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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印山张小一

《五一农场志》三度寒暑，多易其稿，终于付梓出版了，这是裨益

当今、造福后代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农场的发展历史是一部求实、奋进、胜利的史诗，饱含艰辛与曲

折、充满着欣喜与自豪。从乾隆年间驻军屯垦到荒漠戈壁上矗立起家

园再到初具规模的新型小城镇，每一步都是那么的辉煌，那么的振憾

人心。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和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指引下，按照“发展壮大农场、致富

职工群众"的方针和“调高调优农业、做大做强工业、拓宽搞活三产"

的要求，立足场情、发挥优势，抓改革、调结构、重科教、强管理、求落

实，使农场真正走上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道路，农场面貌和人民群

众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

活力。

盛世修志，旨在铭史。《五一农场志》本着“贯通古今，详今略古”

的原则，资料搜集的内容涉及自然地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

科学技术、卫生、民族民俗等众多领域。它面对古往今来错综复杂的

大量史料，如自然现象的复杂变化，地理区域的变迁，政治运动的纵

横起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变革中的各种矛盾等都能以辩

朱印山(五一农场党委书记、场长)

张小一(五一农场党委副书记、政委)



五一农场志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分析研究，反复考证，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地反映五一农场的历史和现状，体现了时代

风貌、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为后人熟悉地情，了解场史，提供一部科

学、翔实、全面、系统的资料。

前者所稽，后者所鉴。现在，一部来之不易的场志问世了，欣喜之

余，尚须思忖：怎样才能充分发挥场志应有的功能?历史的经验和现

实的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具备积累历史知识和运用历史经验的本领，

才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彰往察来、把握机遇。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新要求，要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首先弄清历史的来龙去脉，

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规律和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只有这

样才能使各项决策和工作更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符合自

己的实际，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才能紧跟时代的前进

步伐，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相信《五一农场志》在农场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中一定会

发挥出“资治、教化、存史”的重要作用，相信五一农场的明天一定会

更加美好。

200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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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3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四

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记述五一农场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五一农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状况。上限1957

年，部分历史资料适当上溯。下限一律至1999年底。

三、本志对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记述。

四、本志由序言、概述、大事记、各专业志、附录组成，按先自然、后社会，先经

济、后政治的秩序排列，概述、大事记、附录不入章节序列。

五、本志记述的地理范围，以五一农场现行版图为限。在五一农场范围内发

生的事，均予收录。

六、本志采用章节体结构，行文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叙体，述、记、志、传、

图、表、录，诸种体裁兼用，叙而不论，寓观点于资料中。

七、按志书通例，不为生人立传。入志立传者，皆为故世，并以对社会发展有

较大贡献的正面人物为主。

八、本志资料主要取自农场文书、档案，各科室部门资料、统计数据摘自农场

统计报表、财务决算，同时收录部分口碑资料。

九、本志引文，忠实原文，采用公历纪年，统计数字以阿拉伯数字书写，习惯

用语、词汇、成语、表述性话中的数字及数字专用名称用汉字书写。

十、单位名称使用历史称谓，地名使用乌鲁木齐地名委员会1986年12月编

印的乌鲁木齐市地名图志资料。

十一、本志计量单位采用国家颁发的法定计量单位，唯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

及小块试验田沿用习惯计量单位“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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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五一农场是接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乌鲁木齐市双重领导的县级农牧业企

业。农场的党政领导由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市人民政府任免和管理，同时管理农

场的工商、税务、公安、司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乌鲁木齐农场管理局(以下简称

兵团、乌管局)管理农场的生产计划、财政及事业拨款、社会保险，担负屯垦戍边

的任务。

1999年底全场共有综合农业生产队10个。啤酒花专业生产队3个，畜牧业

单位2个，工交商建企业13个，为农业服务的单位2个，事业单位9个，它是集

政企为一体的地方国营农场，场部设在下四工镇。

农场位于准噶尔盆地南缘，天山北坡，乌鲁木齐市西郊，距市中心约31千

米，行政区划属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地理坐标，东经87。19’52""--'87。27’23Ⅳ，北

