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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七师(前身是中国人民解

； 放军二十二兵团九军步兵第二十五师)成立于l 9 4 9年
‘

I 2月，到今年已整整4 O周年，为了纪念它的光荣历程，

j． 我们编辑出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七师大事记》

(以下简称《大事记》)。
‘

。

’ ’ ’

农七师组建4 O年来，经历了从小到大，创业发展，建
。 制撤销和恢复的曲折过程，它始终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人民解

放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发挥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三

个队的作用，在开发边疆、建设和保卫边疆的伟大事业巾作

出了应有的贡献。 、

《大事记》是以组织机构的建立、发展和变化为轴线，
”

’

收录了农七师组建4 O年来所经历的具有一定影响的一些大

事，按时间先后顺序编纂而成，主要目的是存史资治裨益后

j 代，同时也为关心农七师历史的同志提供线索。 一

i§ ‘《大事记》在编辑过程中得到历宿师领导的热心指导、
～ 师档案部门的大力支持和许多知情的老同志的热情帮助，在

’

此特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编辑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偏

颇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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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4 9年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圈范围内取得了决定性

胜利。在西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节节胜利，至9

月6日先后解放了西安、银川、‘兰州、西宁，直叩新疆东大

f1，与西线三区民族军形成了对国民党驻疆部队夹击之势。

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在中国共产党的策

动和毛泽东主席亲自过问下，在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将

军的影响和敦促下，审时度势，经过长期酝酿和周密筹划，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于9月2 5日毅然率部通电起

义，声明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为新疆

全省的和平解放铺平了道路。
。

．

‘为了迅速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l 9 4 9

年l O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一兵团司

令员王震等在酒泉会见了陶峙岳将军，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就起义部队整编，官兵安置，教育

改造等问题交换了意见。随后，王震司令员又和陶峙岳将军

具体商定了整编方案。l 0月1 9日，陶峙岳将军发表了《为

整编部队告起义将士书》，要求全体起义官兵依据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有关军事制度的规定精神，’在中

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统率下，实行统一指挥、

‘统一静l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这些都为起义部队顺利改

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奠定了基础。 一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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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

1 2月1 2日 陶峙岳将军在迪化(今乌鲁术齐)东花园

总部召开整编会议，宣布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的整编方案，

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下辖

步兵第九军和骑兵第七师、第八师，九军下辖步兵第二十五

师、第二十六师、第二十七师。

根据一兵团司令员王震、政委徐立清同起义部队将领陶

峙岳，‘赵锡光协商制订的新疆起义部队改编实施方案规定，

九军二十五师主要由起义部队的原七十八师的一七九旅为

主，并编一七八旅的旅直和五三三团、四十二师一二八旅的三

八二团、瓜代边卡大队、省保安司令部特务大队、省警备司

令部警卫营(三营)、监护团之一部及特务连，宪兵连等单

位组成。新组建的二十五师下辖七十三团、七十四团、七十

五团三个团和特务连、侦察连、山炮连、通讯连、工兵连五

个直属连及辎重营、干部轮训队。总编制为9 7 l 7人，其

中指挥员1 1 0 9人，战斗员8 6 O 8人。师司令部，供给

部驻妖魔山下的原_七九旅旅部，政治部及七十三团，七十

四冈驻老满城原骑一师营房(今八一农学院内)。

1 2月1 3日 彭德怀副总司令在迪化召开的第一兵团师

级以上千部和起义部队高级将领会议上，宣布了在酒泉就已

决定的由一兵团抽调干部到起义部队担任各级政治领导职务

的安排。根据彭副总司令的指示，新疆军区决定原则上由一兵

团的一个师负责配备起义部队一个师的政治干部。二军六师

t 2‘



负责九军二十五师。从该月下旬到次年6月初，二军六师和二

军教导团先后抽调3 3 1名政治干部到二七五师，从事师、，
团、营、连的政治工作。 ．

1 2月2 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发布人事通令，‘

其中对二十五师师、团主要领导的任命如下： ．，

刘振世为师长；
’

‘

贺振新为政治委员；
。

杨廷英为副师长，

陈海洲为第二副师长，

李雪谷为参谋长’ ‘。

李增荣为七十三团团长， ．

张启华为七十三团政治委员， ，

张杨为七十三团政治处主任(未到任，后与七十四团玫～
治处主任张兴汉对调)，

安崇文为七十四团团长，
’

’

