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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切毯警美4霞蠹太麴鼓舞

2001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省农垦总局

局长林玉权、神泉集团总裁彭隆荣陪同下视察南田全国优质芒果示范基地。

2001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书记、中华

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在神泉集团彭隆荣总裁陪同下参观“神泉牌”优质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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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海南省国营南田农场位于海南滨海城——三亚市境内，创建

于1952年1月，是国家最早组建的第一批国营农场。建场50年

以来，农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了很多艰难曲折，随着时代的

步伐，走过了一段坎坷的历程，取得了光辉的业绩，在祖国的南疆

竖起一座绿色丰碑。

回眸当年，解放战争的硝烟刚散，革命战士，征尘未洗，解甲荷

锄，挺进荒山野岭；翻身农民，告别故乡，徒步跋涉，来到深山老林，

擂响了向万古洪荒宣战的战鼓。他们披荆斩棘，叩石垦壤，住草

房，吃野菜，斗虫兽，抗台风，建起了一碧万顷的橡胶园，谱写了一

页页艰苦奋斗创业的光辉篇章。创下了向国家上缴利税1．5亿元

的丰功伟绩，荣获国务院的嘉奖令，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喜看今朝，新一代南田人在党的领导下，继承前辈的优良传

统，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针，敢闯敢干，敢于拼搏，致力开拓奋

进。1992年以来，与时俱进，农场对经营管理机制、人事机构机制

进行了彻底的改革，给“三老”企业注入了生机，增添了活力。并根

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结合农场实际，进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

整，构筑了“三大开发”、“四大经济支柱”、“一城五地”的产业结构

新框架。1992年，农场开发了神州第一泉，次年8月28日，在首都

人民大会堂举行温泉开发招商新闻发布会，农场在京此举，开创全

国农垦先河。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新时期南田经济的快速、持续、

稳步向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农场不断向集团化、股份化、

产业化、规范化迈进。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经济效益不断提

高，职工平均收人逐年增加。1999年至2000年被评为海南垦区良

好、先进企业、优秀企业，2000年被农业部评为全国扭亏增盈先进

单位，被评为全国自营经济工作先进单位。2001年被国家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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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财政部确定为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农场、全国优质芒果示范基

地，全国科技兴农可持续发展综合示范县。被省定为海峡两岸优

质水果示范基地。八块金牌熠熠发光。农场党委先后被评为海南

垦区先进党委、海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海南省思想政治工作先进

单位。新一代南田人在第二次创业中振兴了农场经济，谱写了南

田新篇章，重振了南田雄风。

南田经济的新崛起，引起了上级领导的热情关注和亲切关怀。

1992年以来，共有23位党和国家领导人、89多位省部级领导到我

场视察指导。2001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江泽民到南田视察。2001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又到南田视察。党和国家领导

人对南田的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和各级干部以改革的精神走科技

发展之路，带领职工共同富裕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的评价。这是

南田开天辟地第一回，是南田人的旷世殊荣和对南田人的最高褒

奖，给南田人以巨大鼓舞和有力的鞭策。

斗转星移，岁月生辉，南田农场迎来了第50个生日。回眸当

年，前辈披荆斩棘创基业，喜看今朝后秀开拓奋进建殊勋。为了庆

祝南田建场50周年，我们编写这本场志，既是对为南田洒尽汗水、

无私奉献的创业老前辈的深切缅怀，也是对南田两代人创业史的

回顾和总结，以激励后人在新的世纪再立新功。

谨此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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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取事始于1952年2月，截至2002年2月，共50周年。

二、本志根据采集的资料，依“详今略昔”的原则，实事求是地

进行纂编。

三、本志以篇、章、节、目结构排列，分创业、概况、经济、政治、

归侨、知青、科技、教育卫生文化、开拓奋进、人物共九篇五十七章，

采用记、志、图、表等四种形式，志为主体。

四、本志原则上不为个人树碑立传，但对确有较大贡献的劳

模、先进个人及场党政主管领导给予简略介绍，此只当入志，不为

立传，以便供后人查阅。

五、本志各类称谓、名称、地名、政府部门名称、组织机构名称、

职务名称以及各种名词术语皆以当时当地称呼为准。所有数字，

除习惯用汉字表示者外，一般用阿拉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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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田农场50周年大事记

一九五二年

元月二十一日，农场成立。华南垦殖局勘测一队、八队进驻勘

测，同年九月，种下首批橡胶。

一九五三年

开通场部(今长田队)至藤桥的公路，全长9公里。

一九五四年

五月十一日，农场受强风袭击，风力大于12级，场内所有茅房

全部倒塌，橡胶小苗全部倒伏。

当年海南垦殖分局派建筑工程队来建砖瓦结构职工宿舍，大

部份职工住上砖瓦房。

一九五五年

农场场部由长田队迁到长锋队，新场部全部是砖瓦结构的办

公室和职工宿舍。

一九五六年

农场基建队在长锋队建成第一座长约20米、宽4米的木质结

构桥，即长锋桥。

一九五七年

场部办起第一所小学，教师1名，开设小学1—2年级课程，采



用复式授课形式。

一九五八年

年初，农场掀起以修梯田、施肥、灭茅草为项目的过“三关”生

产大会战。从场长、书记到职工人人参加。并组织近600多人的

突击队，吃住在胶园，转战长田、响水、田湾等林区。lO月全场

90％的林段完成过“三关”任务，有效促进了橡树速生快长。

三月底，第一批广西部队退伍兵来农场参加生产建设。

四月，场机关精简，干部下放，机关干部原近40人，精简后除

场领导外，减至9人，其余全部下放生产队劳动。

八月，南田农场、崖县藤桥乡、陵水县英州乡合并成立海燕人

民公社。

一九五九年

年初，国家农垦部长王震来场视察。携牡丹江农垦文工团来

场慰问演出。

春，越南留学生4人来场参观并学习橡胶栽培技术。

四月，海燕人民公社因体制不同而解体，南田复归农垦建制。

五月，农场召开第四次党代会。

一九六二年

元月二十一日，在场部召开建场lO周年庆祝大会，参加会议

的有全场干部、职工代表。当晚举行文艺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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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

十月七日，遭受22号台风袭击，风力12级。

七月，开展“小四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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