纬43。55’52Ⅳ"-'44。03’10Ⅳ之间。东以烧坊沟与民政局小地窝堡农场及乌鲁木齐县

安宁渠镇为界，南以312国道与三坪农场相邻，西以头屯河与昌吉市隔河相望，

北以火星西干渠至康家槽子折向北与乌鲁木齐县六十户乡相邻，全场南北长约

5～13千米，东西宽约6～9千米，海拔高度520--．-616米，南北高差96米，地势

由东南向西北倾斜，平均坡降千分之七点六。总面积6 298公顷，其中：农业用耕

地3 314公顷，防护林491公顷，水产养殖面积160公顷。气温属于中温带大陆

性半干旱气候区，一年内温度变化幅度大，年平均气温6．5℃，≥10。C积温

3 400。C。年平均降水228．8毫米，年蒸发量2 647毫米，日照2 800小时，风向主

要是西北风和东南风，无霜期150～160禾，主要灾害性天气有干旱、大风、干热

风和霜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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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5月1日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自治区)批准成

立五一农场，当时直属自治区农业厅领导，1958年昌吉县头屯人民公社下四工

幸福农业社并入五一农场。1959年自治区组建农垦厅，五一农场直属自治区农

垦厅领导。1963年自治区批准组建自治区农垦厅乌鲁木齐西郊管理处，撤销乌

鲁木齐市商业局头屯饲养场，将原乌鲁木齐市商业局头屯饲养场312国道以北

的一队、五队、六队、七队划入五一农场，形成现在的规模，从1964年开始五一农

场属自治区农垦厅乌鲁木齐西郊管理处领导。1969年12月自治区农垦厅乌鲁

木齐西郊管理处划归乌鲁木齐市领导。1970年成立乌鲁木齐市西郊总场。1973

年撤销乌鲁木齐西郊总场，恢复乌鲁木齐西郊管理处，1976年2月成立乌鲁木

齐市农垦局，直至1983年5月成立兵团乌管局，五一农场属乌鲁木齐市领导。兵

团乌管局成立以后，五一农场成为兵团和乌鲁木齐市双重领导的农场。

五一农场是一个多民族的农场，建场前这里就居住着汉族、回族、哈萨克族。

建场后招用了由南疆来的维吾尔族青年，1959,--,1966年分别从湖北、安徽、江

苏、上海、天津等地接来大批支边青壮年、知识青年、技术干部，同时安置了甘肃、

河南等地来的自由支边人员，他们大部分在农场安家落户，繁衍生息，至1999年

底全场有常住人口9 065人，2 358户，人口出生率8．7‰，自然生长率1．3‰，民

族有汉、回、维、哈等14个民族组成。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39．2％。

农场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乌鲁木齐河、头屯河冲积平原中段，自然件条优越，

水土资源丰富。辖区内地势平坦，土层较厚，土壤质地属重壤和轻壤，保水保肥性

能良好，适于多种农作物和林木生长，尚有宜农荒地近1 000公顷，只有少量盐

碱，稍加改良便可种植。水利资源丰富，地面水可利用乌鲁木齐河、头屯河两河之

水进行灌溉，解放后国家在两河上游建乌拉泊和头屯河水库，可以调节供水，垦

区内还有王家沟水库可在枯水期调节供水，农场年引水量达2 000万立方米。据

1978年自治区农垦总局水文地质堪测组电测，结合水井调查，年开采地下水可

达3 000万立方米以上，而且埋藏浅，便于开采，成本低。适宜本地的农作物主要

有冬小麦、玉米、向日葵、甜菜、西瓜、甜瓜、打瓜、苜蓿、各类蔬菜、啤酒花、大豆、

水稻。水果有苹果、桃、李、葡萄。林木有白杨、柳树、榆树、白蜡、山楂等，饲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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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有肉牛、奶牛、羊、猪、马、驴、兔。家禽有鸡、鸭、鹅、鹌鹑。水产品有鲤鱼、鲢

鱼、鳙鱼、草鱼、鲫鱼等。矿产有黄土、砂子。

四

农场经济建设，生产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7"-'1966年为建设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规划、开荒造田，搞

基本建设，至1966年底条田、道路、林带、渠道、居民点已基本形成现在的格局。

全场总面积6 298公顷，耕地3 153公顷，乌鲁木齐河引水渠、和平渠引水干渠、

头屯河引水渠东干渠、南干渠建成通水，对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保证。在大

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思想指导下，播种面积逐年扩大，单产逐年提高，1966年全

