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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5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重上井冈山．

29 B上午．接见井冈山斗争时斯苏区老干部、烈

属代表、井冈山管理局、井冈山垦殖场中层以上干

部，并和大家合影。

196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视察井

冈山场，并为井冈山场书写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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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利塑胶有限公司

TPR生产车间一角。

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观

澜镇的杜鹃工业嗣。



各种规格夏凉竹席、竹沙发坐垫制品。



各式程控电话机。

各种规格胶合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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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7年，为响应中共中央开发建设革命老区的号召，中共江西省

委、江西省人委决定创建国营井冈山综合垦殖场，并任命我为场长。

1 957年冬，我率近700名省直和南昌市机关干部告别了省会南昌，告

别了机关的同志们和自己的亲人，向井冈山进军，承担起开发建设革命

摇篮——井冈山的光荣任务。不久，又有近500名转业军官和上海青年

来到井冈山，加入我们这支劳动建设大军。井冈山’是毛泽东、朱德、陈毅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的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

革命力量的立脚点，武装力量的集合点，革命胜利的出发点。我是永新

县象形乡人，当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永新

三湾，着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我还只有1 5岁。在党的指引和教

育下，我于1928年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又成为红军战士，积极

参加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此后，追随毛泽东同志南征

北战，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整整30年后，我们又回到曾经为中国革命

作出过巨大贡献和牺牲的革命老根据地井冈山，在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从事生产劳动和开发建设工作。30年前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为

了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给中国革命开辟一条胜利之路，其伟大意义

已为历史所肯定；30年后，党中央号召向山区进军，则是为了改进国家

行政管理体制，考核与锻炼干部的一个革命性变革，是向贫穷宣战，朝

富裕拓展，改变山区贫困落后面貌的一次历史性进军，它的意义同样不

一可低估。当时，我的激动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兴奋之余，写下了《向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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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山劳动大进军》的诗歌，省群艺馆的同志还为此谱了曲。我们这些井

冈山垦殖场的首批创业者，就是高唱着这首进行曲，开始了艰苦创业的

战斗。当时，我们披风沐雨，起早摸黑，积极投入植树造林、垦荒种地、砍

运竹木、修路建房、饲养禽畜、修建电站，创办山区工业等艰苦劳动，拉

开了社会主义初期全面开发建设井冈山的序幕，为以后在井冈山建立

县(市)一级政权组织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和奠定了初步

的基础。我在井冈山工作的时间不长，1 958年9月因公负重伤送南昌、

上海等地救治，康复后就调离垦殖场了。但是，这段参加开发建设井冈

山的历史，也和井冈山斗争时期参加革命那段历史一样，使我终身不能

忘怀。

又过了30年，1 987年12月，在井冈山垦殖场创建三十周年之际，

我应邀回井冈山参加井冈山垦殖场建场三十周年庆祝大会，并进行了

参观访问。令人惊喜的是，井冈山已是“1日貌变新颜’’了，公路四通八达，

工厂到处林立，漫山遍野的林木郁郁葱葱，家家户户亮起了电灯，农村

盖起了一幢幢瓦顶砖墙的新房，参加垦殖场的当地农户人均年收入已

超过江西省全省农户的平均水平，这是垦殖场创业者们艰苦奋斗几十

年结出的硕果。特别是垦殖场的创业者们数十年如一日，长期锲而不舍

地致力于开发建设井冈山，改变革命老根据地的贫穷落后面貌的执着

追求和顽强斗志，以及在改革开放中开拓奋进，勇于创新的“自强不息，

生生不已"的革新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2年冬，井冈山垦殖场总产值已逾亿元，并经江西省经济体制改革

