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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 置

哮共厘营-T吉堡奶牛场委员会书记 康正明

国营-T吉堡奶牛场位于银J{1市西南l 9公里，酉抵贺兰

山脚，南靠黄羊滩农场，东邻径愿县吊庄，北连空军部队

主干道。银巴公路穿场面过，又有发往银川I的班车，交通

极为方便。水源较好，场内沟渠纵横，分扬水和直流灌溉，

适宜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 是发展奶牛和瓜果蔬菜的理

想基地。 。

但由于场体制多变，对场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经全

场广大职工杏力拼搏， 已有很大变化，特别是在中国共产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路线、政策的指导下，拨

乱反正进行了经济体制鹩改革，实行了各种影式的责任铺，

在奶场建设中，艰苦奋斗，开创了新的局面。

平吉堡奶牛场自l g 6 o午建场刭l 9 8 5年已有2 6年历史，

为了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述我场昀地理、历史、风貌、玫

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和卫生等变革情况与发展， 以

便我们借古鉴今，承前启后， 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发扬

艰苦创韭精神，治服盐碱， 改良土壤，战胜灾害，及早改

变平吉堡面貌，加速奶场建设步伐，为建设文明富裕的新



型农林牧副综合企业作出应有的贡献，为此，缓纂场态是

全场职工之心愿。

奶场场志办公室在农垦局史志办公室指导支持下，场

恚办公室同；态的积极努力及各部九的大力支持、调查、研

究、广收博采，查阕档案、收集资料，走访建场元老，历

经艰苦，先成此稿。他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

是的原则，详今略古，去祖存精，经讨论修改，场志始成

基本上记述清楚．，通俗易懂。

在编写过程中， 自治区农垦局、区档案馆，银川市地

方志办公室给了大力支持和指导，我代表场党委表示深切

感谢。

虽然场志办公室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历．吏资料残缺

不全，时闻仓促，难免有寥藩之处，恳请读者批评审指导。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

一2一



序 言

国营平吉堡奶牛场场长

平吉堡奶牛场志编纂领导小组组长 高餐c浮

国营平吉堡奶牛场位于祖国大西北。银』|l平原，黄河

灌区，境内土质肥沃，资源丰富，是发展农、救、林、副。

渔的好地方。但历代王朝任其荒芜，人烟稀步，大片荒滩，

野草丛生， 无力为用。

1 9 6 o年浙江支宁青年浩浩荡荡开迸了荒碌，摆开了向

地球开战的广滔战场。当年就生产粮食3 5万斤，扎下了根，

成为农场建设酌骨干力量。

l 9 6 5年夏，北京青年2 2 0 9名，来奶场参加建设。

l 9 7 6年先后有北京公安部队、兰州军区6 2姊等2 OO多薯

转韭军官和士兵来场，给奶场增添了新妁力量。

现在奶场年青一代已经茁壮成长，走上了工作岗位，

耕耘着蓠辈开垦过的荒地和创办的事业，并且在不断开抒

前进l ?
。’

在头顶兰天，脚踏。荒原， 白手。起家．经过2 6年的艰≯

奋斗，开垦荒地85 oo o亩，累．计生产粮食l暑亿1千2百万斤．

上交粮食2 2 74．3万斤，土交彪猪227孽著，产鲜奶5 9 8 S．i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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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斤，上交鲜奶4 8 l G．1万斤，商品率80。4 6％， 并且逐步

发展林、副、渔、工的生产，鬈计创造工农业总产直682 2

万元，盈利I 7 0．05万元。目前奶场拥有固定资产净值8 68

万元，建成居民点2 7个，公路、电力、通讯、已经形成网

络，拥有各种农机总动力59“萼力，农业机械程度达9 0％

以上。现有职工2 3 8 9人，总人日6 l 78人，普通中学一所，

小学四所，在校学生“36人一个农．栋、牧、副、渔、工

业兴旺，文教卫生事韭不断发展，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曲大型国营奶场屹立在银J|l平1原上。

忆昔日，创业艰辛，展未来，任重道远，为了总结经

验，吸取教训，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现将这部国营平吉

堡奶牛场’小百科。全书，奉献给大家，并恳切希望忿提出

指教。

同志们!朋友们!知之深、爱之加，愿我们大家更加

热爱农垦事业，更加热爱我们平吉堡奶牛场，加倍工作，

锐意改革，开掘前进{去迎接光辉烛烂的明天。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翠

—中



概

依偎在贺兰山下古老战场怀抱的国营平吉堡奶牛场，
‘

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餍的农垦企业，地处自治区首府银川市

的东南，东邻泾原县吊庄平二支莱，南靠黄羊滩农场酉于

渠银巴公路，酉至贺兰山东麓沿山公路。北连空军部队主

干道，坐标：北纬38·24’，东经l 06。Ol’，面积为26 4平

方公里，人口为6 l 78人，海拔l l 2 o米，其中回族等少数民

族3 3 8入，占全场总人口的6．5％。

古老的平吉堡，象一尊威严的大炮站立在三关口下，

守卫着社会主义祖国的壮丽河llj，映照着全场各族荚雄兑

女，奋勇开拓，闼步向前。

。 《一}

平吉堡奶牛场内，一片绿绿葱葱，树木参天， 莨田连

绵，居宅相望，古老的堡垒，紧靠在银巴公路西边，雄伟

壮观的贺兰出， 自北向南，沿平吉堡边缘延伸。地势酉南

高，东北低，西南是天然的最佳牧场，东北则是发展树木

的好地方，农lli灌溉有自治区的五大干渠之一⋯一西于莱

经场内自南向北流程“公里，自然坡降南北为千分之一，‘

东西为五百分之一，东西南北高差均为29米，是剩用西于

-曷一



渠灌溉，比障极为理想的地势。 ．

平吉堡奶牛场以中温带内陆气候特征极为明显。夏短

冬长，气温多变，温差悬殊，干旱夕雨，蒸发强烈， 日照

充足，冬寒长，春暖i：、夏热短、冬春二季常有l一·8缓

大风，睾平均降水量l 9 6毫米左右，而多集串在7、8、9三

个月，全年无霜朝黄1 3 o天左右，因此，毒地屠民有：。早

穿皮衫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和’一每一场风．， 从春

副j到冬。之说。

f二)