史骥为七十四团政治委员； ． 。

，张兴汉为七十四团政治处主任，．

张羽为七十五团政治委员，
。

·

．

董馥为七十五团政治处主任，⋯ 一

符昭明为七十五团哥团长代理团长职务。 。

(刘二村于l 2月底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曾涤的口头通

知到任二十五师政治部主任职务)。 ，

‘

1 2月2 6日 从一兵团抽调到起义部队工作的全体政工

干部在迪化西大楼召开大会，会议由张仲瀚主持，陶峙岳将军

在会上讲话，他代表起义部队的全体官兵向大家表示欢迎，

并表示支持政治工作人员顺利开展工作，他还简单地介绍了

·．3·



起义部队的生活情况和思想动态，希望政治工作人员大胆放

手开展工作，不耍育作客思想。会后政工下部陆续到达指定

部队报到。
‘

1 2月2 9臼 起义部队整编完毕并举行了中国人民解我

军二十二兵团成立大会。
l 2月下旬 以起义部队一七八旅，一七九旅野战医院

为基础，组建二十五师卫生部和收容所。宋乃煜任卫生部部

长，段晓初任收容所所长，

一九五。年

1月上旬 新整编的二十五师集中在迪化老满城(今新

疆八一农学院)进行政治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进行阶级

教育，开展诉苦运动，实行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通

过对两个党(共产党与国民党)、两个政府(人民政府与国民

党政府)、两个军队(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对比，广大

士兵和下级军官开始划清了阶级界限，自觉地控诉旧社会、

旧军队的人间地狱之苦。据统计，全师有7 9 O名士兵的家庭

被逼死过人命，有l 3 O 6名士兵遭到过地主恶霸的拷打。

这次政治学习到1 9 5 0年2月2 O日结束，历时5 4天。

通过这次学习，提高了广大官兵的阶级觉悟，初步确定了长

期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思想。

2月7日 新疆军区政治部发出《关于改造二十二兵团

部队政治工作指示》，强调二十二兵团不仅在形式上，而且要

在思想上，行动上都要成为名符其实的巾图人民解放军f遵

照新疆军区的指示精神，二十五师明令取缔图民党、三青Fj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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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老会、道会门等反动组织，建立中国共产党师、团二营

委员会，(连队党员人数较少，当时还没有成立党支部)，

建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指导员制度，‘加强中国共产党对部队的

领导。为了便于党的政治干部和非党军事干部很好地合作共

事，师、团、营三级建立军政委员会，连队建立军政小组，

为行政领导机构。
‘

． 。

． 2月上旬七十四团在民主运动高潮中，在二营开展献

金运动，(这个营在哈密起义后有两个连曾参预抢劫哈密银

行和金库，后整编入七十四团建制)，三天内献出黄金五百

两。这批黄金除上交部分外，经二十五师要求，军区批准，

将留用的部分在托里买了几千只羊，在庙尔沟办起了托里收

．场(今农九师一七。团)，在伊犁买了一百多匹耕马，还在

垦区办了一个商业合作社。 ．

，

，
．

2月中下旬 以起义部队原一七八旅京剧团为基础，男

从军区军政千校选调一批爱好文艺的起义干部，并在迪化市

招收了部分社会青年，组成二十五师文工团，连森任团长。

文工团下设京剧队、秦腔队、歌剧队，每队6 0余人。1 O月，

文工团改称文工队，连森调出，王香圃任队长。

． 2月2 8日至3月2日 二十五师离开老满城，开赴生

产基地。1 9 4 9年l 2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

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

设工作的指示》，l 9 5 0年1月2 3日，新疆军区发布大

生产命令。二十五师根据新疆军区的命令于1月下旬组织先

遣队，师长刘振世率领侦察科长林贤江，参谋酆绍玉，李旭

初，政治千事韩建西等人赶赴沙湾县境内的炮台等地察勘定
’

点。各团也派出先遣小组先后到达指定地点，七十三团由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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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长陈家琨，七十四团由副团长王云龙分别率领先遗人土a赴

