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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今年八月二十一El是淅川县畜牧场建场十九周年纪念

日。在这喜庆来临之际，《淅川县畜牧场志》将要出版了，可

谓是双喜临门。
‘

j

：

《场志》的时限自1975年始，至1992年底止，记叙了建

场十八年的历史：后有《跋》，续记了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四

年间场的发展状况。十八年的建场史，是风雨的十八年，坎

坷的十八年，奋斗的十八年，同样，也是创业和守业的十八

年。 ，

《场志》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了畜牧场的创业者、

守业者的精神面貌和事迹，记叙了他们成功的经验和汲取

的教训，字里行间闪烁着他们的迷人风彩。我作为畜牧场创

业者和初建者，自一九八四年离场至今，已有十年时间了。

十年过去了，但畜牧场人表现出来的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

和共产主义理想．，艰苦奋斗的作风，死打活拼的精神，实事

求是的科学态度，无私奉献的道德情操，无不作为一种精神

力量而受其感召。余暇忆起，翻腾的脑海，无论如何去抑制

也不能平静知瞬间浮起，辗转翻侧，难能入眠。十八年的建场

史凝聚着畜牧场人的艰辛和苦涩．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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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

命。如果说，中国文明史，是人民和无数的先圣前贤，英主名

臣，良将能吏，志士仁人创造的，那么十八年的畜牧场史也

可以说是畜牧场的广大干部、职工在党的领导和各界志士

。’仁人的支持下，用其万能的双手，聪明的脑袋，从事忘我劳

动创造的。如果说，科学成果和文化艺术是劳动者聪明才智

的结晶．，那么，《场志》也可以说是畜牧场创业者和继承发展

者聪明和才智的结晶。 ．

， 《场志》的作者，历经两年艰苦的努力，以十五万字的篇

幅记录了畜牧场的过去和现在、发展和经过。《场志》不但忠

实地记录了畜牧场十八年建场的经验和教训，而且，文学色

彩很浓，纸上章端，字里行间，处处显示了畜牧场建设者的

胸怀、智慧、才华、胆略和气质，‘给人以启迪，使读者从中得

到教益，增加智慧。 毒i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场志》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

教训，使我们能够自觉的适应现代潮流的变化，在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转换经营机制中取其益，避其害，用其长，补其

短，可受到激励、鼓舞、教育。不读志不知创业之艰难，守业
． 之不易，爱场之心何由而起?不读志则无从爱其场，惜其

“家”，而何志之有?对畜牧场发展的了解，使人们去反省过

去和探索未来，用过去的经验对照现实生活出现的各种问

题去寻求答案，鼓舞和激励我们的现代人和下代人继往开

来，去创造出无愧于我们畜牧场人的辉煌事业。

我们说，《场志》是一部好书，这是就其主题内容而言，

而决非《场志》的每一章节都写得好。我漕同作者在一起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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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3

论过写《场志》的主导思想：过去之事、今事之用，寓教于志，

．不纠缠细微末节，不拘泥文字章节的个别字句。在编纂的过

程中，作者从大量的材料中去其繁冗，存其精华，并经过大

量的校勘和考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争做到叙事准

确，数字无误，文字简炼。在编写过程中，作者夜以继日，殚

思竭虑，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在各界有志之士的鼎力相助

卞，终成此书，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和

评说。
’

●

樊 治 业

一九九四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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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序

序

河南省淅川县畜牧场是一个农、牧、工、商综合经营，以

制药为主的国家中二企业，省一级企业。

自1975年建场至今的十九年中，畜牧场的全体干部、

职工以勤劳的双手和聪颖的智慧，用心血浇灌着自己的希

望和梦想，推动着畜牧场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畜牧场全体干部、职工沐浴

着改革的春风，昂首阔步踏上了商品经济的大舞台。他们认

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技创新

为先导，以内部管理为基础，取得了振奋人心的沧桑巨变。

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加快内部改

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政

方针，淅川畜牧场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强化内部管理，深化

内部改革，依靠科技开发、科技生产、科技管理，迅速崛起，

成为淅川县的骨干企业之一。以生产医药产品为主的工业

支柱——制药厂，有针剂、片剂、胶囊剂、中药提取、化学合

成、生化原料、生物试剂等八大生产车间和一个医药工业研

究所、一个检验中心。主要生产70余个品种，其中国内首

创、独家生产产品六个(盐酸氟桂嗪胶囊、张仲景浴液I、I

i|；。麓-飞

#龟驻舅__叠稚l



序 ‘ 5

号、益心康片、生血铁灵冲剂、TPA)，省优产品6个，部优

产品5个。1992、1993连续两年产值突破一亿大关，税利突

破千万元。被评为河南省特级信用企业、河南省高新技术企

业、农业部技术进步先进单位等。

要发展畜牧场，振兴畜牧场，就要认识畜牧场，了解它

的历史和现状，从历史的角度和长远的目标中，+认清、理解、

把握畜牧场发展的优势和劣势，研究、探讨、发扬、吸取在其

发展过程中的伟大成就、经验和教训，面对未来，扬长避短：

只有实事求是地认识过去，才能在以后的工作中减少盲目

性和随意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正

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编写了《淅川县畜牧场志》。

《场志》一书，旨在帮助人们鉴往知今，增强信心，树立自强

自立、奋斗不息的精神，为淅川县畜牧场的经济振兴竭尽全

力。《场志》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比较全面地介绍

了畜牧场自建立至今的状况，对于读者了解畜牧场，激发人

们建设畜牧场的热情，定会有所帮助和启迪。谨以此书奉献

给关注淅川县畜牧场建设与发展的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
＼

’

