起就是一个为全兵团工业、农业、畜牧

业及其他行业转运生产物资为主要任务的单位。1959年12月以

前除转运从关内购进生产用物资外，还承担兵团从关内购进生活

用品的转运工作。1966年4月，开始办理物资保管、调拨、财务结

算、合同管理、检验索赔、催货、押运等业务工作。

1970年1月，由于上级物资管理部门精简机构，供应站承担

了大型农机具、农机配件、汽车配件、工矿配件、二类机电等物资申

请计划的编制、订货、分配、参加物资交流会等资源组织和管理工

作。

1983年2月企业整顿后，供应站原经营管理的物资计划、调

拨、财务、合同、催货、押运等工作对口移交兵团物资局各公司。供

应站由综合经营改为单项储运经营，物资索赔业务至1988年底仍

由供应站代管。

供应站长期以来储运的物资主要有：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建
1



筑材料、轻工产品、化工产品、一类机电、二类机电、大型农牧机具、

农机配件、工矿配件、粮油棉机械配件、气象仪表、水工仪表、农药、

化肥及进口农牧加工机械等。

1983年以后随着物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供应站除完成兵

团物资局经营的物资储运外，还承接了外单位生产用物资、日用百

货、农副加工产品和矿产品等各类物资的装卸和外运工作。

供应站前身是新疆军区后勤部兰新铁路临时终点站办事处

(转运站)。1951年至1954年为新疆军区部队接转军需物品及物

资5万多吨，1955年兵团成立至1988年底(缺1975年至1978

年)共为兵团接转物资440万吨；从1980年至1988年，9年中对

外装卸物资124万吨，占供应站9年中总装卸量248万吨的

50％。供应站全体职工用自己艰辛的劳动完成了这样大量的物资

装卸、保管、发放、维护工作为促进新疆工农业生产，发展交通运

输，繁荣新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建设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改

善人民生活，增进各族人民团结，巩固祖国边防等都作出了积极的

贡献。

供应站除完成本身的物资储运任务外，还积极创办各种社会

福利设施，为当地居民服务。1964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供

应站发扬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先后办起了学校、商店、露

天电影院、饭馆：医务所、旅社、澡溏等，并打了一口机井，除为供应

站职工服务外，也面向社会，为北站地区广大群众解决了困难。受

到了北站地区各单位的欢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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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55年．

1月 新疆军区驻兰州办事处抽调人员赴武威组建兵团兰新

铁路终点办事处，由兵团物资供应处代管。 ．．

2月 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驻武威办事处成立，郑天钦

兼主任。

二、新疆军区驻兰州办事处保运科迁武威火车站。隶属武威办

事处领导。改名为生产兵团物资转运站。

12月 兰新铁路通车至张掖，物资转运站由武威迁张掖火车

站。
、

"1956年 ’’‘

10月16日 转运站由张掖迁至玉门东车站。

1957年

3月7日 晚玉门东站天气突然降温，提货员方学均与来站

检查工作的贺肖谦及通讯员等4个乘汽车去火车站抢提零担疫

苗，返程时忽起大风，能见度低，方向难辨。方与贺下车找路时被狂

风吹离汽车，迷失方向，两人互相拉紧不放，随风逐流沿公路走。风

停后，管理员马守武带入连夜寻找，至8日凌晨2时许在离转运站

lO公里的公路养道班房找到，方学均受冻，高烧至39．5度。

7月 转运站迁至峡东车站，与兵团办事处合并为兵团物资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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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站，承担接待兵团进出疆职工家属食、宿和物资转运工作。

