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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l

序 一

王焕民①

《拜什墩农场志》从1997年开始纂修。在场党委的领导下，经诸多编志者

多年的辛勤笔耕，四易其稿，终于成书出版，完成了两代军垦拓荒者的夙愿。

《拜什墩农场志》的出版发行，是农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是全场广大职

工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岁月悠悠，沧桑巨变。拜什墩农场走过了40年的战斗里程。40年来，两

代军垦人在祖国西陲伊犁河谷的琼布拉克荒原上，发扬南泥湾精神，铸剑为

犁，开荒拓殖，填湖造田，修渠引水，植树造林，筑路建房。在戈壁荒原上初步

建成了党政军企合一，工农商学兵为一体，农林牧副渔五业俱全、综合经营的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的小型国营农垦企业。

拜什墩农场的广大军垦战士，正确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生产队、战

斗队、工作队”和“屯垦戍边”的指示，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加强民族团结，稳

定社会方面作出了贡献。《拜什墩农场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特

点鲜明，全面、系统、科学地记述了拜什墩农场政治与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历史

和现状，实事求是地记载了拜什墩农场两代人在伊犁河谷屯垦戍边，艰苦创

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营农场的真实历史。《拜什墩农场志》的出版，在农

场今后的两个文明建设中，一定能发挥它特有的经世致用作用。

进入21世纪，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的拜什墩人，抓住发展机遇从传统农

①王焕民系拜什墩农场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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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大胆走出来，找准方向，瞄准市场，根据农场光热资源丰富、土地肥沃等特

点，果断地调整种植结构，走特色农业发展之路，使广大农牧职工增产增收，脱

贫致富。在小城镇建设上，年年都有新变化占-个充满生机活力、蓬勃发展的
’，：

拜什墩农场正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作为在拜什墩农场工作的一

员，读了《拜什墩农场志》，受到启发和鼓舞。在此，向参加编纂《拜什墩农场

志》的全体同志表示感谢1

200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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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高文生①

读了《拜什墩农场志》，倍感亲切。志书以翔实的资料，记述了拜什墩农场

创建、合并、分离、独立发展的全部历程。《拜什墩农场志》的成书出版，是拜什

墩农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项重大成果，实现了拜什墩农场两代人的宿

愿。借此，我向参加《拜什墩农场志》编辑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拜什墩农场建于1958年，建场之初，广大军垦老一代，在琼布拉克荒原

上，栉风沐雨，开荒造田，修渠引水，植树造林，将芦苇荒滩变成了林带纵横的

一块块条田，为农场建设做出了贡献。1965年以后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农

场几经变更，农场的经济发展缓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春风吹到了拜什墩农场，特别是进入

20世纪90年代，军垦第二代，经受了与建场初期同样的考验，背负着长期亏

损的包袱，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农场人视历史成绩为起点，面对机

遇与挑战同在，艰难与辉煌并存，人们焕发精神，改革体制，抓住发展机遇，依

托本场优势，励精图治，开拓进取，加快发展，改变了农场历来贫穷面貌，人民

生活逐年改善。农场一J、城镇建设和小康连队建设初具规模，农场各项事业有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o

《拜什墩农场志》实事求是地记载了拜什墩农场几代军垦人40年来在琼

布拉克荒原上战天斗地的业绩和顽强拼搏的精神，翔实地记述了拜什墩农场

①高文生系拜什墩农场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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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史实。《拜什墩农场志》的出版，对激励后

人，承前启后，加强农场两个文明建设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作为拜什墩农场

工作的一员，为《拜什墩农场志》的出版欢欣鼓舞，并深受启发和激励。

我相信，以志为鉴，拜什墩农场的明天定会更加美好、辉煌。

2001年lO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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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智①

《拜什墩农场志》是农场40年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记述了农场人光辉的

战斗历程，同时也反映了农场人艰苦创业，勤劳致富的精神面貌。是农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巨大成果，也是两代人的宿愿，它将永远激励着农场

第三代、第四代军垦战士为农场建设和繁荣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是拜什墩农场发展的见证人之一，曾担任过场长。我同广大军垦战士

一起工作、生活过。当年农场全体干部职工受命在拜什墩屯垦戍边，曾经忍受

了寒冷和烈日之苦，进行艰苦创业。也和全兵团其他农牧团场一样，发挥着

“三个队”和“四个力量”的作用。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拜什墩农场抓住机遇

求发展，依托本场资源优势，开拓奋进，企业扭亏为盈，职工收入有了一定的增

加，人民的生活不断改善，小城镇建设和连队小康连队建设突飞猛进，各项事

业欣欣向荣。

拜什墩农场的发展历史，是农场两代人的辛勤劳动创造的，如今，农场创

业时期的军垦老一代职工都已离退休，有的甚至长眠于这块热土，新一代农垦

战士又继承起前辈的事业，沿着他们的足迹，开始了新的创业。拜什墩农场的

辉煌是拜什墩农场两代人创造的，拜什墩农场的今天，是两代拜什墩农场人的

骄傲和自豪。

拜什墩农场的历史，是一部艰苦创业史，在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

①陈智系拜什墩农场原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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