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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

王文经许以栋①

国有史，场有志。编纂《良繁场志》是多年的愿望，但要付诸行动，编写成

册，并非易事。今年，在场党委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良繁场志》终于面世，

这是良繁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成果，是全场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良繁场于1980年成立，至今已走过了十九个春秋。我们目睹了良繁场这段

历史的沧桑巨变。其变化之快，是前所未有的o《良繁场志》以其详细的资料和

数据，真实地记载了这段历史：冬小麦单产1980年205．9公斤，1998年412公

斤，单产增加了1倍；玉米制种单产1998年469公斤，为1984年制种单产252

公斤的1．8倍；其他作物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十九年来，良繁场作物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温棚蔬菜生产在农场经济

发展中形成一个新的产业；以高产值、高经济效益的经济作物及种子作物成为

场的主导产业。作物的结构调整，使农场的经济效益显著提高。1980年农场的

利润只有2．5万元，1990年前后利润在10～20万元，1998年利润达100万元。

十九年来，良繁场职工的衣、食、住、行和文化生活的变化，更是有目共睹。

在劳动的场景中，80年代那种单调色服式、补钉衣服、“开花”祆不见了，代之以

多姿多色的衣着。建场初，每逢过节才能吃到肉，80年代末，市场上天天有肉供

应；群众喝上了清洁的自来水，改变了过去喝涝坝坑水、雪水、冰水的历史。农

场人均住房面积达到20平方米，较80年代增加4--5倍，土木结构住房变为砖

混结构，过去那种依坡而居的地窝子、四合大杂院以及兵营式的土房，已荡然无

存，只留在了老农垦的深深记忆中。夏秋季节，宅院里鲜花盛开，生长着多种多

样的蔬菜，树上果实累累，这是80年代前农场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现在都成了现

实。现在的交通条件，今非昔比，变化很大。红旗一场时期，职工休假到伊宁市

①王文经：原良繁场场长 许以栋：原良繁场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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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步行来回；良繁场成立初期，到伊宁市要骑自行车去。现在到伊宁市坐出租

汽车，道路由石子路改建成柏油路。电视机、收录机、VCD、洗衣机、电话等家

电、通讯工具进入职工家庭。职工不出门，便可以知道场事、国事、天下事。

良繁场的巨大变化，得益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长期政治稳定的局势；是

良繁场人奋发图强、团结向上精神、改革创新意识、实事求是作风的充分体现。

良繁场改革之初，就走在了全师的前头，并成为许多团场学习的榜样o 1983年

秋，场根据全国农垦工作会议及师党委工作会议精神，开展了兵团国营农场体

制下如何改革的大讨论，良繁场在“解放思想、勇于改革、敢于创新”思想指导

下，制订了“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大包干责任制试行办法”，初步解决了计划经

济体制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问题。农场管理制度，又经过几年补充和完

善，理顺了场内外方方面面的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此，改变了农场“一

死二穷”的局面，走向了快速发展之路，致富之路。

良繁场生产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从90年代初开始，

温室蔬菜、地膜玉米、地膜高粱、瓜果等塑料薄膜覆盖技术的应用，已成为增产

增收的重要措施。在耕作技术方面，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施肥制度有创新，植

保、化除、化控等综合新技术在生产中推广应用，使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不断上

新台阶。

抚今追昔，我们不能忘记老一辈的军垦战士，是他们为改变农场面貌，奉献

了一切，在他们身上闪耀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兵团精

神光芒o

我们在良繁场这片土地上工作了多年，很热爱这片土地，很高兴看到良繁

场今天的变化与发展，我们同时期望良繁场日新月异，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二000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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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丛华牛青①

编纂《良繁场志》是一件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千秋伟业，是我场政治、文

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世纪之交编史修志，适逢其时。

记录着良繁场近20年光辉历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四师良繁

场志》，在师、场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下，经过场史志编纂委员会和

史志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终于问世了，可喜可贺。

全书包含28章，130节，共20多万字，这部志书采用章、节、目结构，由序、

概述、大事记作为卷首，按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的内容进行编

纂，详细记载了近20年来，良繁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各方面的演变情

况，是一部资料丰富、详实的场情全书，具有宝贵的资政、教化、存史价值。它记

载了在党的领导下，农场人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场的光辉业绩。它的出版，是良繁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成果，它

