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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9

序 一

庞德润

‘三-I-团志》是一部珍贵的再现三十团39年来光辉战斗历程的志书，是一部激励下一代发

奋进取的教科书。她的问世是三十团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有幸邀我作序，倍感欣慰，谨此

致于衷心的祝贺。

我是1965年调孔雀四场任职，1981年调职于石河子市委，在三十团生活工作了十六个春

秋，我非常热爱这片热土，但更思念在枪林弹雨中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支

边青年和转业军人。虽然离开团场多年，怀念之情依旧浓浓。在我四十九年革命生涯中，在三

十团工作的时间就占去了三分之一，这是我知识、经验、精力最佳工作时期，也是一个风风雨雨

极其曲折艰难的创业时期，更是农场发展前途命运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团党委一班人团结

进取，同心协力大刀阁斧进行农业技术革新，尊重科技，推广科学种田。第一，不断总结经验。找

到在重盐碱地上植稻治碱洗盐的科学办法，为改良土壤开辟了新的途径。第二，在四连大胆进

行了科学实验，突破了稻茬地植棉的禁区，在重盐碱地上稻茬地植棉获得成功，这一农业技术

上的重大革新和创举，使棉花产量有了新的突破。第三，大胆进行条田改建，注重清淤挖排，为

降低地下水位，修建了扬排站，使灌水有来路，排水有去路，大大提高了土壤脱盐效果。第四，大

胆推行水稻航播新技术，不仅为水稻适时播种创造了良好条件，而且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同时还降低了生产成本。

。文化大革命"后，团党委认真执行贯彻党的政策，落实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

案，使懂生产、会管理、善经营的老干部复职后焕发了活力。使团场很快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发展轨道。生产的发展，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使全团职工看到了农场

的希望，团领导和机关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逢年过节为职工顶班劳动，生产关键时节参加夜

班劳动，干部不谋私利，同职工群众和睦相处，关系融洽，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群众的劳动热情，

使生产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强劲势头．1976年我代表三十团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工作会议，

在会上三十团被授予“先进团场一称号。1979年三十团创造了2．4万亩长绒棉单产超百斤的高

产纪录，我再次出席了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在会上介绍了三十团植棉先进经验，在中央首长李

先念的工作报告中得到了充分肯定，并受到李先念的接见，这是三十团的光荣。

星转斗移，日月交辉，历史毕竟已过去，在此我真诚的祝愿今日的三十团广大职工在团党

委的正确领导下．同心协力，奋勇向前，争取更大的辉煌。

199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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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蒋国华

《三十团志》在上级领导的热情关怀下，经编辑人员几经寒暑多年的辛劳耕耘，终于在新中

国成立50周年前夕付梓问世了，这是我团政治生活中一件大喜事，对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修志是一项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的系统文化建设工程，志书起着其他书籍所

不能替代的资治、教化、存史的重大功能作用，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新方志更是承上启下、继往开

来、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国情书。《三十团志》全面、具体地记述了我团地情社貌及各个时期兴

衰变迁、革故鼎新的历史发展轨迹，她必将对团场今后两个文明建设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

响，为后来领导者对团场两个文明建设的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并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良

好的教材。

三十团这片热土是我工作和生活的第二故乡。60年代中期我响应党的号召，从江苏农学

院毕业后分配来到这里，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使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产生了眷恋之情，更同

这里的广大干部职工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同时三十团人以其朴实纯厚的品质及无私奉献的精

神教化培养了我。80年代中期，时势把我推到了团的领导岗位，老一辈军垦人开创的基业怎样

发扬光大，使其再上新的台阶，使我深感肩上的压力和历史的责任重大。值得欣慰的是在党委

领导班子的共同努力下，认真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团场的实际

出发，不断深化企业的内部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充分挖掘潜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不断调

整产业结构，使团场的经济实力不断壮大，职工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沧海变桑田，三十团军垦两代人发扬兵团精神，团结奋斗，拼搏