场总播面积2 653公顷，占耕地面积84．14％，其中粮食面积1 853公顷，占总播

面积的70％，平均亩产160公斤，总产4 450吨，创建场最好水平，瓜果、蔬菜生

产也得到相应发展。1960年新疆首家引种啤酒花获得成功，1964年产品首次出

口东欧国家。1963年又分别从北京、上海引进黑白花良种奶牛饲养，为新疆建设

高产优质牛奶生产基地奠定了基础，并积极发展以牛、羊、猪、家禽生产为主的牧

业生产，为市场提供肉奶蛋畜产品。1966年全场实现工农业总产值215．8万元，

其中农业产值190．2万元，工业产值25．6万元，全场总人口4 742人，职工1 995

人，职工平均年收入372元。

第二阶段，1967"-'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10年，这个时期生产停滞不前，

粮食单产、总产迅速下降，人口及职工快速增长，经营连年亏损，平均播种面积由

1966年的2 653公顷下降到2 307公顷，下降13％，其中：粮食面积下降

16．9％，单产下降33．1％，总产下降44．4％，有三年时间粮食三留(种籽、口粮、

饲料)不能自给，10年中有8年亏损，累计亏损393．25万元，1974年工农业总

产值314．51万元，当年亏损117．62万元。1976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446．72万

元，其中农业总产值338．42万元，工业产值128．3万元，粮食总产3 879吨，亩产

190公斤，职均年收入558元。

第三阶段1977""1984年为恢复期，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拨乱反正，中共

中央国务院相继召开了国营农场工作会议，对国民经济提出“调整、改革、整顿、

提高"的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场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

方针政策，全面推行生产责任制，实行班组集体承包，贯彻“定、包、奖"，实行联产

计酬、经济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调动职工的生产积

极性，生产迅速得到恢复，经济建设蒸蒸日上，粮食单产、总产大幅提高，职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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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明显增长。1984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1 165．41万元，比1976年增长2．5倍，

其中：农业总产值652．96万元，增长1．93倍，工业总产值512．45万元，增长4

倍。粮食总产5 193吨，亩产223公斤，职均年收入1 117元，比1976年增长1

倍。

第四阶段1985～1999年为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农业生产积极贯彻中发

(1981)、(1982)、(1983)3个1号文件，农场制订《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试行办

法》，将土地按人口劳力分到职工家庭承包经营，兴办家庭农场，15年不变，实行

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交够国家的剩余全是自己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兴办二、三

产业，工交商建企业全面推行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做到责权利紧密结合，1991

年对农场实行场长承包经营责任制，有力的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些改革措施

促进了农场经济的发展，1999年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6 293万元，比1984年增

长5．4倍，平均年递增11．9％，其中农业总产值3 608万元，增长5．53倍，平均

年递增12．o％，工业产值2 685万元，增长5．24倍，平均年递增11．67％，实现

国民生产总值5 670万元，居民可供分配的收入2 749万元，人均纯收入3 033

元，职均纯收入5 395元，分别比1984年增长6．19倍和4．83倍。

五

1957"-1999年经过四十二年的艰苦创业，农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取得

了巨大成绩，为乌鲁木齐地区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做出了

重大贡献。

四十二年来农场始终按照自治区要求在乌鲁木齐市近郊成立一个高度机械

化、利用现代先进技术、采取多种经营、发展农牧副综合型的国营农场，和以农业

为基础的方针。建场后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辛勤创业、开荒造田、兴修水利、

洗盐治碱、平整土地、营造防护林，共建成高产稳产农田3 314公顷，修建干、支、

斗渠123千米，其中防渗渠道88．75千米，深100米以上的机井93眼，防护林

491公顷，森林覆盖率8．4％，改善了农业的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改变了靠天吃

饭的落后局面。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落实改革开放政策，坚持

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利用乌鲁木齐的地缘优势，依托城市，发展城郊型的农业经

济，使农场的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得到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1982年乌鲁木齐市要求发展三大副食品基地建设，场党委提出稳定粮食生产，

加快建设肉奶、禽蛋、瓜果、蔬菜生产基地，丰富市民菜篮子，增加职工收入，推行

科学种田，科学养畜，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农牧业生产，引进推广优良品种，地膜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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