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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国农垦》1994年第10期头篇刊登了作家张剑歌的文章，题为《在江泽

民同志滴过汗水的热土上——记改革大潮中的博爱农场》，现全文转载于《场

志》卷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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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泽民同志滴边汗水的热土上

——记改革大潮中的博爱农场

●张剑歌

11I国营博爱农场位于河南省博爱县西南10公里的磨头乡。
这曾是一片屈辱的土地。日寇用滴血的刺刀、惨绝人寰的火焰，．灭绝了磨

头周围的8个村落，继而又在这片“无人区’’筑炮楼、打洋(机)井，设立

“水利合作社’’，奴役着苦力种植水稻，疯狂地掠夺自然资源，以弥补侵略战争

给养之不足。血、泪和民族仇恨浸透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这曾是一片光荣的土地。神勇的八路军端掉鬼子的炮楼，接管了稻田。1948

年，太行行署决定在这里垦荒建场，博爱农场成了全国最早建立的三个国营农

场之一。这里涌现出了轰动全国的“无脚拖拉机手’’李来财等英雄模范，新中

国第一代农垦职工用血汗和爱国热情创造出博爱农场昔日的辉煌，用双手艰苦

卓绝地开垦出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这是一片自豪的土地。1977年，江泽民同志出任设在博爱农场的“一机部

五七干校”校长，他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将近一年。。据老职工们回忆：江泽民

同志在这里作过报告；在联欢会上和干部职工一起表演革命歌曲大联唱；为了

使干校蔬菜自给自足，他请来种菜能手作指导，并带领同志们整地、施肥、浇

水、建猪舍、挖鱼塘；农忙季节，他也和大家一道顶着火辣辣的太阳下田劳作。

江泽民同志的汗水滴落在这片热土上⋯⋯最令农场职工为之动容的是：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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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尾，他来河南考察工作期间，曾两次回顾起这段经历，并托省市领导代他向

博爱农场的全体职工拜年。+

12l 80年代初，改革大潮汹涌而至，猛烈地冲击着多年来束缚生产力发展的

IEi的管理体制。农场领导顺应潮流，率先在农业生产领域推行改革，打破了总

场“一统天下?的旧格局，实行了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责任承包。然而，中

国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有时如同摸着石头过河，需要及时调整前进的脚步。随

着新矛盾、新问题的不断出现，农场又适时适度地两次变更管理办法，最终稳

定了符合本场实际的总场、分场、作业组。三级管理、三级核算、机农合一、发

挥规模及机械效益、包死基数、定额上交、超产四六分成”的生产管理体制，总

场把应得四成留在分场，甩手更新机械、打机井、维修渠道，为农业生产积累

后劲，生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完善，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改革像是给

二个僵化的肌体注入了活力剂，于是，奇迹出现了!多年来，农场的夏粮单产

一直在250公斤左右徘徊，但从1986年到1993年7年间，土还是这方土，人

还是这群人，夏粮单产却由250公斤提高到410公斤，夏粮总产由335万公斤

增长到551万公斤。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使博爱农场的农业生产登上了一个
●

新台阶。 ’

