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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刘炳正

《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志》即将面世，它以平实的笔触，真实地记载了农垦

部队开发建设农八师垦区和石河子市的辉煌业绩，既是一部地方志，又是一部

屯垦志。它的出版，是石河子文化建设的一大成果，是垦区人民生活中的一件 ，

大事。

农八师、石河子市历史同源，萁豆同根。我长期在石河子工作，亲身参与了

这里的开发建设。我认为把农八师的屯垦事业和石河子市的城市建设合修成

一部志书，是尊重客观历史、不拘一格修志的创举。 ．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二十六师全体官兵和兄弟部队，执

行毛泽东主席“屯垦戍边’’的命令，进驻玛纳斯河两岸，开展大生产运动，既是

生产队，又是战斗队、工作队。在40多年的艰苦奋斗中，概括地说，主要做了两

件大事：第一件，在地方政府和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广大军垦战士发扬南

泥湾精神，披荆斩棘，白手起家，在7 529平方公里的戈壁、荒漠和沼泽地上，

从人拉犁、二牛抬杠开始，相继开荒300多万亩，建起18个农牧团场，基本实．．

现了耕作机械化、栽培模式化、灌溉渠系化、农田林网化。同时，广大军垦战士

节衣缩食，少要国家投资，适应农业生产和农副产品加工的需要，建起了285

个大、中、小型工矿企业，其中大、中型企业7个。整个垦区形成孑一个农林牧

副渔并举、工交商建服综合发展的大型联合企业。第二件，在过去只有十几户

人家的石河子，盖起鳞次栉比的楼房，建起一座军垦新城，垦区的领导机关和

石河子市政府就设在这里；大多数工业企业集中在市区，形成垦区政治、经济、J

文化中心。它是一个以农业为依托，以轻工业为主体，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环

境优美，生活方便的新型城市。这部志书还很好地反映了广大军垦战士艰苦创·

业、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
‘

后人。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八师、石河子市党委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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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大力改革开放，生产迅速发展，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改善。现在党的十四大

又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我

们要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意识，树立市场经济观念，把农场和工矿企

业推向市场，使农八师和石河子市的现代化建设有一个更大更快的发展。

1993年1月7日

注：序一作者刘炳正，为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兼中共农八师石河子市委员会书

记，现离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二 3

序 一／J—。

邵纪良

《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志》是记述师市历史源流的第一部志书。它的出版，

是师市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科学领域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值得庆贺。

我国的屯垦戍边事业，源远流长。历代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无不将

新疆的屯垦视作巩固西北边防、抵御外侮、维护祖国统一的安邦良策，但是，由

于受生产力落后和社会制度的制约，规模小，生产单一，大都是一代而兴，一代

而终。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对新疆的屯垦戍边事业十分重视。1949

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号召军队参加生产建设。1950年春，驻疆解放军开上屯

垦第一线。1954年10月，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从此新

疆的屯垦事业步入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农八师垦区是

兵团的组成部分，全师广大军垦战士在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和兵团的领导

下，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在准噶尔盆地南缘，纵横7 529平方公里土地

上，开垦荒地300余万亩，建起18个大型农牧团场，285个大、中、小型工矿企

业，成为自治区主要的粮、棉、油、糖生产基地和轻纺工业基地。1950""1985

年，累计生产粮食36．72亿公斤、棉花2．85亿公斤、甜菜30．79亿公斤，上交

利润4．1亿元、税金5．2亿元。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科技、教育、文化、卫

生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职工生活日益改善。同时，为增进民族团结，支援地方

建设，巩固边防，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如实地记述广大军垦战士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及其在发挥“三个队”(战

斗队、生产队、工作队)、“四种力量"(自治区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自治区安定

团结的重要力量、巩固祖国统一的重要力量、增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的作

用中建树的丰功伟绩，如实地记述垦区开发的历史和现状，如实地总结屯垦工

作的经验与教训，用以鼓舞今世，教育后来，把垦区建设得更好、更繁荣，是垦

区人民的心愿。《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志》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目的。志书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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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政策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丰富的资料，

翔实地记载了师市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人物等各方面的

情况，不仅对我们了解地情、社情和弄清历史脉络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帮助

正确决策、指导工作也有实际作用。

编纂《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志》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建设工程，任务繁重；取

师市合志体，无先例可资借鉴，困难尤多。全体编写人员不避艰难，笔耕九载，

数易其稿，终于完成，实属不易。他们为师市完成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我对他们的大胆探索、辛勤耕耘、不懈努力和师市各部门给予的通力合作表示

衷心的感谢!对在志书编纂过程中，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同志和自治区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区内外史志工作者给予的指导和帮助、

关怀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相信，《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志》出版后，将对师市各项工作提供借鉴和

促进作用，我们一定要用好这部志书。我祝愿师市各族人民、各族职工在改革

开放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创造出更大的成绩，为师市未来的历史增添

更为辉煌的一页l

1993年1月17日

注：序二作者邵纪良，原为中共农八师石河子市委员会书记、农八师政委，现任中共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政法委员会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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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俊

