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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争噪岁月

王震将军与湖光农场

郭景生

今年是湛江农垦湖光农场建场 50 周年，也是王震将军首次视

察农场 47 周年。

湖光农场创建于 1952 年秋，地处湛江市郊志满吁(现麻章

区) ，从建立到发展壮大，凝聚着农垦两代人的汗水和心血，与从中

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分不开。由于它占有天时地利之

优势，又是湛江农垦一个对外开放单位，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就是湛江市一个令人注目的地方。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叶剑英、

贺龙、王震、陶铸、罗瑞卿、余秋里等都先后视察参观过湖光农场，

并给予指导。越南及非洲、澳洲一些国家的农牧业技术考察团也

曾来湖光农场参观考察。湖光农场在粤西农垦发展史上创下了辉

煌的一页 o 在湖光农场的发展历程中，王震将军对它又特别倾注

了关爱之情，从指导思想上和物质上扶持它发展壮大。为了铭记

这段特殊意义的历史，笔者特整理这篇小文以志纪念。

(一)

从五十年代中期至"文化大革命"前，王震将军(于 1955 年 9

月被授予上将军衔)曾多次到湛江井视察湖光农场。据有关资料

记载，他是到过湛江和视察湖光农场次数最多的一位中央领导人。

早在 1955 年 7 月 1 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的王

震，前来湛江市参加了在火车南站举行的庆祝黎湛铁路全线通车

大会后，于翌日 (2 日)由铁路及地方领导陪同首次到湖光农场视

察，接见了场长王金昌，察看了受风灾侵害的橡胶园，询问了生产



4争喋岁 A

情况。王震将军要求农场要贯彻好毛主席、周总理关于发展橡胶

生产的指示，发扬军队战斗精神，坚定信念，深入调查研究，因地制

宜搞好发展规划，种植防风林，创造适合橡胶生产的小环境。之

后，他作为国家农垦部部长，于 1957 年 2 月 17 日第二次到湛，在

湛江市市长何鸿景等陪同下，到湖光农场视察、指导工作，考察了

场部附近的奶牛场和香茅加工厂。他听完汇报后指出:你们要为

发展祖国橡胶事业干一辈子。农场要发展橡胶 3-5 万亩;要发展

亚热带作物与畜牧业，种 1 万亩香茅，养奶牛 200 头，为湛江市人

民服务。地方要支持农场发展。回京后，他即安排从上海运来 7

头荷兰良种奶牛和辛地红种牛给农场，并派来了农垦部工程师及

生产处处长到农场勘察，确定在花村附近建立奶牛场。这就为发

展农场的奶牛业奠定了基础。

王震在任农垦部部长期间，对湛江农垦事业及湖光农场的建

设与发展十分重视，予以极大的关心和支持。 1957 年 3 月，他与

罗瑞卿、陆定一等人来湛，又一起到湖光农场，察看了奶牛业。他

提出农场要进一步发展畜牧业，养奶牛、养猪，要建千头猪场;同时

要搞好造林绿化，共同绿化好湛江;要建好奶牛房，迎接大批奶牛

到来。到了 6 月份，便从日本引进巳克夏和约克夏种猪，并送来一

台手扶拖拉机。同年 8 月，又派员来场检查养奶牛、养猪落实情

况。 1958 年 8 月份，从内蒙古运送来 1∞头三河奶牛，使农场当年

扭转了历年靠国家补贴的局面，开始盈利。 1959 年 3 月 12 日，王

震将军再次到湛，在湛江地委副书记、湛江农垦局局长陈文高陪同

下来场视察。他提出"要开发利用荒地，大种三薯(木薯、番薯、大

薯) ，从 1960 年起要实现粮食自给;要为外贸出口办好养猪、养三

鸟等基地。不久，便调来 100 只北京鸭种，又从上海运来一台三鸟

孵化器，从北大荒调来了 6 台拖拉机和数名机手，有力地推进了农

场的畜牧业生产。同年冬，又指派牡丹江文工团在场慰问演出，受

到农垦人的热烈欢迎，农场为之献了锦旗，并题词"万里跋盼送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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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看在眼里甜在心;深谢领导关怀场，誓夺丰收答亲人 1"