将对借鉴得失、彰往未来、激励后人，加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

良繁场的历史，是一部屯垦戍边，艰苦奋斗，征服自然，建设社会主义的创

业史o《良繁场志》真实地记载了良繁场一代代军垦人屯垦戍边，不畏艰险的奋

斗历程，昔日百块高低不平的荒滩土丘，改造成绿树环绕的绿洲良田，耕地排列

整齐，水利设施配套，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不断推广应用，农产品产量

和质量日益提高，在伊宁市近郊呈现出亮丽的现代化农场风景。

1997年以来，制种业方兴未艾，成为农场的支柱产业。农场经济繁荣，社会

①冉丛华：现任良繁场党委书记 牛青：原良繁场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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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前程无限美好。

农场人在屯垦戍边开发建设自己家园中所表现出的热爱祖国，艰苦奋斗，

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兵团精神，是贯穿《良繁场志》的一条主线，是进行国情、

场情教育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我们应该十分珍

惜，充分利用，发扬光大。

良繁场有万亩土地资源，地处伊宁市郊，有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和较强的

地缘优势，有丰富的建设农场经验。近几年又进一步兴修水利，实施科技兴农，

调整作物结构，内引外联，扩大良种繁育优势，不断改善生产条件，生活条件。

我们相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一个更加兴旺发达的良繁场一定能跻身于先

进农垦团场之林，以丰硕的成果谱写出更加辉煌的篇章o

200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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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全面反映良繁场成立以来的历史

原貌和现实情况。

二、本志上限1980年，下限1998年，大事记从1962年延续到2000年。

三、良繁场成立前的历史沿革、隶属关系，因资料残缺不全，故只能作简要

记述。

四、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由序、概述、大事记作为卷首，其专志按先自

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顺序进行编撰。

五、本志时间采用公元纪年，数字计量单位一律执行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六、本志叙述方法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多种体裁。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档案室和场机关各科室及有关知情人，采用数据以

场统计部门资料为准。

八、人物志只收录对良繁场发展有较大贡献和重大影响的人物，坚持生不

立传的原则。

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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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良种繁育场，成立于1980年7月1日，其前身为

兵团商业处红旗一场。该场是1962年“伊塔事件”后，兵团商业处于当年6月奉

命接收伊犁州公安局巴彦岱新生农场而组建的，为团级建制。建场初由兵团商

业处一个连队，从农六师夏新湖抽调一个连，并从马桥农场抽调二个连，共约

400余名职工。干部是从兵团商业处、农五师、农六师、自治区畜牧厅、地质局等

单位抽调的。组建时耕地约18000余亩，其中旱田一万余亩；畜牧业主要有羊

500余只，牛300余头，马100多匹，猪150余口；农机只有4台拖拉机，3台康拜

因；工业有南台子煤矿2个立井，年产一万余吨原煤。1965年5月该场移交农

四师并与师工矿厂合并，合并后将农牧业单位编为七连、八连，1969年接收师工

程处园林队编为九连o 1977年11月师工矿厂将七、八、九连三个连队合并组建

农副业分场；1979年农副业分场移交师农科所后更名为良种场，1980年7月1

日良种场从师农科所独立出来更名为伊犁农垦局良种繁育场，1982年改称农四

师良种繁育场，该场为营级建制。

良繁场位于北天山科古琴山的南坡，铁厂沟沟口，苏勒玛特河(俗称铁厂沟

河)东岸，伊宁市境内。东部与伊宁县达达木图乡、脑艾图村接壤，西南部与伊

宁市巴彦岱镇铁厂沟村相连，北距工矿厂2公里，场部距伊宁市12公里。位于

铁厂沟西山伊宁市火龙洞医院2公里；铁厂沟东山坡上的伊宁市花果山果园与

场部相邻，一渠之隔；伊犁金城墙体材料厂，位于一支一斗北面。场内外道路畅

通，交通方便，铁巴公路从场部经过，通往巴彦岱312国道。直拨电话通达各地；

有线电视进入职工家庭。

全场土地总面积1．27万亩，耕地面积0．85万亩，其中三连耕地O．16万亩。

全场有独立核算单位10个，其中：农牧单位4个，服务单位4个，文教卫生单位

2个。

良繁场属中温带亚干旱气候，年均温度8．1摄氏度，大于lO摄氏度的年积

温3400摄氏度，热量丰富，阳光充足，无霜期年均165天。地形由北向南倾斜，

地面坡降0．5～1％o平均海拔高度680米。土壤为灰钙粘壤土，土质肥沃，无 ，

盐碱，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农林用水来源于喀什河，由人民渠北支干渠输水，／
供给，灌溉有保证。全场累计修造干、支、斗渠57条，总长45．41公里，各类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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