委员会批准，改组为井冈山企业集团。喜讯传来，深为激动和振奋。

为记述井冈山垦殖场几十年来的艰苦创业过程，井冈山垦殖场进

行了场志的编纂工作，历时数载，已经脱稿。我翻阅场志草稿，心潮澎

湃、思绪万千、倍感亲切，虽然时隔数十年，建场初期和同志们一道学习

井冈山革命传统，战天斗地、箪食瓢饮、排难而进、艰苦创业的情景，依

然历历在目。综观场志全书，脉络清晰、门类齐全、史料翔实、文笔通顺，

较好地达到了志书的要求。志书所列举的史料、数字，凝聚着井冈山垦

殖场几代创业者的心血和汗水，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创新、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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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而进的创业精神，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有取得成就的喜

悦，也有遭受挫折的苦涩，是能起到“资治、存史、教化”作用的。全书反

映井冈山革命精神在井冈山垦殖场几十年创业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指

引和激励作用，虽有所体现，但感到不够充分，不够突出，不够深刻，这

是稍嫌不足之处。

光辉的井冈山革命精神，是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7

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培育和铸就的，是我党极其珍贵的精

神财富。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十分深刻，许多同志都作过多方面的、详尽

的研讨和论述。我个人认为，对井冈山革命精神最深刻、最精辟的阐述，

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这就是毛泽东同志1 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时写下

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光辉诗篇中最后的两句话：“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它概括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二、敢于斗争、一往无前、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三、艰苦奋斗，密切联系

群众的优良作风。正是这种革命精神，使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

大山，建立人民政权，把井冈山竖起的红旗插到了天安门。也正是这种

革命精神，不断鼓舞井冈山垦殖场战胜前进道路的各种困难和挫折，从

单一的农业企业发展到今天产值超亿元，税利500余万元的农、林、工、

贸综合经营的企业集团，为革命摇蓝井冈山的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El新月异，欣欣向荣。在一派大好形势下，还要

不要继续继承和发扬井冈山革命精神?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社会上，在少数人中，人欲横流，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都一古脑抛到九霄云外；少数人中，以人民授予的权力，进

行权钱交易，大谋私利，“主人”和“公仆"填倒了位置，“为人民服务”忘

得一干二净。这些丑恶现象的存在不恰恰证实需要继续和大力弘扬井

冈山革命精神吗?当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赋予了井冈山革命精神

新的内容，正如江泽民总书记1 989年10月到井冈山视察时所说：“虽

然我们今天不象井冈山斗争时期那样，每天吃红米饭、南瓜汤了，但光

荣的井冈山革命传统一天也不能忘掉’’。井冈山革命精神中，那种对人

类理想社会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克已奉公，百折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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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挠，锐意开拓、奋勇进取的献身精神，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在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不是仍然

十分需要吗?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有这样一

个重要原则，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中国的政治稳定，改革开放，

现代化建设就是一句空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井冈山革命精神，过去、

现在和将来，永远是鼓舞和激励全国人民振兴中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财富。我们一天也不能忘掉，永远也不能忘掉。

·井冈山垦殖场的同志嘱我为《井冈山垦殖场》写序言，我就写了以

上几句话。祝愿井冈山垦殖场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井冈山革命精神，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继续前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马廷士系井冈山垦殖场首任场长。

一九九六年四月

]11|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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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关

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实事求是地记述井冈山垦

殖场建场以来的历史和现状，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充分反映

继承和发扬井冈山革命传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创业精

神。

二、本志上限为1957年，下限为1 992年。部分内容根据需要作必

要的历史追溯。 ，，

三、本志采用现代汉语记述体，以文为主，辅以图、表、照片。《概

述》总揽全局，有叙有议。正文各章，横排门类，纵写史实，述而不议。

《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 ·

四、纲目按章、节、目的次序编排。

五、本志行文中，除需要时采用江西省国营井冈山综合垦殖场全称

外，一般均简写为《井冈山场》。 ．

六、历次政治运动，不另立章节，分别编入《大事记》或有关章节。

七、纪年一律用公元纪年，必要之处夹注历史纪年。

八、计量数据和计量单位均尊重历史习惯，不另换算成公制；除注

明公制者外，其余均为市制。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井冈山垦殖场现有档案，有关部门提供的专门

资料，以及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口头材料。除个别资料外，一般均不注明

出处。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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