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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湖农场志
r195，7·’1985；)’

大同湖农场志编纂委员会编



．眷

墨殖建场，创业维艰，时逢盛世，政通人和。编史修志，储存史料，资

治鉴往，服务现实，忘及子孙，意义深远。
大同潮系湘鄂西革命老根据地。老一辈赤卫队员，跟着贺龙闹革命，

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奋斗，前仆后继，终于迎来了东方的曙光。

旧社会，这里战乱不息，灾害频生，芦草遍地，疫水模流，病害猖獗；，人

烟寥^落。。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一，“背起三棒鼓：流落到四方一：．就是

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 ，

五十年代末期：数千名省直财贸战线下放干部、河南移民、上海知识

青年，从五潮四海云集于此，与当地群众一起拉开了垦殖建场的序幕。机

声隆隆，银锄飞舞，唤醒了千年沉睡荒原，用勤劳的双手描绘最新最．羡的

图画．今日大同，良田万顷，稻涌金浪，棉吐白银，绿树掩映，沟渠纵横，机

器轰鸣，百业兴旺，各项经济建设方兴未艾。

值此改革之年，合着时代的步伐i顺应历史的潮流，尤须锐意、改革，开

拓前进，为振兴农垦经济奋进。

本志忠实地记叙了农场的建设和发‘展、坎坷和凿折、艰辛和欢乐．，是

献给老一辈拓荒者的厚礼，是我场“两个文明建设一的历．史记实。．

镶写志书，工程浩繁，编修场志，实属创举。本志在编修过程中，曹得

到备方大力协助，编志人员辛勘劳动，历时七载，数易其稿；终成此志，在

此谨灰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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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正清
4989年J2月14·日



凡‘例

r、《大同朔农场志》以竟的四项基市原刚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破

策为措计，遵循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阿曩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

制改革的决定》精神，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场ll}然，经济和桂会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借以资治、

敦育．存史之用．
‘

二、本志由曩述和大事记，地理环境，星麓建设、农业，工业，蠢韭。企业f强，党政群团，

科教文卫、人物、杂记十一卷组成，共约3习，字． 。

三、本志时问上限从1957年12月建场开始，下断至1985年12月，但个别地方也有适当

， 上溯．。 ．

‘

’

四、奉志采用记，志．传、录等体倒，以语体文，记叙体为主．辅之以图表注释．本扬发生的

大事要事，用龋年体和记毫本末体相结合的写法简记于大事记中．
． 五、本志费料一部分来源予省、县档案馆和本场梢案室，数字录于财务帐册和统计年报：
一部分划为口碑资料．

六、全志以类分卷，卷下设目，订下设予[1．卷前用汉字冠以序号，订用【]，子日用△符

号表示，以先后为序，予日以下用汉字一，(一)．阿拉伯宇l、(I)四个层次序号捧列．

七、本志纪年和效字‘律采用阿拉伯数字，单位序号采用汉字．时问表述‘戈年前。不

台奉年。。×年盾?古本年，。冀场初期’指1957年12月至1963年底，。建塌麓年’或·28年以
来’描1957年12月至1％5年12月．

八、凡。农枷’，。本场’、。我场’、。场区’均指大同湖农场．

九、图表分别列入各卷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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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厂

V适纸J获剐北硇馅％九逝

企业称号

△荆同牌黄板纸被批准为部优产品

V箱板纸车问



司糖厂

p热电厂发电车间一角

q第三砖瓦厂



p大同商场

q粮棉油公司经理部

p物资供销公司经理部



四职工医院住院部

p走同高级中学

q大同影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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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失同电排站

q开挖深沟夫渠

陟建设中的内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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