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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于1961年在广州为我场垦荒战士们编写的散文特写集“雁窝岛*封面题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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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八五三农场是1956年建场的，到今年(1986)是三十年了。在这建场三十周年之

际，《八五三农场志》和大家见面了，我作为创建农场这支队伍中的一名老兵，感到非

常高兴。三十年的历史并不算长，但创建农场的确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使人难以忘

怀。

1956年6月，我们以铁道兵为主体的机耕大队1500多人，在完达山北麓的荒原

上，支起帐棚，搭起马架子，开出了一片荒地。生活很艰苦，没有蔬菜，没有咸盐，帐

棚、马架子搭在草地上，潮湿的很，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当年全大队总共开出荒地

10万多亩。

9月份，根据中央农垦部的指示，铁道兵农垦局临时党委决定以八五。二农场的

八五O六大队、八五一一大队和机耕大队为基础，组建八五。三农场(后改为八五三

农场)，下设三个分场，以八五。六大队为主组建成一分场，王诚忠任场长，李贯儒任

书记；以八五一一大队为主组建成二分场，陈希祥任场长兼书记，以机耕大队为主组

建成三分场，由我任场长兼书记。

为了多开荒，1957年1月农场党委决定向雁窝岛进军。同时，把开发雁窝岛的

任务交给了我们三分场。

雁窝岛三面环水，一面是被称为“大酱缸”的几十里沼泽地。春季，冰雪融化，变

成了一座孤岛。要想进岛是很不容易的。

3月中旬，我们决定成立雁窝岛开荒队，王志敏当队长，李柏当副队长，全队共37

人。3月下旬，开荒队由12人、两台大型拖拉机组成进岛先遣队，踏破暮春的冰雪开

进了雁窝岛。进岛后，立即组织拖拉机昼夜抢运种子、油料和粮食等物资。4月下旬

的一天夜晚，抢运物资的六台拖拉机在经过漂垡甸子时，由于机体太重，都陷进了“大

酱缸’’。两米多高的大型拖拉机，只有半截排气管露在水面。

我们闻讯后立即赶到现场，先设法在机车下面垫上园木，防止继续下陷；接着又

扎了木排，铺在准备拉车的线路上。将几吨重的绞盘机分解开，把零件一件一件扛过

来，重新装配起来固定在树墩上。几十名垦荒战士排成一列纵队，踏着泥水，把长达

500米，重达几千斤的钢丝绳，扛过了“大酱缸一。可是重达十几吨的斯大林80号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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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机，淹没在泥水里挂不上钢丝绳。这时，共产党员、车长任增学同志，不顾个人安

危，在毫无防护用具的情况下，“潜水挂钩”，虽然时值春季，而北大荒的水仍然冰冷刺

骨。任增学腰系绳索，手里拽着钢丝绳潜入水中，我们岸上的人都屏住呼吸，暗暗为

他捏着把冷汗。一次、两次都未成功，第三次下去终于挂上了，当大家七手八脚地把

他从泥水中拉上来时，他已经筋疲力尽，冻得双唇发紫，晕了过去。

沼泽地完全解冻后，雁窝岛就与外界隔绝了。化冻前抢运过去的物资不多，生

产、生活遇到了很大困难。口粮不够了，一段时间只有发霉的高粱米，掺上野菜熬粥

喝，而且数量不多，老同志让给小同志，身强的让给体弱的。艰苦的生活更坚定了垦

荒队员们的意志，增进了团结，提高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当年，我们就开出荒地两万

多亩，并生产大豆两万多斤。以后，罗海荣、张德信、董学勤等二十几岁的青年，还为

’开发雁窝岛，贡献出宝贵的生命。

开发雁窝岛，这是八五三农场创建的一个缩影，农场每前进一步，都须克服许多

困难，1960年的自然灾害，1981年的特大雨涝，以及十年“文革’’的浩劫，使农场经受

了严峻地考验。

回想起那艰苦创业的历程，我的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这不单纯是缅怀过去，

而且从艰苦创业中，看到了北大荒人的精神，看到了北大荒的未来。现在，把这些事’

情都记入史册，这是对农场创业时期贡献出了宝贵生命的烈士和老一辈垦荒者的告

慰；同时我们深信，北大荒的第二代、第三代⋯⋯会从中得到鼓舞，继承和发扬光荣

传统，把北大荒建设得更加美好。
’