1960 年 1 月，王震在农垦部有关人员陪同下来湛检查在湛江

召开全国农垦工作会议筹备情况，并到场视察，要求农场要做好工

作迎接农垦工作大会的召开，接收好全国各农垦单位送来的畜牧

三鸟良种产品，摘好农田基本建设，办好场部文化生活福利区。他

说，湖光农场是全国农垦重点单位，要起示范作用。他还察看了从

场部至七星岭一带地方。同年 2 月 13 - 20 日，全国农垦工作会议

在我市(霞山)召开，全国各省、市、区和垦区代表 10∞多人参加了

会议。王震与副部长张林池、肖克、张仲瀚等领导及部分苏联专家

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对发展农垦事业，推进湛江农垦工作发挥

了积极作用。同年 4 月，王震又一次来湛，视察了湖光农场与鹤地

水库。之后，帮助农场建设了 13 公里高压线路，并相继解决了场

部的自来水供应，大大地改善了农场的生产、生活条件，使农场当

年实现了粮、油、肉菜基本自给。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王震始终关注着湛江农垦事业的发展。

1961 年王震来湛，又到农场视察了志满大桐等地，并在海滨招待

所(海滨宾馆)召开地、市领导及农垦局负责人会议，提出"湖光农

场要办成中国式的现代化国营农场，以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综合

发展"并从信宜调来 500 立方杉木，调谨江市工程队来建志满分

场猪场;提出要养猪 1 万头，奶牛 500 头，鸡 10 万只，种植橡胶 3

万亩，造林 3 万亩，种香茅 1 万亩， 1 万亩农田等。 1962 年 2 月下

旬，王震到湛视察湖光农场时，带来橡草、危地马拉草种苗、茵稽

草、玫瑰茄种籽等。他要求种好革以发展畜牧业，同时要发动职工

大种木瓜、香蕉等水果。之后，还将从日本引进的梗稻良种赠送给

农场。 1963 年 6 月底，王震到湛视察农场，又送给农场矮脚高梁

和玉米种籽各一袋，以解决畜牧饲料问题。在他的重视和支持下，

农场不仅搜过了难关，而且各项事业都得到较大的发展。

进入 1964 年，全国经济形势已大有好转。这年初春，王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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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视察了广丰糖厂和湖光农场。在场领导的陪同下，参加了下模

村田桐种玉米劳动之后，又了解了一些生产队的生产、生活情况。

他对农场场长王金吕说"今年你们农场若实现粮食总产 600 万

斤，就给你拍电影。"离开湛江前，又在海滨招待所(宾馆)召开部分

农场领导和科室干部座谈会，勉励大家"雷州立业，粤西生根。"果

然，这年秋天，北京科学电影制片厂来农场拍了木薯、玉米生产等

记录片。 1965 年 3 月 5 日，王震在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陪同下到

湛，并在地委书记孟宪德陪同下视察湖光农场，在农场职工代表大

会上讲话，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办好职工食堂，搞好职工福利。

同年 10 月，王震又在省农垦总局局长陪同下来湛，到农场视察时，

指示农场要大种橡草，发展养牛业。 1966 年王震又两次来湛，第

一次于 3 月 3 日，在农场职工大会上讲话并题词，要求农场在当年

要实现经费、粮、油、肉、菜五大自给，实现利润 100 万元;第二次于

7 月 14 日，视察了农场一些生产队，指示要把生产队办成果园，使

各队成为"鸟语花香果满园，绿荫处处有人家"的好地方。同时要

发展淡水养殖，发展食品业，为城市服务。还提出农场要建一个老

干部疗养院，以解决北方农垦老干部来南方避寒问题等。临离农

场时，他拿出自己的钱购买了一头农场繁殖的辛地红小牛，带回去

赠送给自己的家乡。这是"文革"前的最后一次到湛视察。从他任

农垦部部长起至 1966 年，他到湛江并视察湖光农场达 14 次之多，

对这个时期农场的建设和发展起到重大的作用。

(二)

王震将军在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又先后两次到湛江并视察

了湖光农场。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近十年的动乱中，由于众所

周知的原因，基本上没有领导人下到地方。但王震还是记挂着祖

国南疆的湖光农场。 1974 年 2 月 4 日，他派人送来了澳大利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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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牛、辛地红牛各 4 头和一批其他良种牛。在"文革"末期的 1975

年，王震于当年 1 月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

副总理后，于是年 10 月从北京来湛主持召开燃化(腐植酸氨)工作

会议时，在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陈文高陪同下到场视察，给农场送来

4 对日本大白兔和英国的青紫兰兔;察看了橡胶林、志满大桐的水

稻、农科所的良种牛等。看到一派好形势，非常高兴和欣慰。他在

农场礼堂接见了农垦各场领导干部井讲了话，勉励大家努力搞好

农场生产建设。

粉碎"四人帮"及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春回大地。

1982 年 1 月 31 日→-2 月 2 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的王震，迎着祖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曙光，再次抵达湛江。

在湛江地委书记林苦、专员黄明德及农垦局领导人的陪同下，到农

场视察了茶厂、奶牛场、兔场、水产养殖场等，并指示农场要搞好场

社团结，要大力发展畜牧业。 2 日下午，在农场礼堂接见了地委及

湛江垦区各农场领导并讲话合影留念，向湛江垦区职工祝贺新春。

在王震副总理的关怀支持下，湖光农场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一件件喜事接踵而来。 1978 年 4 月 22 日，由 18 个非洲国家组