进取，谱写出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篇章，在这里借《三十团志》的付梓问世，我衷心的祝

愿，三十团广大职工群众在新的党委领导下，继续发扬兵团人的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精神，再造

三十团更加美好壮丽的辉煌。

199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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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姚培华

《三十团志》经过编撰人员两年多的辛勤笔耕墨耘，终于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

年、澳门回归祖国、举国同庆贺全民欢腾之际付梓成书，意义非同寻常。也是为庆祝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成立45周年献上一份贺礼。

盛世修志。史志工作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

毒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三十团志》是全团职工团结进取艰苦奋斗
的创业史，是凝聚全团职工心血的结晶。她翔实地记述了三十团的自然风貌、历史演变及各项

事业发展的资料性著作。总结了三十团建场39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为今后的发展提供

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和决策依据。

掩卷闭目，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三十团是我第二个故乡，从1960年踏上这片热土已工作

生活了整整40个春秋，亲自经历了农场革故鼎新。40年在历史长河中仅是弹指一瞬间，但在

人生的旅途中却是漫长的。回眸过去，正视现实。三十团经过9届党委，9任领导班子和两代军

垦人的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在万古亘荒上创建了一片绿洲。

沧海桑田，纵观三十团的生产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1958--1965年为初创阶段；

1966--1975年为滞后徘徊阶段；1976—1982年为上升发展阶段；1983--1996年为高速发展阶

段。从建场初期只有13个建制单位，总人口1647人，播种面积3．8688万亩，年产粮食

2723．05吨的农场到1996年已发展成为拥有33个建制单位，总人口11075人，职工5117人。

占有国土面积65．47万亩，耕田面积6．465万亩，果园面积0。534万亩。各种防护林0．7036万

亩，牲畜1．0084万头(只)，机械总动力10655千瓦。固定资卉净值1902．1万元，社会总产值
13264万元，其中：工农业总产值11140万元。财务经营利润2718．58万元，实现净刺润

1244．24万元，上缴税金156．31万元的以农为主、农林牧副、工交建商、科技文教卫生事业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型国营农场。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

动力’’，广大职工在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一马克思主义

论断的无比正确。

历史将我推到了三十团领导者的岗位，深感为官一任应造福一方，自知肩负的重任。动力

源于压力、机遇与困难并存。我们正处在深化改革的年代。新一届的领导班子将更紧密地携手

奋进，以历史为镜，从团场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因素，注重发展，不断深化企业内部改

革，转换经营机制，挖掘潜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为实现全团奔小康再

创佳绩。

借《三十团志》付梓问世之机，谨向垦荒建场的老军垦致以崇高的敬意。衷心感谢你们为农

场建设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无私奉献的创业精神，向来自祖国各地的支边、转

业到农场投身建设的同志致以真诚的谢意。由衷地感谢你们无怨无悔、不懈努力的执着精神f

向年轻的一代致以殷切的期望。衷心祝愿你们接过前辈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继续弘扬兵团精
神，团结奋进继往开来，共铸三十团辉煌的丰碑。

1999年6月



凡 例 12

凡 例

一、《三十团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Xljlb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了三十团的历史和现状。

二、‘三十团志》采用章、节体结构。以志为主，述、记、志、传、图、表、录并用。全志正文分30

个专业章共158节，卷首设概述，大事记．佐以团行政区划图、团歌、题词、照片、荣誉篇，卷后设

附录、后记．

三、《三十团志》上限时间为1958年3月，下限时间为1996年12月，个别章节有所下延。

四、《三十团志》经济数据均以团统计部门的数字统一归口，其余均来源各职能部门。文字、

计量单位、地名、人名、称谓等均按志书编纂要求书写表达。唯“亩”仍沿用习惯用法。

五、《三十团志》人物章中的名录，除团职领导按时间先后排列外，其余是按姓氏笔划排列。

六、《三十团志》采用资料以团档案室文献资料为主，口碑资料为辅。资料考证以原始资料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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