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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湖良种繁育场志》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编纂，即将定稿。作为

参加创建农场的一员，看到这些年来农场的巨大变化和发展，感到

由衷的欣慰。回顾20年前围垦灭螺、建立农场的岁月，不禁心潮澎

湃，思绪万千，往事历历在目。

1971年1月，我奉命调到涌湖围垦灭螺纵队指挥部工作。当时，

这里还是烟波浩森的涌湖北湾，湖边是参差不齐的芦苇荡和草滩。

为了彻底消灭本地区的血吸虫，送走瘟神，增加粮田，自1971年2

月初至4月中旬，全县调集民3：8万余人，共完成土方218．4万方，

围垦面积3万余亩，清理了有螺滩荡。在三期工程如期完工的基础

上迅速投入抢播抢种，实现了当年围垦，当年投产、当年建场，当

年收益的目标。

在围垦灭螺建立农场的200多个日日夜夜，我耳闻目睹了创建

农场的开拓者们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事迹和场面。给我的教育是刻

骨铭心．．终身难忘的。我深切地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战天斗地，改

造河山、创社会主义大业的英雄气概；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艰苦

奋斗的革命精神和团结协作胸怀全局的高尚风格，深切感受到我们

党的坚强领导作用。从围垦灭螺工程的规划到发动实施，都充分体

现了我县各级党组织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模

范带头作用。这正是围垦灭螺工程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 20年后的今天，重踏漏湖这片土地，使人感到高兴的是，全场

干部职工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继承和发扬了建场时期

的光荣传统，白手起家，奋发图强，把十里湖滩建设成为农，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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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协调发展，欣欣向荣，初具规模的国营农场。建场以后年年盈

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创利和职工人均收入在全省

近400个小三场中年年名列前茅，培育的水稻良种以累计种植数千

万亩的面积遍及大江南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精神文明建设的

成果令人瞩目。在全省以至全国同行业中有一定的知名度。由于农

场独特的地理位置，风景资源及较好的基础建设，近年来被省批准

列为常州市风景旅游开发区，使农场更具广阔的发展前景。

农场发展的历史，是一部艰辛的创业史。将走过的历程编写成

志，对于了解场情，懂得过去，启迪今人，造福子孙，富民兴场，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涌湖良种繁育场正值

二十青春，风华正茂，愿农场的开拓者和新一代的建设者们沿着党

指引的道路，续写出更加辉煌灿烂的篇章，把农场建设成为现代化

农业的示范基地，成为人们向往的江南乐园。

黄伯荣

一九九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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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转斗移，光阴似箭，2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年8万大军

会战，10里土龙卧东西，茫茫白浪滔天，顿现万顷良田。经历20个春

秋的风风雨雨，全县人民在漏湖波涛中共同撒下的种子，如今已象

蓓蕾初放的出水芙蓉，迎着朝晖，放射出夺目的光采。漏湖良种繁

育场是在围垦灭螺中开辟，以繁育稻麦良种为已任，经历了巩固、

发展和开始振兴三个阶段，形成了种，养，加齐全，农，副、工监

举，社会设施初步配套的综合性农场。初现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型

村镇的雏形o ．

1984年底，我奉命调到农场，有幸与这里的同志为振兴农场共商

、大计，携手奋进，转眼已过6个年头。在这些岁月里，我亲耳听到

人们畅谈当年8万大军围湖筑堤的雄伟场面，当年种植，当年收益

的惊人业绩。更亲眼目睹了广大干部职工坚持和发扬艰苦创业的优

良传统，以坚定的意志和创造性的劳动，在一张白纸上绘出了美丽

的画图。在繁育良种，加强农业，发展副业，突破工业等方面都

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结合场情，

联系实际，努力探索，加强管理，在经济建设不断发展的同时加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两个文明建设的双胜利。 ．

农场的发展史，是一部艰辛的创业史。纵观农场的发展过程，

我们不难悟出一个道理：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加强党的领导，紧紧依靠广大群众；坚

持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抓好精神文明建设I坚持勤俭办场，

艰苦奋斗的精神I坚持以培育良种为主，走农，副，工，商协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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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兴场道路，我们的事业才能成功，职工的生活才会富裕幸福。

