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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粮湖农场志》一书即将公开出版，编者嘱我为它写几句

话，实在不好推辞。这不仅因为我是岳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

任，也不仅因为这部书是我国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农场志，主要是我

深切地感到钱粮湖农场在我市及整个洞庭湖区乃至在全国农垦系统

中占有重要地位o
‘

钱粮湖农场是我国江南规模最大的农场。它始建于1958年，总

面积为228平方公里，承雨面积有34：77多亩，现有耕地面积达1877

多亩、养殖水面为4．4万亩，在册人口近8万人。域内土壤肥沃，

气候温和，资源丰富，利物宜人。从建场到现在，已经历时三十

年。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而钱粮湖这片土地

在这三十年间却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往日支离破碎的湖洲荒

滩，如今已是田成方，渠成网，公路纵横，林带如织，排灌自如的

米粮川。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送来改革、开放的东风以后，

冲破僵化的经营体制和传统的农业思想，走多层次经营，多种承包

形式，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新路子，注重引进人才和抓好各项基础

设施的建设，注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农工贸"、“种养加"

一体发展，解放思想，合理规划，脚踏实地，苦战奋斗，开拓前

进，成了声闻省内外的商品基地和出口基地。近几年来，以粮食、

皮棉、麻类和出口牲猪、鲜鱼、鲜蛋为主的农产品，以食糖、棉纱、

罐头、饮料酒、酒精、高级餐巾纸、纤维板为主的工业产品，都

有大幅度的增长。早在1987年，即是全国年产值超过一亿元的2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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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垦企业之一。去年在遭受特大水灾的情况下，工农业总产值近两

亿元，其中出口创汇1416万元，实现税利15277”L；工业总产值约

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0％。在工业产品中获“省优"、 “部优’’称号

的有4种，有的甚至填补了国内空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现在是

岳阳市的大型企业。

钱粮湖农场地域的发展史，还是近代洞庭湖兴废变迁的缩影。

昔日洞庭湖，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唐代杜甫诗句)；

“风帆满目八百里，人从岳阳楼上看” (宋代梅老臣诗句)。然而

从清代咸丰年问藕池溃口以来，它已淤塞萎缩成目前的湖沼平原地

貌。当然，这是洞庭湖独特的地貌条件、水文条件和人类活动条件

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结果；而荆江河段向南分流所肇致的复杂的

江湖关系，则是其中极为活跃和占主要的因素。荆江来水扩大了洞

庭湖，水所挟带的泥沙又淤塞着洞庭湖，致使“八百里洞庭’’淤出了

“八百万亩良田"。位于藕池河、华容河尾闾地区的钱粮湖境地，

便是在这一百多年间，由“大湖一片"变成适于耕种的高亢洲土，

进而出现堤垸、耍Ⅱ闸、农田、村庄、机关、学校的。从钱粮湖境地

的发展变化，人们可以看到洞庭湖的过去和现在，也可以预见洞庭

湖的将来；更可悟出一些整治、开发、利用洞庭湖的良策，以供后

之主政者、治水者正镜旁鉴、循轨继辙，包括进一步搞好农场这种

新型企业的“兴革治理"o

由此看来，钱粮湖农场应当有一部记述该场自然与社会、历史

与现状的志书。据我草草翻阅，《钱粮湖农场志》是无负众望的。

全志30多万字，观点正确，体例完备，条理分明，史料宏富，准确

而客观地展示出了钱粮湖农场建场三十年来的发展脉络，．有成就也

有失误，有经验也有教训，有经济建设、社会生活方面的情况，也



有自然环境、建置沿革方面的资料，堪称载今述古的信史。当然，

这与农场的领导同志重视修志，与修志人员辛勤劳作、反复磨砺，

与场外志士仁人鼎力相助，都是大有关系的。否则，必然难以成

书，必然不能臻于完美。无庸讳言，此志也有不足之处，如有的细

目设置得不够精当，有的章节的文字表述较为粗糙。但总的看来，

《钱粮湖农场志》是白壁微瑕，瑕不掩瑜。公开出版后，一定会得

到众多读者的欢迎，一定会对洞庭湖的治理与开发，特别是对探索

国营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发挥重要作用，从而造福当代，俾益后人。

岳阳市市长彳彳呸辛



写在出版之前

农场修志，不如县志有基础可依凭，有蓝本可借鉴，也不如一

厂一业之行业志那样单一简约，而要兼及社会与行业之特点，融通

志与专志于一体，实非易事。难怪《钱粮湖农场志》1982年初稿撰

成，即受到省地方志部门的表扬，引得数省同仁前来索观。现时历

入载，五易其稿，经各方专家审定，正式出版发行。溪所谓“荤策

荤力，卒底于成"矣!

本志于钱粮湖农场之建置沿革、天文地理、经济政治、科学文

化、风土民情，莫不详备。一志在手，全貌可得。编者尊重事实，

秉笔直书，有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之妙，统记古今，于

今尤详；文笔流畅，图文拜茂，具有可读性，此为该志又一长足者

也。综观诸端，《钱粮湖农场志》庶几可以称之为服务当代、惠及

子孙的佳构。虽不骸不备之处，在所难免，然则其筚路蓝缕之功，

卓然可敬。让余借此机会，向在编志中历尽艰辛的同志，向为此志

作出了贡献的所有专家、学者、同仁表示谢意。

前人之志己存，来者之意怎写?读志之余，恩之良久，深感此

乃严肃课题。前者后之师，古者今之鉴。吾辈当承先启后，继往开

来，办好农场，再写新编。

刘绍阳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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