平吉堡历史上称为’平羌堡’。意为‘平定羌人’，宁夏

营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历代民族之间的战争不断。羌是

稽当时’党项羌入’也可以理解为对少数民族《薄入)的泛指。

据’历史记戴，汉唐二朝都曾在贺兰山下，平吉堡周围打过

键是横贯贺兰山南段酶要遒之一，是三关隘口的门户，古

代千骑万乘曾在这里应战过。由于凡度的战争风云，使这

一‘带变为荒无人烟螅土地，l O 2 8年元昊⋯-酉夏开国皇帝
在平吉堡西倒，沿袭兰出下开酱了<<昊王渠>>为平吉堡这

壤土地引来了黄河水， 壶予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昊王渠

淡j有起到真正作用，经凡度废弃修复。终霞人为与自然的

惫．害，成为废渠一条 曼匿三十年《l 9l I)正式设置永宁县，

一旷



在版图上平吉堡戈8妇永宁县辖属，l 9 5 2年为永宁县二区

七乡管辖为一个I 7户的行政村，l 9 68年兴修青铜峡水利纽

工程时提高了黄阅水位，并于I 9 5 9年沿着昊王渠叉开酱了

酉干渠，渠道多次穿插昊王渠丽过，有的段落与旧渠吻台，

个别地段沿用了古渠的渠槽。 西干渠的建成为平吉堡这

块古老的土地带来了生机，l 9 5 9年划归为银川市新城公社

平吉堡大歇，l 9 6 o年成立国营-T-吉堡农场，归银川市农韭

局领导。

(三)

平吉堡奶牛场以生产牛奶为主，有奶制品及西瓜、葵

花j由等土特产品，牛奶供应银川市内，奶粉畅销全国十二

个省市区，在场部南北西侧，建有一个较先进技术设备并

有2 o多年饲养历史的奶．牛一、二队，现有奶牛l 3 oo多头，

北边又新建了一个奶牛饲养跌，为银川地区的奶牛基地，

现也是平吉堡奶牛场的经营主体。

酉瓜，是平吉堡奶牛场的著名瓜果之一，1 9 5 9年营

培养出2 3公斤重的大西瓜，送全国第一次农业展览馆展出，

西瓜品种已经换代， 目前种植的当家品种有。新红宝。、’

红傥二号。、。郑州三号“等瓜质较莆更有明显提高， 近年

来平吉堡奶牛场种植西瓜不仅面积大、产量高。且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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瓤红、味甜、耐储存。因此， 已畅镶鸯国十四个省(市、窿

深受消费者欢迎。

葵花油70#代从罗马尼亚引进的向日奠菠种，出于它

以产量高成本低、油质好，香味浓，深受步数民族的欢迎，

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每年为国家上交食油2 o o多吨，收入

百万元。
‘

(四)

平吉堡奶牛场有较适应发展农、牧、棒王商的优越条

件，建场2 s年来，全场职工艰苦创业，努力建设奶场，物

质建设和精神建设都取得了前所耒有的成兢。

农业，全场播种面积为4万亩，以种植春小麦、水稻．

玉米、青贮、向日葵等夏季秋作物为主。尤以场部北边稚

为。粮仓’。l 9 6 O年产粮3 5万斤，l 9 6 1年增至l 4 2万斤， 一

车内就翻了两番，但l 9 6 3年有下降刭l 2 6万斤，建场初期，

粮食产量高低不稳， 。文化大革命’期闻又受极左路线干

扰，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大量开荒，沟渠不配套，百分之

五-t-昀土地盏碱化。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职工吃粮靠国

家供应。直至。三中全会。之后， 由于改变了工作作风，调

IT．了农业内部结构；铺定了。以奶牛生产为主，农，椿．

牧、工、商综合经营因地制宜， 全面发展’的生产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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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计划地发展奶牛生产，改变了耕作粗放、广种簿收的旧

习惯，推广了精耕细作等科学方法，l§80年又实行生产承

包责任割，极大地调度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逐

年上升。l 984年，首次突破粮食总产l 2 3 3万斤，为历史最

好水平。

奶牛是6 o年代开始发展， 当时只占全场工农韭总产

直曲百分之一．而后逐渐发展，l 9 6 2年开始建立起具有先

进设备的奶牛一队，奶牛开始大幅度发展，l 9 8 o年又开始

新建第二奶牛队，同时实行生产责任制，坚持科学饲养奶

牛，连续三年平均每头奶牛产鲜奶超过一万斤跨入全国先

进行列，这样不仅满足了银J||市4 o万居民的鲜奶需要，成

为当时全国少有的鲜奶澈开供应的城市之一，而且还有大

量藕余，为加工乳制品创建了有利条件，l 9 81年开始筹建

年产奶粉5 o o吨的乳制品厂，l 982年6月建成开始正式投

产，为利用本地资源．实行产地加工一条龙，打开了发展

经济致富九路，l 9 86年鲜奶总产量突破B oO万斤， 创历史

最好水平。

总之，昔日荒无人烟，。遍地芨茇草，野兔清地跑’的

平吉堡，经过26年的建设，百废俱兴，’旧貌换新颜，但勤

劳智慧的平吉堡奶牛场职工并不就此嚣足，他们正满怀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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