政通人和，太平盛世，是修志的良机。为缅怀当年全县人民战

天斗地围湖造田的革命精神，总结发展生产，振兴农场的成功经

验，发扬全场职工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激励人们团结一致，

继续前进，这是本志编写的宗旨所在。当人们翻阅场志，能够从中

了解史实，受到爱党，爱国，爱场和艰苦奋斗建设家园的革命传统

教育时，我们当欣慰而自勉o

．在场志即将出版之际，我衷心感谢场志办公室的全体同志完成

了上对得起前辈，下惠及子孙的好事。人们不会忘记全体编写人员

500多个日日夜夜付出的辛勤劳动。更衷心感谢当年开天辟地创建

农场的老领导，老同志对场志的关怀和支持，感谢县志办公室及有

关单位的领导和所有对场志编写，印刷等工作关心，支持过的同志

们。场志是众人思志，众手修志，众目审志的结晶。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涡湖人民能够在滚滚波涛

中开辟出新天地，更能在振兴农场建设家园的伟大而艰巨的征途

上奔向光辉灿烂的明天。祝愿全场干部职工继续发扬团结求实，艰

苦创业，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建设一个功能齐全的现代

化良种繁育基地，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出口创汇基地和旅游基地而

奋斗，为把我场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典型，成为人们

向往的江南乐园而作出新的贡献，创造出新的业绩。

毛岳明

一九九一年八月



凡 例

一，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正文记述自围垦建场起，下限截至

1990年，大事记和部分照片延_卒．1991年。主要记述本场史实，略述

其他驻场单位。

二，本志采用编，章，节，目编次。因建场年限短，不设社会

编，有关内容列入各编·

三，文中数字，除习惯用语外，均用阿拉伯数字。科学试验和

‘表格内月日以斜线分隔，·如月／日o

四，本志使用计量单位，按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有关规定，原使用计量单位均经折算。

金额按历史自然，不折算不变价格。

五，文中单位和地名一般依当时称谓，并根据需要于括号内注

明今用名。文中“五七"系原“五·七"的简写。

六，文中所写“场打，“本场"，“农场"，“五七农场”、“涌湖良种

场"均指漏湖良种繁育场。



编 后记

《涌湖良种繁育场志》从1990年年初起开始征集资料，到今年6

月完成初稿。后经不断征求意见，‘考证、修改，几易其稿，今年12

月，经县委宣传部和县志办批准出版付印。

在征集资料和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当年围垦灭螺创建农场的

老领导、老同志和场属各单位，各部门以及驻场各单位的热情关。b

和支持，．得到县志办，县农业局、水利局等部门领导和同志的热情

指导和帮助。场志是许多同志共同劳动的结晶。我们谨向所有关

心、支持场志的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l

编志是--f-j科学。由于我们编写人员初涉这一工作，才疏学

浅，加之时间仓促，资料短缺，因此在篇章安排，内容取舍、文字

修饰等诸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恳请领导和同志们提出宝贵意见，

期望后人续修补正o

《漏湖良种繁育场志》编写办公室

1991年12月



． 涡湖良种繁育场编志领导小组

组 长：毛岳明

副组长：张振华 刘长友徐成大

组 员s(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光霁 于所林 冯汉生 朱国南 刘福良

张国方 苏岳明 陆敖宗 周方成 周进方

．陶阿南 潘生才

《渭湖良种繁育场志》编写办公室

主 任：陆敖宗 ，

成 员：丁光霁 冯汉生 郁文伟 王锁法

主 编：丁光霁

审 稿：(按编目顺序) ．

徐成大 秦玉英 陶阿南 毛岳明 张振华

周方成 苏岳明 周进方 张伯良 李小平

王勤生 张敖根 葛友华 李澄清 李 平

王灿钟 吴金良 刘福良 徐汉文 潘生才

张志良 赵晓峰 杨荣兴 莫中铨 吴乐天

封面题字：凌文铨

摄 影：陆敖宗等

场 徽、扉页设计：邵效忠

制 图：崔永旦

校 对：陆敖宗 郁文伟 王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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