‘j 在夏粮生产已空前提高的情况下，还能不能继续向这片热土大幅度地要产

量、要效益?农场决策者的思绪渐渐凝聚在秋粮上。建场40多年来，这里一直

沿袭一季夏粮为主，秋作物复播面积少。“要想进一步提高总产量，必须改革耕

作技术，使秋作物复播面积达到100％!”当场长宋守业把这一思路交给职工讨

论时，．不少人连连摇头：。咱场水利条件差，收了麦再浇地、犁耙，只怕跟不上

种秋!"“咱场机械老化，增加复播面积，收秋时人力、机械跟不上，势必耽误

种麦，那才是得不偿失!"。复播种秋会拔尽地力，影响来年的小麦产量!∥⋯⋯

说这些话的并非杞人忧天，老庄稼汉们自有他们的丰富经验。然而，科学技术

也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宋守业和科技人员经

过潜心研究，决定采用免耕覆盖点播的新技术。三夏来临，12台免耕覆盖点播

机买回来了，每台每天可播种大豆、玉米120亩。它可以贴茬播种，免去了昔

日的灭茬犁耙等工序，既缩短了农时，又利于保墒。它象一艘在希望的田野上

行驶的航船，给焦急地等待在岸边的人们带来新的企盼。秋收时节，2000亩玉

米腰间斜插着棒槌般的黄金穗，10000多亩大豆，豆角子一嘟噜一串，宛如庆丰

收的火鞭⋯⋯9台大型玉米收割机买回来了，每台每天可收100亩庄稼。这吞金

吐玉的庞然大物，不但收割快，而且同时粉碎秸秆，返还田野，既增加了土壤

的腐殖质，肥了地力，又改善了土壤结构，消除了土壤板结，更利于来年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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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丰产。秋作物复播面积实现了100％!同是这方土，同是这群人，1993年，农

场粮食总产量达到795万公斤，其中秋粮增加到208万公斤i耕作技术的改革

使博爱农场的农业生产又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博爱农场是省和国家重要的小麦种子生产基地，自60年代开始小麦育种，

相继选育出“博农74—22”、“7023”、“74—21”、“特选21”等优良品种。改革

开放以来，又成立了种子公司，每年经营小麦原种250--400万公斤，种子遍销

河南、安徽、江苏等11个省市。截止到1993年，累计向社会提供小麦原种

1．88亿斤，推广面积达1300万亩，为我国小麦生产作出重大贡献。博爱农场

集科研、生产、加工、经营为一体，开展_一条龙种子生产，曾获“全国科学大

会奖状”，先后被国家农垦部、农业部评为“良种繁育先进单位”、“种子工作先

进单位”。它也是一粒“良种’’!

这里的畜牧业起步较早，尤其在发展瘦肉型猪方面成绩显著。为适应改革

大潮，博爱农场成立了畜牧公司，实行了专业承包。企业内部，在管理上狠抓

经济责任制，技术上狠抓猪的品种改良、新技术推广和防疫工作，进行科学管

理。在发展养猪上，走公司加农户的路j．公司现有年出口7000头生猪的机械化

良种猪场一座，培育的瘦肉型长白猪皮薄瘦肉多，食之鲜嫩，以“质量好、瘦

肉率高”享誉香港市场，年创外汇40多万美元。港商和外国养猪专家多次来场

参观、订购，连称“OK”。在发展瘦肉型猪生产技术协作中，国家农业部授予

农场畜牧公司“先进单位’’荣誉称号，农场副场长、高级畜牧师何振亚同志被

评为“先进个人”。正是：改革造英雄，行行出状元!

13I无粮不稳，无工不富!党的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激励着博爱农场大胆

冲出了“农场只能务农”的禁区。场领导看准了自身的粮原优质，决定在农副

产品深加工上大作文章j首先兴建方便面厂。常务副场长、高级会计师毋保道

先后带着技术人员上北京、天津考察方便面生产程序，下广州、上海、杭州订

购各种生产设备。1985秋，博爱农场和焦作市粮食局合资100万元建成的第上

条方便面生产线在鞭炮和锣鼓声中剪彩投产：‘在1986年石家庄全国订货会上，

他们生产的“豫竹”牌牛肉方便面以其上乘的质量、丰富的营养和鲜美的口感

博得与会代表的青睐，一炮打响，销路大开。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省的

客户盈门，产品供不应求。方便面厂盈利了!这更加坚定了场领导的信心和决

心。“农场不仅应办成重要的种子基地，．还应办成重要的食品工业基地!”场长

宋守业审时度势，决定对农场来一次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强化农业、发展

畜牧业、狠抓场办工业"的发展思路，决心以农副产品深加工为方向，以食品

工业为先导，以骨干企业为龙头，以企业自身积累为动力，以滚雪球的方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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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展场办工业。