全壬午

一九九四年八月



前 言

音告 士
刖 。百

淅川县畜牧场的发展经历了十八年的风风雨雨，经过

了许许多多干部、职工奋力拼搏，始有今日之辉煌成就。为

了让社会各界系统全面地了解畜牧场的历史与现状，鉴往

知今，加快畜牧场经济振兴的步伐，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与帮

助下，我们组织编写了《淅川县畜牧场志》。

编写过程中，参阅了《淅川县情》、《淅川经委志》，淅川

农业、牧业区划资料，国土规划档案资料，工业统计和有关

的历史资料。有关单位和个人也给予了指导和大力帮助，在

此一并致谢。
。

一

本书下限为1992年。为使本书具有一定的资料性和科

学性，又能保持正文的完整，将部分有关畜牧场的文件和资

料列入附录，以供参考。

． 本书修篆目的在于反映广大的畜牧场干部、职工及群

众在淅川县畜牧场十八年发展过程中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的共产主义精神。毫无疑问，本书的出版发行必将启迪全场

干部、职工为了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 编 者

． 。一九九四年七月八目



凡 佤

凡 例

一
1、《淅川县畜牧场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力求全面准确地记述淅川县畜牧场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2、本书体裁以志为主，述、记、志、录相结合，辅以图表、

照片。

3、本志上限为1975年，下限为1992年，本着实事求是

的原则，立足现状，详近略远。
’

4、全志分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跋五部分，其中专

志十三章，下分节、目诸层次，所记内容按照以科学分类为

主，兼顾社会分工的原则，横分门类，纵陈历史。

5、本志以规范化的现代语体文为记述文体。

‘6、数字(含纪年)的使用方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等七个部门1987年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

行规定》执行。 ，

．

7、计量单位统一使用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

8、所用资料均经考证，一般不注明出处。

9、本志编写过程中，参阅了省、地、县有关畜牧场的资

料。 ，．



2 凡 例

10、机构称谓等，第一次出现时书写全称，如“河南省南

阳地区行政公署’’，再次出现时可使用简称，，‘∥南阳行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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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川县位于河南省西南边陲，地处豫、鄂、陕三省的结

合地带。其地理座标为：东径110。587""111。53’，北纬32。55
7

"-33。237。四周与三省七县(市)接壤，地势呈西北一东南走

向。全县土地总面积为2798平方公里。

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日照充足，具有明

显的亚热带特征，有利于农作物和各种动植物的生长。

全县共辖13个乡、3个镇，514个行政村，4073个村民

小组。1989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县农业人口共621228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7．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社会长期动荡不安，政区变动

频繁，使淅川人民饱受战乱之苦，经济和文化受到极大摧

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十年，全县的国民经济得

到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

七十年代，全县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淅川

县畜牧场的前身一一浙川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畜牧兽医系

也因此应运而生。

淅川县畜牧场位于淅川县、内乡县、邓州市结合部浙川

磐一簟!；裔≥霉-_·=I凌；!篓荔1％一雳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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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县境内王沟村齐岗。中心位置在东径111。47730"，北纬32。

57720"。地势北高南低，海拔在20米以上，四季气候分明。

场址原为淅川县厚坡公社王沟大队林场所在地，现场部位

于原林场的中心。全场有土地1600亩，其中耕地面积1100

亩。周围较大的集镇有厚坡、香花、师岗、瓦亭、文渠、张村、

十林等，与畜牧场相距均约在十公里左右。

畜牧场四周近有清沏碧透、水面宽阔达20余公里的全

国最大人工淡水湖丹江口水库，风光秀丽、幽深僻静的河南

四大名刹之一——香岩寺；远有一脚踏三省的白浪街，保存

完好的荆紫关清代一条街及状如悟空大闹蟠桃宴的猴山大

寺，平浪宫等。畜牧场与周围各地的交通十分便利，焦枝铁

路邓州站距场40公里，南(阳)一一邓(州)公路延伸到场。

南阳、邓州和淅川每天发往畜牧场一班夜驻客车。通过丹江

口水库可达湖北省。场周围的中药资源非常丰富，柴胡、鱼

腥草、丹参等名贵中草药材不但数量多，而且易于采集。香

花、九重、厚坡又是地方良种猪——南阳黑猪的重要产区。

优越的地理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为淅川县畜牧场的

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j

一、淅川县畜牧场的历史与现状

淅川县畜牧场的前身为建于1975年8月的淅川县共 ：

产主义劳动大学畜牧兽医系，简称畜牧共大。建校宗旨为：一
“不要国家一分钱，自力更生办共大"。先后招收四届共大学 5：

员400名来校学习劳动。1977年4月9日，经省农林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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