、
。

石河子，古为游牧地，“丝绸之路"新北道从区内通过。18世纪中叶，始有

村落．新中国成立时，是迪伊公路上的一个小镇，有汉、维吾尔族铺户10余家，

周围芦苇丛生，一片荒漠与沼泽。1950年，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中国人民

解放军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王震偕二十二兵团司令员陶峙岳等领导同志实地踏

勘，决定在这里“建一座新城，留给后世一。 ．
．

新城建设与垦区开发是同步进行的。1950年冬，二十二兵团司令部迁石

河子，从各师抽调的建城部队云集石河子，从此拉开了石河子新城建设的帷

幕。他们穴地而居，垒窑烧砖，拉砂铺路，冒严寒进天山伐运木材，钻苇湖割芦

苇，到内地招聘技工，采购建材，终于建造起高楼，修起马路，使石河子成为万

人城镇。1954年，兵团机关迁出。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随着兵团农垦事业的

发展，二．批现代工厂在石河子兴起，文教、卫生、社会服务事业相应发展，城市

特征与功能日益突出。1976年1月国务院批准建市，一个以农场为依托，工农

结合、城乡结合、农工商一体化的新城，出现在玛纳斯河西岸。

石河子，以“军垦一闻名，是人民解放军创建的，有兵团“缩影"之称。她的建

设，凝聚着广大军垦儿女的血汗，从老一代军垦战士，到一批批来自全国各省

区、各大城市的支边青壮年、大中专学生、复员转业军人，他们怀着献身祖国边

疆建设事业的雄心壮志，在这里洒下了心血和汗水，也锤炼了自己。人自五湖

四海来，人才聚集，文化素质高，有力地促进了石河子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

文明建设。

石河子的成长，还凝聚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与厚爱。从50年代起，董

必武、朱德、周恩来、陈毅、贺龙、李先念、华国锋、邓小平、邓颖超、杨尚昆、彭

真、李鹏、江泽民、王震等先后前来视察。周恩来总理在这里接见上海支边青

年，发表了“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选择"的重要谈话，并亲笔为兵团书写了。高．

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

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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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奋勇前进"的题词。江泽民总书记为石河子题写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

’扬艰苦创业、开拓奋进的军垦精神，把石河子建设得更加美好"的题词。其他中

央领导同志也都作了重要讲话、指示或题词。所有这些给。了我们极大的激励与

鼓舞，也是石河子的殊荣。现在石河子市北郊，当年周恩来总理接见上海支边

青年的地方，矗立着高高的周恩来总理纪念碑，供人们凭吊瞻仰。

石河子，以“戈壁明珠"著称，是一座。城在绿云中，人住花丛里"的“花园城

市努，城市绿化覆盖率达38．7％，是全国绿化先进城市。1978年被批准为新疆

首批开放城市，每年都迎来一批批海内外宾客，他们对石河子无不交口称赞。

．石河子，是一座年轻的城，她的建设才40多年，这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仅是

一瞬。著名诗人艾青这样赞美她：“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个城市最年轻／它是

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u／⋯⋯它的一草一木／都是血汗凝成。’’

在够革开放的大潮中，石河子更加焕发青春，如今漫步街头，街道宽阔平

坦，鲜花夹道，绿树成荫，幢幢高楼，鳞次栉比，行人来往如梭，车水马龙，丝绸

古道迎来了新客商，城东经济开发区已经启动，到处洋溢着现代化的气息。石

河子正迈开新的步伐，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奋进。

《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志》，资料翔实，特点鲜明，它记载着石河子人民艰

苦奋斗的光辉业绩，是向后人进行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也记载着石河子建设的

艰难曲折过程，对今后的决策具有借鉴作用。我热烈祝贺《农八师垦区石河子

市志》的出版，感谢史志人员含辛茹苦，完成了这部巨著。

1992年12月8日

注：序三作者王中俊，原为中共农八师石河子市委员会常委、石河子市市长，现任自治

区文化厅党组书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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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志》是以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新的

写的一部新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农IX．师垦区和石河子市的历史与现状。

二、《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志》记述的范围，以1985年农八师垦区的区域

和石河子市的行政区划为准，因历史渊源和现行体制关系，把两者作为一修志

整体，故采用合志体。

三、《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志》本着“以合为主，合中有分一、“以通贯同，因

异分述"和“独有独记，不漏事项"的原则编纂。

四、《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志》的结构以卷、章、节、目为基本框架，地图、照

片、序、概述、大事记置于卷首，不入卷章序列；下分建置区划、自然环境、垦区

． 开发、农业、工业、人物、辑补等二十七卷；修志始末、修志机构及审定单位、编

纂人员名单置卷末。 ·

五、《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志》不为在世人物立传，在世的红军和英雄模范

人物等列表收记。

六、《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志》上限因事而异不取齐，下限一般止于1985

年，部分记述内容有所下延。在《辑补》卷中收《1986""1992年农八师垦区石河

子市大事记》和《1986--．，1992年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概况》，简记此段时间的

大事和概况。 ·

七、《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志》采取语体文，使用志、记、图、表、传、录诸体

裁记述人和事，除概述外，一般不作评述。

八、地名、部队番号、机构名称使用当时名称和称谓。民国前(含民国)纪年

使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

，

’．九、《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志》所称“解放前一与“解放后"，系以1949年9

月25(26)El新疆和平解放之日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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