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1989年，农场又投资50多万元上了第二条方便面生

产线，1992年，再次投资100多万元建成了第三、第四条生产线。1993年，农

场干部、职工集资100多万元，农场投资100多万元兴建了方便食品厂，生产

出“米思奇”、“手排面”等方便食品。1994年，规模更大的第五、第六条方便

面生产线正在兴建⋯⋯而今，方便面厂已成为博爱农场的龙头企业，1993年总

产值达到3240万元，实现利税300多万元，被评为“河南省农垦工业十佳企

业”，1992年被国家农业部评为“最佳经济效益企业”，1993年获农业部颁发的

“绿色食品证书”，1994年4月被国家商检局验收为合格的，“出口食品厂”，当月

便有．5000箱食品出口俄罗斯。 ．．．

这一次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使整个农场“活”了起来，形成了良性循

环。农业生产出的良种，兑换回大批小麦，成为方便面厂的“食粮”；为了方便

面厂的生产和发展，又建起了相应的精粉厂、纸箱厂、彩印厂；精粉厂剩下的

麸皮，又成了畜牧业的饲料；机械化养猪厂的猪粪，又成了农业上很好的有机

肥⋯⋯方便面厂确如一个火车头，带动起一节节车箱向前飞奔。产业结构的调

整，使博爱农场的经济结构大为改观，以1984年和1993年相比，工业总产值

由121万元增加到3732万元，工农业总产值由498万元猛增至4765万元；工

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由24．3％提高到78．3％。职工们都说，博爱

农场建场46年来，发展速度最快的是1．984年以来的10年。这10年，农场总

产值年递增率超过30％。这正是改革开放的10年，正是狠抓场办工业的10年。

改革开放给博爱农场带来了腾飞的机遇和动力，大力发展场办工业则为博爱农

场插上了腾飞的金翅膀!

f4l改革开放，紫气东来，滋润得博爱农场人杰地灵。

这是一方大地生金的热土。随着经济大发展，而今，场容场貌焕然一新。场

部院内，翠竹丛丛，花圃流芳，姹紫嫣红，玉兰灯洁白晶莹，‘彩色喷泉撑开五

光十色珍珠伞，周围是四季长青的雪松⋯⋯在当年江泽民同志他们居住过的平

房南面，气气派派地矗立起一座式样新颖的六层办公大楼，外镶孔雀蓝玻璃，内

铺花岗岩大理石地面，显得富丽堂皇，典雅庄重。场区几条主干道都铺成水泥

路面，街心公园小巧玲珑，几组雕塑，栩栩如生，南边是令人赏心悦目的花坛，

北边是供职工歇息的“和畅亭”⋯⋯为了改善职工的住房条件，一条新街正在．

修建。街两旁，造型别致的两层小楼一字排开，那豪华，足令城里人啧啧称羡!

入夜，歌舞厅彩灯忽明忽暗，架子鼓吹奏乐或急或缓，卡拉OK，歌喉婉转，伦

巴探戈，舞步翩翩，昔日的穷乡僻壤，跟着时代把都市气氛增添⋯⋯难怪前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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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因嫌农场穷而千方百计调进城的人，如今看着农场眼热，又纷纷请求调回来

干! j

这是一方萌生灵性的热土。它知恩图报，礼物厚重，谁播下改革的种子并

用汗水浇灌，谁就能收获光荣。1993年，国营博爱农场捧回了农业部颁发的

“全国农垦系统百佳效益企业”的金匾，1994年，“河南省劳动模范”的奖章挂

在场长兼党委书记宋守业的前胸⋯⋯

这是一方潜力丰厚的热土。博爱农场的干部职工并没有为已取得的成绩沾

沾自喜，决心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发展经济为中心，进一步扩大开放，比先

进、争位次、创业绩、努力奋斗，实现场领导班子提出的“到1998年实现年产

值1个亿，创利税600万元，职工人均年收入8000元”的“168”宏伟目标，在

这片热土上尽快实现小康。+ 一 ⋯· -4

他们旨经有亍良好的并鞴：枣管箭迸话上术套≮啦，≯但相信他们是会如愿
以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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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博爱农场始建于1948年3月，至今已有48年的历史，《博爱农场志(第二

部)》记载的是1985年至1995年的史实：

，· 1985年至1995年这11年中，在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推动下，博爱农场进