成的联合国水利考察组一行 21 人到湛，考察了湖光农场志满大

桐、三板洋大桐的水利排灌和柳秀、新坡水库等水利设施建设;

1979 年 10 月，农垦部在湖光农场召开天然橡胶生产会议，来自广

东、广西、云南、福建四省区及化工部、林业部和新闻界人士 148 人

参加会议，农垦部部长高扬文主持会议并讲话 ;1981 年 3 月，澳大

利亚畜牧考察团一行 5 人，前来农场考察耕牛品种改良及品系饲

养条件和青饲料种植情况; 1983 年 2 月 2 日，全国农垦工作会议在

湛江召开，农牧渔业部部长林乎加参加会议并作了《充分发挥国营

农场的示范作用》的报告。接着于 4 月 12 日，受农牧渔业部的委

托，湖光农场接待了桑给巴尔农业技术学习团一行 12 人来学习考

察水稻撒播与化学除草、病虫害防治等技术; 1984 年 12 月上旬，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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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利全国国营农场联合总公司经理安得拉斯率领农场代表团一行

5 人，在农牧部顾问刘铭西陪同下来湛，参观考察了湖光、收获农

场，并进行了技术合作交流事项 ;1986 年 6 月下旬，应农牧部邀

请，泰国橡胶考察组一行 6 人，前来湖光农场等垦区考察橡胶北移

栽培情况;同年 7 月 19 日，以科特迪瓦民主党政治局委员、工人总

联合会总书记陈迪奴·尼昂凯为团长的科国工人联合总会代表团

一行 3 人，在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王爽陪同下到湛，考察参观了湖

光农场的橡胶园、橡胶制品厂、疗养院等 ;1988 年 6 月底，模大利

亚茶叶专家专程来场考察茶叶种植和加工生产;同年 8 月 15-20

日，全国青年水球赛在湖光农场举行。这一系列活动，都极大地提

升了湖光农场的知名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三)

王震于 1988 年 3 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

副主席。同年 11 月 30 日，由农业部部长何康、广东省委副书记谢

非陪同来湛，并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陪同下，视察湛江市造林种

果开发性农业，深入廉江向种果专业户询问了解红橙种植和收获

情况等。之后，视察了湖光农场，并在农场接见了湛江垦区各场、

厂领导人及离退休干部，作讲话并与之合影留念。这是王震将军

对湛江及湖光农场的最后一次在临。

湖光农场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经受了磨炼，各项事业得到蓬

勃发展。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先后办起了茶厂、饼干厂、酱料厂、

酒厂、饮料厂、造纸及纸箱厂、皮鞋厂、牛奶制品厂等一批加工工

业。潮起潮落，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有的虽然由于经营管理

不善、效益低下而关掉了，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深入、市场经济

的实行和发展，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种养业和巩固壮大加

工业，一些项目不断取得新成就。特别是抓好茶叶的生产与加工，

高峰期达到 2∞0 亩。八十年代末在省外贸部门举办的"CTC"红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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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品评会上，其产品评分高达 97 分，受到了称赞。尤其是他们研

制的"湖光绿茶"品质清香纯正，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深受消费者

欢迎。养奶牛、养猪业成为支柱产业，养奶牛高峰期达 375 头。目

前，其奶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牛奶及酸牛奶饮料，畅销全市及外地。

值湖光农场迎来建场 50 周年之际，谨祝它迎着新世纪初升的

朝阳，在新的征程中，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明天，取得新的成就。

王震将军，湛江湖光农垦人永远怀念你!

(作者单位:湛江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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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回夫解放初期在南路(粤西)工作的片断

