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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丛书

编辑说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丛书是兵团史志编纂委员

主持编纂的大型系列丛书。它包括三个部分：

一、以兵团机关各部、委、办、局为主编纂的兵团专

志，计划出版《物资志》、《新闻志》、《工会志》、《工业

》、《交通志》、《检察志》、《基本建设志》、《粮食志》、《文

化艺术志》、《财务志》、《计划志》、《统计志》、《科技志》、

《武警志》、《武装志》、《劳改志》、《审判志》、《外事志》、

《外贸志》、《共青团志》、《农业志》、《园林志》、《农机志》、

《畜牧志》、《水利志》、《商业志》、《教育志》、《组织志》，

《机构编制志》、《卫生志》、《劳资志》、《公安志》、《司法行

政志》、《计划生育志》、《民族地方工作志》、《土地志》等。

二、以各师(局)为主编纂的师(局)志。

三、以各农牧团场为主编纂的团场志以及工厂志、

公司志等。

编纂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政策为准绳，运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

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



是地记述各行业、各单位的历史沿革和现状。丛书体例

遵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有关要求，尽量符合新方志

编纂的基本规范。丛书采用详近略远，横分门类，纵述史

实的编纂方法，力求将完整、系统、翔实的史料呈现给读

者，使其真正起到“一方全史’’、“一地百科全书”的作用，

发挥资政、教化、存史的功能，为兵团的“两个文明”建设

服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丛书编辑部



序

序

胡兆璋①

古往今来，盛世修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名新疆

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是1954年由驻疆人民解放军十万

五千官兵，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集体转业组建

而成的。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自治区党委和自

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英勇奋斗和

艰苦努力，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屯垦戍边的多种形式的农

场群，开创了现代化建设的新纪元。在探索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观今鉴古，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

文化，揭示历史规律，推动当代屯垦戍边土地事业，是修

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土地志》的根本所在。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是不可再生的

宝贵资源。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无不与土地相连，中外

古今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也将不断证明这一点。

《孟子·尽心》云：“诸候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马克

’思引用威廉·配弟的话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

① 作者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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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土地志》

富之母。”孙中山所著《三民主义》把“平均地权，涨价归

公”作为革命的一个基本目标。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

民从土地革命入手，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开展了全中

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在

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土地实行

了有偿使用制度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使稀有的土地资

源、有限的土地资源，成为不断增值的生产资料，为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极大地

解放了生产力，谱写了中国历史和当代屯垦戍边事业的

新篇章。

然而，新的社会制度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有一个

成长发展的历史过程，加之人们认识的局限，对国情、地

情、屯垦的误解，地政管理体制和土地使用制度、家庭联

产承包制度的优势与弊端并存，新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充

分发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着力推进土地

管理体制和使用制度改革，从沿海到内地及至陆路边

境，从自治区到兵团，从城市到农村，到屯垦农场，土地

统一管理的新体制脱颖而出，有偿有期使用土地的新制

度全面建立。家庭联产承包30年不变的使用制度在屯

垦农场全面实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党的十五大以来，

土地管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为了中华民族

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国家突出地推进土地管理改革和用

地方式的转变以及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战略的实施，为兵
2



序

团、师(局)、团场三级管理部门实施用途管制奠定了法

制依据。但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今仍不免于旧观念、旧体

制的束缚，亟应借鉴前人之经验，吸取历史之精华，融会

贯通于当代屯垦事业，推动土地建设与管理的持续发

展。 ·

近代土地管理随政权之更迭，时势之变迁，历经磨

难，机构撤建无常，史料残缺不全。兵团土地管理机构建

立仅10年，万事待兴，人手不济。为响应兵团屯垦戍边

事业之发展，改革建设之需要，遂倚地政前辈为师，靠集

体之智慧，历经年之努力，承蒙兵团档案局、军区档案

馆、兵团地方志办、财务局、建设局、水利局、农业局、统

战部、统计局诸单位鼎力相助，搜集的史料百余万字，经

筛选爬梳，分类编撰，终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土地志》。

从该志中大致可窥见兵团土地建设与管理之一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土地志》是一部很好的地情资

料。她以土地资源、土地规划、土地开发利用、土地管理

等篇目为主体，以历代屯垦为附录，翔实地记述了近半

个世纪以来兵团地政发展的实况与规模，总结了屯垦戍

边进程中土地建设、规划、利用、管理的成功经验和经历

的曲折道路，突出了兵团土地管理事业的特点。这对于

改进和提高我们的工作，为推动土地管理事业健康发

展，再造兵团二次辉煌无疑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为便于存史、资政、育人和各界阅读，为国土管理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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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土地志》

作者参政，仓促编辑，纂成本志，若有不足，敬请指正，以

便续修志书时加以更正。

1999年9月17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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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志宗旨在于存史、资政、育人。本志所用史料

注意到鲜明的思想性、翔实的资料性、专业的规律性。

三、本志编写遵循当今修志原则：实事求是，以类系

事，以事系人；立足当代，详近略远；横排纵写，叙而不

论。

四、本志编写的范围，以记述新疆和平解放后驻疆

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兵团成立以来土地建设与管理

的历史为主，并涉及到各个时期管理机构及管理制度的

演变。着重叙述历史事实，反映当时客观情况。上限起于

1949年9月，下限止于1996年底。

五、编写体裁，以志为主，述、记、志、图、表、录诸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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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土地志》

并用。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全志系篇、章、节、

目结构，共计3篇15章58节。

六、本志人物称谓一律直呼其名，不加褒贬之词。引

用资料尊重历史，不作更改。朝代一律沿用旧称，朝代纪

年用当时的通用年号，再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为了便

于查阅，大事记的历史纪年，先写公元纪年，再以括号注

明朝代，并一律省略“公元”二字。地名以记述今地名为

准，引用古地名时，用括号注明今地名。

九、本志统计数据的使用，遵循1983年12月10日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的有关规定。表中单

位符号用国标符号。

十、本志资料，历史部分系录自兵团已出版的史志

书籍，1949年4月后的内容则录用自治区、兵团档案资

料，均经过核实甄别，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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