1958年

、5月 人员精简，办事处与转运站仅留职工25人。

6月 兵团商业处车队实行双班制，人停车不停由乌鲁木齐

市至峡东调运商品，直至9月底，转运站职工为其昼夜服务。

11月 一、兵团商业处转运站成立。该处新订货合同由该处

转运站接收，已订未到货合同仍由兵团物资转运站代管。

二、转运站由峡东迁至红柳河车站。

1959年

2月 兵团驻兰新铁路终点站办事处恢复。物资转运站行政

管理隶属办事处，业务由兵团物资供应处领导。

3月 转运站由红柳河迁至尾垭火车站。

6月 兵团物资供应处从汽车队抽调依法3．5吨吊车一辆来

尾垭，自此转运站才有了自己的装卸机械。

12月 物资转运站将生活用品转运工作全部交给兵团商业

处转运站。 ·

4

1960年

3月 转运站迁至哈密火车站。

8月23日 转运站迁至善鄯火车站。

11月30日 转运站迁至吐鲁番火车站。

? 1961年 。．

1月 转运站被自治区评为1960年支农红旗单位。马守武参



加了自治区召开的颁奖会。

3月 由火车运来1台兵团铁门关电站订购的电力变压器，

净重83吨，因无大吊车，变压器在车皮上压了7天无法卸下，后经

转运站从铁路钉道队借用枕木垫到与车库同等高度，然后用手动

葫芦把变曼爨控出阜皮。

4月28日 转运站迁至盐湖车站．

7月 转运站派人去霍尔果斯接由波兰进口的15吨吊车，这

是转运站第l台重型吊车。

1962年

3月 由关内运进硫酸铵200吨，车站按危险品运至20里店

车站，转运站及办事处组织职工50多人前去卸车。

8月27日 机运处盐湖中转站将所管理的大型农牧机械移

交兵团物资转运站。

8月28日 驾驶员陆泽浦在为东方红——54拖拉机加水时，

驾驶室内因有人摆弄排挡，使机车走动而被压成重伤． 。

1965年

6月13日 转运站迁乌鲁木齐火车西站。

’

1964年

4月1日 兵团乌鲁木齐供应站成立，下设党委办公室、供应

科、储运科、总务股、并开始办理物资储存、调拨、在途管理工作。

1965年

9月 站领导批准由家属组成集体所有制物资装卸队。

10月1站子校建成开学，招收小学一年级学生3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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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

4月27日 兵团供销部决定将原物资供应处经营之生产资

料结算业务，自5月1日起，由供应站办理。

1967年

3月31日 兵团供销部决定，为便于管理，将天山百货大楼

所属北站门市部，包括人员、商品、设备移交农业物资供应站经营

管理。

4月28日 供应站40多人乘解放汽车去参加自治区在南门

体育馆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大会。车行至明园石油学校后门马

路时，因人多道路阻塞而停车，装卸班长张明昌下车时被人从后面

用石头打在头部，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1969年

4月 兵团供销部批准供应站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12月20日 兵团后勤部临时党委批准供应站成立计划科。

12月26日 兵团后勤部临时党委批准供应站成立政治处。

1970年

2月 兵团决定工交部供应站划归物资供应站领导，定名为

物资供应站第二仓库。

11月 兵团决定将兵团大河沿转运站划归物资供应站领导，

定名为物资供应站第三仓库。，

12月 兵团决定兵团驻西安转运站划归物资供应站领导。

1971年

8月14日 第三仓库整改，兵团后勤部副部长李朝选，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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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副部长黄宗邦及生产物资供应站，运输管理总站领导，供应站副

政委赵志存及科室人员10人，前往大河沿进行整编工作。三库改

名为物资供应站大河沿转运站。
4

+，

10月 供应站第1次派人参加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农机配件

订货会。 ，

1912年

5月 大河沿转运站失火，烧毁旧电缆10 199米，价值17．5

万元。

lO月 供应站内建成451平方米浴池l座，解决了职工、家

属的洗澡问题。
。

1913年

3月 一、政委王德玉带领工作人员去华北、京津、东北、华

东、华中等地区催货求援。 ‘．‘’

· _。

二、部份农业师遭到虫灾，急需农药，西安转运站接到兵团供

应部电告后，领导及职工抓紧时间进行催货工作。虽然有的工厂没

有原粉，铁路发运困难，但在西安站人员反复与有关工厂，铁路部

门联系下，终于在短期内将410吨农药及时运回新疆，支援各师消

灭了害虫。 - ’

t

“

6月 农二师小麦拔节吐穗急需化肥时，大河沿转运站主动

向生产资料站联系，转借尿素206吨，又在计划外给该师化肥150

吨，有力地保证了该师小麦的丰产。 ；’
·。

●。

】974年 ．

7月 站党委发动职工铺填露天物资货场42 075平方米，拉

运砂土4 676立方米，倒运货物2 550吨，挖砌货场渠道280米。‘
‘

11月 站生活区砖砌围墙1 440米完工。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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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

8月 根据中共中央批准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制供应站

与自治区物资局协商财产移交问题。并继续办理原兵团物资收发

，业务，直到办完为止。 r

9月 供应站购买了甘光二型35毫米放映机1台，开始在食

堂为群众放电影。

1978年

9月 供应站划归自治区农垦总局领导，更名为自治区农垦

总局物资供应总站。

1979年

2月13日 工人张吉巨在供应站货场铁道西门执勤时被火

车撞倒，当即死亡。由铁路、五金、棉麻、纺织仓库付给抚恤费1 400

元。

9月28日 供应站知识青年劳动合作社成立。

1980年

9月28日 供应站全部更换铁路专用线水泥轨枕。

1981年

2月28日 工人王延兵在站台装原木，挂钢丝绳时，因木材

下滑被压重伤，送医院医治无效于5月死亡。

．6月12日 由总局基建处，物资局，第二运输公司，农工商联

合总公司共同商定：原属供应站的铁路转弯三角地，由总局第二运

输公司和总局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共同使用。

8月 供应站接待南斯拉夫工程技术人员，并陪同前去．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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