这里的自然资源是很丰富的，不单土地肥沃，而且有原始森林，珍禽走兽也很驰

名。三十年来，农场的干部、工人和各行各业的科学技术人员，在党的领导下，用北大

荒人的精神，不仅开荒生产，打出了粮食；而且，创造出了农场的文化和科学技术。这

是一份十分宝贵的财富。经验和教训，都是很丰富、很宝贵的。这本场志，就是这三

十年历史的全面记载。

农场正在进行改革，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场志问世，无疑是一

本很好的借鉴资料。愿我们兴利革弊，把农场办的更好。

张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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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五三农场在祖国东北三江平原东部，挠力河以南，蛤蟆通河以东，越岭河以西，

方圆1183．9平方公里。境内有山有水，有草有木，土质肥沃，资源丰富，是发展农、

林、牧、副、渔的好地方。但历代王朝，任其荒芜，日寇垂涎三尺，只是留下了大和镇、

东开拓团旧址，人烟稀少，大片荒原，野兽横行。

1956年夏，王震将军率领1500余名铁道兵复员、转业官兵，先后来到八五三农

场，亲自勘察荒原，选定场址，这支先头部队和292名河北青年揭开了披荆斩棘的序

幕，搭起了马架子，站住了脚，是农场建设的先躯。

1958年4月近3000名转复官兵，浩浩荡荡开进了荒原，摆开了向地球开战的广

阔战场。当年生产粮豆9555万斤。扎下了根，成为农场建设的骨干力量。

1959年夏，山东支边青年2000余名来农场参加建设。

1963年开始，先后有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宁波、哈尔滨、佳木斯、双鸭山等

12000名知识青年来场，给农场增添新的生力军。

特别应该提到，从1956年开始，陆续分配到农场的有数百名大、中专毕业生，为

农场的开发、建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贡献了知识和力量。

现在，第二代北大荒人已经茁壮成长，走上了工作岗位，耕耘着父辈开垦的土地，

和创办的事业，并且在不断开拓前进。

在头顶兰天，脚踏荒原，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基础上，经过30年的艰苦奋斗，通

过29个生产周期，开垦荒地90万亩(调出9万亩)；累计生产粮豆35．2亿斤；上交粮

豆18．82亿斤，其中大豆出口3．53亿斤，商品率53．5％；生产肥猪30万头，商品率

40％。并且逐步发展了林、副、渔、工的生产，累计创造工农业总产值10．56亿元，净

盈利5230．5万元，偿还国家投资额的102．7％。目前农场拥有固定资产净值6，306

万元；建成居民点76个，公路、电力、通讯已经形成网络，拥有各种农机总动力9．8万

马力，农业机械化程度达90％以上。现有职工20，700人，总人口4万余人；普通中

学8所，职业中学一所，小学44所，在校学生8，882人。一个农、林、牧、副、渔五业兴

旺，文教卫生事业不断发展，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大型国营农场屹立在东北三江

平原上。

忆昔El，创业艰辛，展未来，任重道远。为了总结经验，继往开来，勉励长者，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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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现将这部八五三农场“小百科”全书，奉献给大家，并恳切希望您提出指教。

同志们!朋友们!知之深，爱之切，愿我们大家更加热爱农垦事业，更加热爱我

们的八五三农场，加倍的工作，锐意改革，开拓前进，去迎接光辉灿烂的明天。
’

宋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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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这本场志的断限，上起1956年农场建立，下迄1985年底，个别条

伸到1986年。

这本场志的资料，主要来自口碑采访、专业科技人员亲手撰述和摘录本场文书档

案。各种数据，原则上以统计年报为准；但各专业栏目在划分时期的叙述中，因生产、

工作周期的不同，引用的数据不尽统一。以粮豆产量为例：农业生产部门以年底收、

打终期为准，粮食、外贸部门均以次年3月的上交、出口终期为准，而统计年报内的上

交、出口数字则因时间限制，只能报计划数目。

在编纂指导思想上，坚持“事实求是”如实记载历史的原则，力求内容广泛、翔实，

成为农场的“小百科全书’’。各编、章、节文字多寡不一，主要从收集到的史实和以反

映本单位的特点出发，未求形式上的整齐划一。一至六编以志体的横排竖写，记述了

建场三十年来各业的创建过程。第七编《史略》以史体的纵述方法，分四个阶段记述

了本场的发展情况。读者如了解、研究某一专科，可直接查阅专业志。如简单了解本

场概况，可只读大事记和第一编《概况》。如欲进一步了解本场历史，可读第七编《史

略》，或进而及至读全书。第八编的回忆录和附录的史话一并收录，意在将我军转业

业干部、战士和来自各路的老垦荒者们的一代精神风尚记入史册，以启迪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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