入了蓬勃发屉的黄金剧期，_系列改革措施挝继出台，农场的经济快速发展，综

合实力大大增强，职工生活大为提高。这辉煌的11年，在农场发展史上矗立起

_座丰碑。．． ，

随着形势的发展，国家不再给农场投资；这就要求农场必须转换经营机制，

打破以往国家拿钱，农工种田的旧模式，走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负盈亏、自

我约束之路。为了求生存、图发展，农场领导带领全体职工从封闭状态中摆脱

拙来，努力在市场上寻找自己的位置。场领导班子及时提出了“强化农业，狠

抓工业，发展畜牧业”的发展总思路。

·一强化农业。改革管理体制，实行科学种田，加强种子基地和农田水利
建设，更新农业机械设备，把农业推向市场，提高经济效益。

农业的改革首先是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通过不断的实践，最终稳定了

．“总场、分场、作业组三级管理，三级核算，机农合一，发挥规模效益，包死基

数，定额上交，超产四六分成”的管理办法，既有利于发挥机械化大生产的作

用，便于大块土地的种植管理，又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为农业发

展积累了后劲。

、．大力推行科学种田，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实行精耕细作，

合理密植，科学施肥，化学除草，规范管理，并选育推广良种，改革种植方法，

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引进了免耕复盖精量点播机，使秋作物复播指数由原来

的50％提高到100％，既大大提高了粮食总产量，又降低了生产成本。

改生产商品粮为生产种子，把农业推向市场，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如今，农

场已成了集科研、选育、生产、加工、经营、销售为一体的“河南省农作物商

品种子生产基地”。小麦和大豆良种远销安徽、江苏、郑州等11个省市，深受

用户欢迎。在提高社会效益的同时；也提高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1984年与1995年相比，农场的夏粮单产由285．8公斤提高到461．7公斤，