炮台、小拐、大拐等地踏勘定点，割苇草，挖地窝子，为大

部队到达垦区作准备。2月2 5日，二十五师在老满城召开

生产动员大会，师政委贺振新作动员报告，师长刘振世作行

军的具体安排。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王震、二十二兵团司令员陶

峙岳、九军政委张仲瀚到会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各单位的

代表先后发言，表示坚决响应党巾央、毛主席的弓召、在保

卫边疆建设边疆中立新功。动员大会结束后，师直、七十l兀l

团，七十三团分三批于2月2 8日晚，3月1日和2日晚十日

继由老满城出发，拉着爬犁徒步开赴生产基地。经过半个月

的艰苦跋涉，子3月巾旬分别到达炮台、小拐、大拐等生产基

地。师部和师直单位同七十三团驻炮台，七十四团驻小拐，

七十五团暂留在南疆库尔勒，轮台、尉犁、若羌、且末等地

就地生产。随军家属1 7 2人留在迪化二十五师留守处。

3月中旬二十五师在迪化留守处创办有l l稻学生的

子女学校。入秋后学生陆续随母亲到达垦区，留守处学校停

课。l 9 5 1年3月，师在小拐新建校舍竣工，’学校恢复上

课。开设小学一、二年级两个班，共有学生7 3名，教师3

人，炊事员，保育员各两人，校舍一幢。校长国明娴。

3月20日 新疆军区转西北军区电令，发布第l l号人

事通令，有关二十五师的任命如下：

胡立德为师司令部第一科科长，田子实为副科长；林贤

江为第二科科长，贺威虎为第三科科长；顾配字为队列科科

长，李中杰为舀0科长； ‘

张明显为供给部第一剐部长，张逸民为第二副部长；

宋乃煜为卫生部部长；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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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兆坛为七十三团副团长，陈家琨为参谋长， ，

王云龙为七十四团副团长，欧阳愚山为第二副团长，曾

观贤为参谋长，。 ： ：

王徽卿为七十五团团长。‘
‘

．

．

当时在职的供给部长为曾国辉、司令部管理科长杜俊

德，卫生部政委肖平。
‘

。

。

3月2 1日 七十四团一营离开小拐，赴车排子开辟垦

区，二营和团直仍驻小拐，三营开垦中拐和大拐。该团在小

拐垦区修筑_一条长达3 O公里的大拉伯渠、炮台垦区在玛纳

斯河的龚家龙口筑起第一座拦河大坝，引玛纳斯河水灌溉农
’

田。 ．
。

4月2 1日 由师直单位，七十三团和兄弟部队十七师

五十一团共同修筑的长达4 5公里的新盛大渠和太平渠竣工

开始引水。引水能力在6立方／秒以上，初步满足了炮台垦

区的生产和生活用水。

． 7月 二十五师在炮台召开指导员以上政治干部参加的

政治工作会议，重点解决基层连队对战士管理教育中存在的

简单粗暴问题。 ．

‘

8月1日 二十二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副司令员赵锡

光、政治部主任李铨、九军政委张仲瀚等领导到小拐视察部队

情况，并在广场向七十四团全体指战员发表重要讲话。

8月1 2日 二十五师第一次卫生工作会议在炮台召

开。会议决定成立师、团两级爱国卫生委员会，营、连成立卫

生领导小组，班设卫生战士。师爱委会由参谋长李雪谷任主

任委员，张羽任副主任委员，宋乃煜任办公室主任。爱委会

的主要任务和职责是向部队宣传讲究卫生的意义，教育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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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讲究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检查督促卫生工作，组织医

疗单位治疗疥疮，性病等疾病。 ‘、

9月2 8日 二十五师机关和师直特务连、挽马连、通 ·

讯连等从炮台搬迁到小拐。l 9 5 2年3月下旬师机关又从

小拐搬迁回东炮台。

9月 七十五团团部、一营、二营和团直单位从南疆库

尔勒等地迁到炮台、九户一带原十七师五十一团垦区开荒生

产，(五十一团移驻伊宁)。所属之三营继续留在乌鲁木齐 ．

水磨沟参加工业建设，1 9 5 2年从七十五团建制划出。

1 0月中旬中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的1 6名学员分配

到二十五师，到达小拐师部报到。 ，

1 1月1 2日至2 2日 二十五师在小拐七十四团礼堂

召开生产总结暨劳模大会。出席会议共4 3 1人，其巾劳动模

范2 7 2人，模范单位战士代表、各单位主要干部1 5 9人。

师长刘振世作一年来的生产总结。总结中指出：当年全师

开垦耕地4 6 2 O 8亩，收获粮食6 8 3万斤，可供全师人

员食用l O个月，为今后发展生产打下了基础。政委贺振新

作政治工作总结。大会对模范单位和劳动模范进行奖励，对

l 9 5 O年的生产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评选出汪清和、李大 ．

兴、陈道恒、王金玉、贺三存、王全仁、杨进芳等七人为出 ．

‘

席兵团劳模大会的劳动模范。汪清和被兵团评为出席西北军

区英模大会和全国劳模大会的代表。’
7

1 1月1 7日 师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由师军政委

员会兼生产委员会，师长刘振世兼任主任委员，生产委员会 ，

下设办公室，由副师长杨廷英任主任，副师长陈海洲任副主

任。l 9 13生产办公室宣告成立，内设农业组、水利组，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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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组、工矿组、合作组、秘书组i会计组。原辎重营政治敦

