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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志窍志 1955 年对《红星集体在庄远景规~I>诙农

庄于 1958 年合并于南部农场峙"按语"手远影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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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息来同志在

长阳农场。971 年)

叶剑英同志与金日成主席

在南郊共裁中朝友谊树0975 年)

朱德同志到，东北旺农场视察

与拖拉机手交谈0963 年〉

彭德怀同志与

农场工人文谈(1963 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五宋同志为中日友好奶牛场剪彩 邓颖超同志视察中日友好养鸡场(1983 年

聂荣臻同志到农场 Jf-承志同志视察农北旺农场(1981 年 )

视察农田基本建设(19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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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北京市的国营农场事业，自 1949 年创办以来，已经走过

了四十多年的道路。

四十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北京市的国营农场

事业，按照中央和市委制定的方针政策，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逐步发展壮大。办农场初期，强调"以示范作用"为主，

为广大农民提供优良品种，科学技术服务，以及机械化作业 i

展示大生产的优越性和发展前景，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随着首都建设事业的发展，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各国

营农场逐步建立和完善副食品生产和加工基地，保证对首都

人民的副食品供应，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服务首都"的方

针，中间经过"十年动乱"，发展一度受阻，但经广大干部和

职工的艰苦努力，仍然保证了对首都的副食品生产和供应，粮

食生产和工副业也有所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

着工作重心的转移，改革开放的实施，农场内部体制和产业

结构通过逐步调整，实行了农工商综合经营，促进了农林牧

副渔，工商运建服等产业的全面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京郊的 16 农场，按地形地貌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处

于山间盆地的有延庆农场，其海拨高度为 475 到 479.5 公尺 z

二类是处于山区向平原过渡的丘陵地带的有西山、南口和十

三陵等，其海拨高度为 60 到 90 公尺;三类是平原地区，处

于永定河、潮白河和温榆河等三个水系的洪积冲积扇及扇缘

洼地，海拨高度 21 到 49 公尺。由于位于平原地区者多，地

势平坦开阔故为农田规划、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提供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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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实现机械化大生产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现在的北京市国营家场系统，是以十六个国营农场为基

础，拥有一百二十万亩土地〈其中耕地六十七万亩〉、五万四

千亩果园、近五万亩菜田、两万亩养鱼水面、五万头奶牛以

及上百座猪场鸡场的首都副食品生产和加工基地.自 1979 年

春以来，根据市委和人民政府的决定，北京市国营农场系统

组成了"北京市长城农工商联合企业"、后更名为"北京市农

工商联合总公司"，下设 16 个国营农场、二十四个公司、四

个研究所(即农业、奶牛、乳品、园艺等)和一所职工大学。

逐步形成为一个多层次、多行业、多种经济形式的大型联合

企业。

京郊国营农场，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前无古人

可供借鉴之经验，又无良好的条件，创业艰难，发展不易。今

日修史，是为了回顾过去，牢记琅苦奋斗的优良传统F 瞻望

未来，展示更加美好的前景，故无论经验或教训，都为后之

来者引以为鉴，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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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开创时期 (1949-1957 年〉

京郊国营农场事业，是在党中央的关怀和支持下，逐步

发展壮大起来的。四十多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

经过广大农场职工的艰苦奋斗，使京郊国营农场发展成为现

在的一个多层次、多行业、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综合性的

大型联合企业。

第一节撞管与建立机构

1949 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当年 3 月 18 日，华北人民

政府农业部成立华北机械农垦管理处，把原属国民党政府

"善后事业委员会"农垦管理处河北省分处的十台拖拉机和部

分物资、由天津运至南苑，在六合庄展开垦殖工作;相继接

管了五里店、双桥、丰台、黄村和南苑等五个农场。当年 9 月

6 日，根据华北人民政府的《指令)).撤销华北机械农垦管理

处，成立平郊(即北平郊区〉农垦管理局。 1950 年 10 月，改

为"京郊农场管理局"，并将该局由中央农业部移交北京市政

府郊区工作委员会领导。局址设在南苑区大红门，局长为戎

占峡、副局快为刘钢。"三反"运动以后，为了精简机构、减

少层次，于 1952 年 8 月 1 日，根据市人民政府的决定，撤销

京郊农场管理局，各农场交由市政府郊区工作委员会直接领

导。这年 9 月 8 日，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 (52) 府秘张字第

531 号、柴字第 532 号令 z 撤销市府郊委会，另行组建市农林

局，任命周风鸣为局长、杨益民、刘钢为副局长。在市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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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内设置农场管理科，主管京郊国营农场事宜。此后一段时

间内，双桥农场和五里店农场仍由中央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

局直接领导。

第二节 第一批国营农场的诞生

解放前的北京郊区，除了几个附属于官僚资本和封建势

力的小农场或农业试验场外，并无一个实行现代化经营的农

场。 1949 年初解放以后在稍后的土地改革中，根据中共北京

市委和市政府的决定，在没收官惊资本和少数地主庄园的基

础上，创建了第一批由国家直接管理的国营农场。

据京郊农场管理局于 1950 年 4 月(即京郊土地改革结束

时)的统计，京郊共有 12 个国营农场，其中双桥农场和五里

店农场直属中央农业部领导。其余 10 个农场为彰化、聚山

(即巨山)、温泉、德茂庄、和义庄、天恩庄、大生庄、钱庄

子、大泡子、龙河，还有一个拖拉机站。这 10 个农场中有彰

化、聚山和温泉等 3 个场位于当时的 16 个区〈即现在的海淀

区) ，其它 7 个农场均分布于当时的 14 区(即后来的南苑区、

现在的南郊农场范围内)。这 12 个农场共有耕地 16176 亩，其

中旱地占 80%以上，这些旱地又处于春旱秋涝、低洼盐碱的

"南海子"一带。"南海子"又名苦海子，方圆数十里的范围

内地势低洼、沼泽密布，是元、明、清三代帝王狞猎寻乐的

场所。

这第一批国营农场的前身，大体可分为三类 z

第一类，是接管原属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本的财产有三

个地方，其中有和义庄，其前身属于盐业银行，有耕地 1300

亩、电井 5 眼，有少量稻田 p 有五里店、原属国民党军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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