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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七．^-
月IJ 百

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事记》(以下简称《兵团大

事记》)是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批准，由

史志办公室编纂的。它主要记述了1949年至1992年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屯垦戍边事业中所发生的比较重

大而又有意义的事件，着重辑录了1954年兵团成立之

后，在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

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史

实。它是兵团事业的一部历史资料，它为兵团的“四化弦建

设，为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了解兵团、研究兵团、开拓屯

垦戍边事业提供依据和借鉴。

二、《兵团大事记》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的精神，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注意保持历史原貌。

三、《兵团大事记》上起1949年10月，下迄1992年

12月，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农垦事业奠基时期；

兵团成立，建立正规化国营农场时期，兵团事业大发展时

期，“文化大革命"兵团事业受挫时期；兵团撤销，农垦总

局管理时期，兵团恢复，新疆农垦事业振兴发展时期六个
】



郡分。

四、为了准确地反映40多年兵团发展概况，我们在

《兵团大事记》中，以兵团党委的活动为中心，以党领导的

各条战线的主要工作为记述范围，凡属结合兵团实际，贯

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过程中提出的新思想和做

出的重大决策，取得的重大成就(包括政治、经济、文教、

科技、党建等各个领域)都加以适当反映。《兵团大事记》

主要内容包括：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委对兵团工作

的重要指示和决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有关部门

领导同志来兵团进行视察和讲话摘要；中央和自治区有

关兵团的重要史实，兵团党委召开的重要会议和所作出

的重要决策；兵团领导同志的重要活动和讲话摘要；兵团

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文教、科技、卫生体育、群众团

体等方面的重要事件和重大成果；兵团经济建设重要统

计数字和重点工程建设进展情况；兵团领导同志进行的

国际交往和外事活动等等。

五、《兵团大事记》采用时经事纬，以编年体为主，辅

以记事本末体例。其条目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

排列，缺乏具体日期的条目放在月末或年末；一事延续多

日或跨年的，则记其开始日期，述其始末，以保持其连续

性和完整性；事件日期不详者，以月表述，凡同一日发生

的数次事件，在首次标明其El期后，其余皆用“同El’’表

述。每条资料前的日期，多指此事发生时间，有的是见报

或行文时间。

六、书中的计量单位，除耕地仍沿用“亩’’以外，其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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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采用公制。各年份价值指标凡未加说明的，均按当年

价格计算，发展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

七、书中涉及到的领导人只记载正师(正厅)级以上。

逝世人物记载兵团司令部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以上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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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
一／农垦事业创业奠基时期

(1949年10月"-'1954年10月)

1949年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历史，从

此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仍在中南、

西南、西北广阔的战场上继续作战，向尚未解放的地区挺

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的指挥下，经过艰苦奋战，歼灭了国民党政府军的西北主

力部队，解放了陕、甘、宁、青四省。但占全国领土六分之

一的新疆尚待解放。当一、=兵团二、六两军挺进到甘肃

酒泉直叩新疆大门时，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

疆省政府主席兼新疆保安司令包尔汉，率新疆军政人员，

分别于9月25日、26日通电起义，实现新疆和平解放。9

月28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慰勉陶峙岳将军、

包尔汉主席及所部全体将士和政府人员，对他们的爱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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