导员王安林调任生产办公室政治协理员。．

1 1月2 4日 全师开始为觌三个半月的政治学习，肝

l 9 5 O年冬季政治训练。冬训的主要内容和步骤是：l，

时事学习(主要是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2，阶级教育(主

要是开展诉苦运动)，‘3、检查纪律，4、文化学习(主要-

是开展扫盲运动，人人过扫盲关)，5、惩办反革命分子，

6，思想站队、评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公共财产、爱。

劳动，爱科学)。。
’

f

。．’
_j

， 1 2月 政治部主任刘一村奉调新疆军区，先任组织静

蟊0部长，后任保卫部部长。七十四团政委史骥调任师政治豁

主任。
’

·l 9 5 0年为了奖励和鼓舞广大干部战士，更好地完

成生产建设任务，二十五师进行了生产分红。

’．是年二十五师政治部出版《人民战士》报，石印版，

周二千lj。1 9 5 2年夏停刊。师宣教科派驻各团的通讯千事

同时留任各团宣教股千事。

是年二十五师教导大队成立，组织科长王良兼大队改

治委员。 ．

一

一九五一年

3月1 0日 结合冬训评五爱，提出思想站队，发动君#

众揭发反革命分子。全师经过1 1日，l 2日两天的检举揭

发，分别予1 3日、1 7日逮捕了8 5名反革命分子，纯涪

．
·9·。



牧组、工矿组、合作组、秘书组i会计组。原辎重营政治敦

导员王安林调任生产办公室政治协理员。．

1 1月2 4日 全师开始为觌三个半月的政治学习，肝

l 9 5 O年冬季政治训练。冬训的主要内容和步骤是：l，

时事学习(主要是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2，阶级教育(主

要是开展诉苦运动)，‘3、检查纪律，4、文化学习(主要-

是开展扫盲运动，人人过扫盲关)，5、惩办反革命分子，

6，思想站队、评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公共财产、爱。

劳动，爱科学)。。
’

f

。．’
_j

， 1 2月 政治部主任刘一村奉调新疆军区，先任组织静

蟊0部长，后任保卫部部长。七十四团政委史骥调任师政治豁

主任。
’

·l 9 5 0年为了奖励和鼓舞广大干部战士，更好地完

成生产建设任务，二十五师进行了生产分红。

’．是年二十五师政治部出版《人民战士》报，石印版，

周二千lj。1 9 5 2年夏停刊。师宣教科派驻各团的通讯千事

同时留任各团宣教股千事。

是年二十五师教导大队成立，组织科长王良兼大队改

治委员。 ．

一

一九五一年

3月1 0日 结合冬训评五爱，提出思想站队，发动君#

众揭发反革命分子。全师经过1 1日，l 2日两天的检举揭

发，分别予1 3日、1 7日逮捕了8 5名反革命分子，纯涪

．
·9·。



了革命部队。在此期间，师看守所在小拐建立，钱永禄任所

长，张福禄任政治指导员。
’

3月 全师干部、战士集资入股兴办合作商业。共集资

1 9 3 O O O元，分另Ⅱ在小拐、炮台，乌苏、沙湾、车排子

等地开办五个商业合作社，成为农七师商业的滥觞。

4月5日至1 0日 二十五师召开连以上政治干部工作

会议，总结一年多来进行阶级教育，民主教育、民族团结教

育，热爱边疆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等政治思想工作的

经验，着重解决了政治干部的工作作风和军政干部的团结问

题。九军政委张仲瀚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后，在

执行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方面有了极大改进。

4月 师政委贺振新于年初回原籍探亲时，从江西永新

县动员1 2 O名学生参军到二十五师参加生产建设。

又师生产办公室在小拐栽植1 5亩果园和8亩凿圃。

’又师开办卫生人员训练队，首批学员6 3名，其中江

西永新县参军学生约占半数。
。

5月 根据全军的编*}l和兵团的批示精神，二十五师设

干部管理部，与师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并列，师政委兼

任部长，政治部主任兼任副部长。各团设干部管理处。

又1新疆军区配发给二十五师一架苏式3 5毫米电影放

映机。由从兵团学习放映技术回来的郑永庆、黄明家担任放

映员。当年共放映电影7 7场，。其中为地方群众放映1 1

场。 ．

。6月1 g日 新疆军区根据总后勤部“关于财务供给赤Il

度的规定”和现有人员、装备情况，公布师、团等级。二十

五师为乙等师，所辖之七十四团为乙等团，七十三团，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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