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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八五四农场史(续一)》即1983年至1995年期间的八五四农场史，在

编纂组全体工作人员和全场上下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建场40周年前夕 -

胜利脱稿，作为一份珍贵而丰盛的礼物，献给建场40周年，献给八五四和、
曾经为八五四的繁荣与发展奋斗过的每一个人。

’

作为一部史书，它真实地再现了八五四农场十三年发展的风风雨雨；

反映了农场人与天抗争、与困难抗争，不断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

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自强不息、勇于进取的北大荒精神和“为了边陲

明珠再升高一点”的独特的八五四精神。。这十三年，是求真务实，理清思路
的十三年；是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经营机制的十三年；是全场人民勒紧裤腰

带，夯实农业基础的十三年；是调整结构，工牧业迅猛掘起的十三年；是战

胜各种自然灾害，经济快速发展的十三年；是全场上下团结奋战，提前实现

翻两番目标的十三年；是两个文明一起抓，思想、文化、教育、环境等精神文

明建设大发展的十三年。可以说，这十三年是农场历史上最辉煌的十三年，

是农场摆脱贫穷、逐步走向繁荣富裕的十三年。．

这部场史，以真实的素材，翔实的数据，记载了农场十三年的成功与失

败，经验与教训，字里行间处处渗透着改革开放的观点，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的观点，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点；处处体现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政策，和着

国家发展的大脉膊。它既是对农场十三年发展的写实，也是对农场人十三

年艰苦奋斗精神的讴歌，是一部成功之作，是一本难得的历史教材，北大荒

精神的教材，农场企业精神的教材。

在建场40周年到来之际，将此书奉献给亲爱的读者，献给八五四的父

老乡亲，愿我们以史为鉴，让前人开创的事业、创造的八五四精神，永远激

励后人继续发奋图强，开拓进取，创造农场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卢森元

199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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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四农场史

第一章十三年综述

1983年至1995年的13年，是八五四农场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改革开放，发展壮大的13年，全场人民在农场党委

的领导下，深化改革，精简机构，夯实基础，制定总体规划，调整产业结构，
进行整党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使农场经济健康稳步发展，并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果。

1983年和1984年，农场撤销了一、二、三、五、六分场5个分场部和直

属队，全场只保留一个新建的离场部最远的七分场，以后又相继撤销了土

地面积小，生产没有形成规模长期亏损的二十九队、三十队、三十九队和三

十三队等4个生产队，先后把十八队、二十三队、十七队、十九队改为水稻

生产专业队，使农业生产的布局更为合理，基础更加扎实。农场机关经过

1985年、1989年和1993年3次较大规模地调整、精简与合并，办事效率大

为提高。教育战线贯彻集中办学、提高教育质量的原则，逐步将全场8所中

学集中到场部1所中学；将各生产队的小学与办学点分期分批，先后集中

到片上办学，最后集中到场部教育区集中办学。

1985年和1988年，垦区两次掀起大办家庭农场的热潮。第二次办家

庭农场，农场领导坚持实事求是，尊重群众意愿，没有一刀切、不搞统一模

式，允许各种形式并举，在全场逐步形成了“一大带多小”①的农业承包责

任制的基本格局。

工商运建服企业先后实行整体承包、主要负责人挑头承包、全员风险

抵押承包几种形式，近两年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

离，对国有资产进行委托经营、租赁经营，或者转卖给个人经营(对微利或

亏损的国有企业实行民有民营)，转制后经营状况都有好转。

农场的人事干部制度、医疗卫生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工资分配制度

等，几经改革，打破了干部终身制，打破了固定工、合同工、临时工的界限。

1986年，农场聘请科研院所的20多名专家、学者、教授对农场的自然

① 一大带多小：农业生产队统分结合的承包经营模式．。一大”指机耕队或称机务大组，“多

小”指各个家庭农场和各种专业户，。一大带多小”即大组集体承包经营与家庭农场个体承包经营并

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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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经济状况进行系统诊断，确定中长期发展目标，制定总体发展规划，

经1987年三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在全场实施运转，效益十分
‘

明显。‘ ．

按照总体规划，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草食动物，农场在保持畜牧业

全面发展的同时，积极发展养奶’牛业，1986年到1990年的5年间，每年销

售香港活牛3火车皮。奶牛生产持续、高速发展，1995年达到4300头，是

十年前的24．8倍。工业发展迅速，到1990年工业产值已达3351万元，比

1986年增加8．26倍，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0％，近几年工业产值在工农业

总产值中的比例一直保持这一水平。工业的发展，奶牛业的崛起，改变了农

场单一经济结构，使农场经济走上持续高速稳定发展的快车道。 ／

1986年的整党和1992年的社教，有效地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的贯彻执行。经过整党和社教，纯洁了党的队伍，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的建

设，提高了广大党员和职工群众的政治素质。使人们更加自觉地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处处与中央保持一致。促进了农场改革和经

济建设的发展。增强了农场的凝聚力。

13年来，农场的变化是巨大的，六、七十年代，八五四是出了名的“八

五穷”，而现在是黑龙江垦区少数几个富有实力的大场之一，到1994年底，

农场．已实现“四不欠”。即：不欠离退休金、不欠教师工资、不欠职工当年工

资、不欠奶资。

13年共生产粮豆88万吨，上交粮豆53万吨；上交利税6648万元；共

创工农业总产值145990万元(1990年不变价)。13年当中除1984年亏

1495万元以外，年年盈利，盈亏相抵后纯盈利1571万元。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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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人口与民族
‘

●

．第一节人 口

1983年至1995年的13年间，农场人口状况变化较大，1983年至

1988年，呈递减趋势，从1983年的20201人减到1988年的19164人，人口

减少的原因，其一是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吸引着农场人口外
流，其二是落实政策，北京公安五处人员全家返京及知青继续返城，仅

1985年全场就迁出1026人，是13年当中迁出人口最多的一年，另外计划

生育抓得严，出生率低也是原因之一；1989年至1995年农场人口逐年增

长，主要是农场转换经营机制，大力发展养奶牛，种水稻，引进了一批养牛

户，种稻户，使农场人口出现第三次高峰，截止到1995年底全场总户数

6700户，总人数20745人。

根据1990年7月1日，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场(梨树煤矿与虎林
招待所未列入)家庭户5755户，总人口19065人，其中男性9886人，占总

人数的52％，女性9179人，占总人口的48％。‘

文化程度，大学本科57人，专科417人，中专504人，高中3479人，初

中6077人，小学4560人，不识字或认识字很少的2109人。 ，

第二节民族

八五四农场是一个多民族团结和睦相处的地方．，据1990年第四次全

国人口普查，全场共有1 6个民族，其中汉族1 8 5 5 0人；占总人口的

97．3％，其次为满族167人，苗族92人，朝鲜族49人，侗族42人，布依族

35人，壮族33人，水族25人，回族22人，锡伯族14人，蒙古族12人，土家

族9人，佘田族5人，白族5人，土族3人，彝族2人，15个少数民族共515

人，占总人口的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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