中共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

刘田夫同志 1949 年 12 月任中共南路地委书记， 1950 年 9 月

南路地委分设高雷、钦廉两地委后，任高雷地委书记， 1952 年 10 月

至 1955 年 1 月，又先后任中共粤西区委副书记、第三书记、第二书

记、第一书记。解放初，经济萧条、百废待举。作为南路、高雷、粤

西党组织主要领导之一的刘田夫团结党委一班人，在叶剑英为首

的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下，从实际出发，将上级的指示精神与当地的

实际紧密结合，大胆探索开拓，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南路(粤西)各项

工作的思路、作法，卓有成效地打开了工作局面，为南路(粤西)的

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从实际出发主持制定接收湛江市和南路政权的政策

1949 年 12 月，刘田夫受命任中共南路地委书记，借同南路专

员李进阶等领导同志到达廉江。那时湛江还没解放。如j田夫在廉

江找干部谈话，多方接触群众，了解南路情况，准备着手接管湛江

及南路政权。不久，由粤桂边区党委书记梁广主持，召开了粤桂边

区党委和南路地委干部联席会议，宣布结束粤桂边区党委，成立南

路地委。会上，刘田夫代表南路地委就湛江市和南路地区解放后

一段时间的工作作了报告。报告分析了南路地处战争前线(海南

岛尚未解放)的特点和面临的困难与有利条件，强调南路当前的中

心任务就是支援前线解放海南岛 o 围绕这个中心任务，提出要解

决干部的思想问题、团结问题、领导问题。为了完成中心任务，报

告结合本地实际提出了湛江解放后一段时期应注意的几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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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犯及反革命分子一定要经过人民政府的法庭审判，影响较大

的罪犯须报上级判决执行，这样做是为了使人民知道政府是依法

办事的;对帝国主义财产和官僚资本可接管没收外，私人经营或集

资经营的工商业不得没收，重要的还要加以扶持，这样才有利于恢

复发展生产;除原已实行并获得群众拥护或大多数农民迫切要求

外般暂时不实行减租减息，以有利于筹粮支援前线;暂不清算

地主恶霸，这可避免激起他们顽抗，与匪特结合扰乱我解放海南岛

的后方;税收除少数为人民反对的苛捐杂税要立即废除或改革之

外，原来的税收一段时间内一般照旧，收的税款要上交，以便有足

够的财力解放海南岛;对俘虏不要马上释放，应集中起来对他们进

行教育，以免他们中的一些与土匪恶霸勾结成为当前的祸患。此

外，会议还对解放湛江作了部署。

廉江会议是湛江市解放前夕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精神

对南路党组织接管城市接管政权及随后的支前工作起到了重大作

用。会上确定的几项政策是刘田夫深入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灵活

地执行上级指示的结果，是符合南路实际、后来被实践证明是正确

的 o 如果没有对情况的深入了解就不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体现了刘田夫深入细致、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二、全力以赴统率解放海南岛的支前工作

南路刚解放刘田夫与地委一班人就肩负着支援大军解放海南

岛的重任。以李进阶为司令员、刘田夫为政委的南路支前司令部，

配合大军战斗的需要，紧紧抓住了几项具体的工作:

l 、筹集经费粮草。如j 田夫在廉江会议上指出:支前工作以征

借粮食为重点。十万大军云集，粮食问题成了支援前线的首要问

题。为征集粮食，刘田夫多次召集地委领导开会，研究政策，定出

群众合理负担的标准。 1950 年 4 月，南路地委作出了《关于粮食

问题的决定》。经过深入的发动，南路人民省吃俭用，满足了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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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

2、征集用船只，招募船工舵手。南路刚解放，渔民对党和解放

军还不够了解，征集渔船与舵手工作困难重重。刘田夫与支前司

令部的同志深入渔港，逐个找渔民谈心，并教育干部改变作风与方

法，使渔民消除顾虑，纷纷带船参加支前。刘田夫还组织力量往信

宜等山区采购木材造船，修复损坏的渔船。

3、组织船工舵手训练指战员。南下大军大部分是"旱鸭子"

为帮助他们驾船渡海作战，刘田夫等支前司令部同志组织了出海

经验丰富的船工舵手到部队，指导指战员海上大练兵，使数万指战

员掌握了驾船技能与游泳本领，为渡海作战准备了有利条件。

4、修筑公路，建立补给钱。支前司令部组织了数十万计的民

工开赴各地赶修公路，架设桥梁。在两个月内就修筑了数十条总

长达数百公里的公路，使南路各地公路四通八达，各地支援的人力

及物资能源源地供应前方需要。

支前司令部的这几项主要工作，适应了大军渡海作战的要求，

得到了大军指战员的高度赞扬。刘田夫作为南路主要领导人，按

照上级部署把支前作为当时的首要任务全力以赴完成，体现了他

坚定的党性和顾全大局的胸怀。

海南岛解放后，支前司令部没有忘记为战争作出巨大牺牲的

渔民群众，切实做好战役善后赔偿工作，多次就这个问题发出指

示。刘田夫等同志还深入渔民家调查研究，认真核实，算出具体

帐，合理赔偿。谊民对善后工作普遍感到满意。

三、在土(渔)改申坚持和贯彻正确的原则

高雷(粤西)区的土改工作于 1951 年 6 月开始， 1953 年基本结

束。，渔改 1952 年下半年开始， 1954 年结束。在这段时间里，土

(渔)改是高雷地委、粤西区党委的中心任务。X1J 田夫身兼高雷土

改委员会主任，温改开始后，又任粤西区民船工作委员会主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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