一6一



粮食总产量由4512吨提高到7827．95吨，农业产值由437．2万元提高到

1597．43万元；农业利润总额由23．78万元提高到461．69万元。

——狠抓工业。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明确发展场办工业的指导思想，让

．“龙头”带动龙身，真正形成支柱产业。

农场的领导班子成员在30多年的工作实践中，深刻认识到“以农为主”并

不能真正摆脱贫穷。他们深刻懂得“无工不富”的道理，决心大力调整产业结

构，狠抓工业。

在围绕农业办工业还是围绕市场办工业问题上，农场领导认为：只有发挥

自身优势，以市场为导向，工业才能振兴，农场才能发展。继而明确提出了博

爱农场发展工业的指导思想：以农副产品深加工为方向，以食品工业为先导，以

骨干企业为龙头，使自身积累滚雪球似的向前发展。．

经过市场调查和反复论证，农场决定兴建方便面厂，1985年底方便面厂第

一条生产线建成投产。产品进入市场后由沿街叫卖到供不应求‘，。方便面厂职工

付出了艰辛的努力。1995年，方便面厂已拥有．6条生产线，形成年产各种方便

面10000吨的生产能力，产品受到用户的青睐。方便面厂1994年4月经国家商

检局验收合格，被定为“出口食品厂”，有的产品出口俄罗斯；1995年，仅方便

面厂的产值就达6274．8．万元：建厂10年来，方便面厂的总产值累计高达

19170．29万元，真正成了农场的“龙头”企业。方便面厂的发展壮大，使全场

工业走上振兴之路，与方便面厂相配套的精粉厂、纸箱厂也随之兴建和扩大。在

方便面厂这个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农场还兴建了太峰食品厂、磷肥厂、机械厂。

11年来，农场为办工厂累计投资1104．，7万元，实现产值高达24545．48

万元。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已由1984年的24％猛增到1995年的

87．5％；工业产值由121．6万元，增加到7700．3万元；利润总额由10．4万

元，增加到226．01万元。

1994年，农场在厂区新修了一条宽阔的水泥路，此路被命名为-“工业路”。

工业路，既是博爱农场的致富之路，更是博爱农场起飞的跑道，托着博爱农场

从这里起飞。 、 一

——发展畜牧业。11年来，农场的畜牧业也有很大发展，农场累计投资70

万元，建猪舍9920m2。引进更换良种，。调整饲料配方，加强防疫，改善饲养环

境。目前，已形成年出栏肥猪5000头的生产能力。生产的瘦肉型猪在香港市场

享有很高的声誉。1995年开始，又对猪舍逐步进行改造，建成了一条高床网上

养猪生产线，极大地提高了仔猪成活率，．节约了饲料，提高了经济效益。199‘5

年，出口香港及内销的优质肥猪已达到’4170头，为1984年的8倍。11年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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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累计出栏肥猪34461头，产值达1829．33万元。

通过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基础更加牢固，工业产品结构更趋合理，

畜牧业也相应发展。农业生产的良种换回大量小麦，小麦成为精粉厂的原料，精

粉成为方便面厂的原料，麸皮成为畜牧业的饲料，猪粪成了农业的优质有机肥，

从而形成了农业、工业、畜牧业良性循环的局面。

工农业生产的长足发展，带动了商业、物资各业的兴旺，农场经济迅速提

高，生产设施逐年改善。1993年成立了焦作市华盛实业总公司，博爱农场已成

为名副其实的集农、工、商一体的现代化农垦企业。

11年来，农场领导班子坚持两手抓，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都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注意提高职工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文

化素质和技术素质。农场子弟学校普及了义务教育，青壮年中扫除了文盲和半

文盲，开办了农业广播学校和实用人才大专班；通过多种途径引进和培养了一

批专业人才，青壮年就业率达100％；离退休职工参加了社会统筹，做到老有所

养；新建了职工医院大楼，职工医疗费逐年增加，保障了职工、家属的疾病防

治；改革了住房制度，新建职工住宅60430m2，改善了职工的居住条件；兴建了

电视接收转播站，职工安装了有线电视，大大丰富了职工的文化生活；开通了

程控电话，方便了信息流通；场区主要路段铺设了柏油和水泥路面，安装了路

灯；修建了街心公园，给职工创造了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取得

了很大成绩，职工安居乐业，秩序井然，社会稳定；计划生育工作扎实有效，严

格控制了人口增长。

博爱农场11年来之所以突飞猛进，是因为有一个先进的党政领导班子。他

们思想解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1

努力带领全场职工团结奋进，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1994年，场长兼党委书记

宋守业同志被授予“河南省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据不完全统计，11年来，农场及所属单位先后受到国家农业部t省、市、县

表彰、奖励102次，获奖的先进个人达84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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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_章。大事记

． 1985年
’

1月12日，’，中共焦作市委组织部“焦组(1985)2号文件”称：“博爱农场

今后将由我市代管，按照业务归口的原则，请各有关单位与博爱农场联系接洽，

具体商定转接手续及今后管理办法"。

2月5日，省农场管理局副局长宋通科同志来场宣布省农牧厅党组任命：

宋守业同志任博爱农场党委书记；
‘

张丙三同志任博爱农场场长；

陈长彦同志任博爱农场党委副书记；

毋保道、何振亚同志继续任博爱农场副场长j

2月6日，焦作市党、政、工领导及各业务部门负责人来场座谈接洽。

3月11日，场发(1985)27号文件《关于建立健全博爱农场农业公司经济

实体的通知》，明确农业公司对全场农林业实行“行业管理，‘农工商结合，产供

销‘一条龙’的经营方针”。
‘

4月5日，开始铺设场部南大门外至新济公路(农业四、五生产队)水泥路

面，全长1176米，宽6米，5月份完成，．6月初启用。 “

4月15日，场召开六届一次职代会。

5月1日，场统一组织8对青年举行集体婚礼后，由工会主席郑全堂、计划

生育办公室主任周素琴带领去北京旅行一周。

5月8日，重新组建场计划生育委员会。

主任：陈长彦
‘

．
·

副主任：周素琴郑全堂 王香圃

委员：任振国许恩伦李景田 张海桐郑小河 ．

5月12日，美国堪萨斯州小麦专家格尔曾夫妇来场进行小麦考察。宋守业、

张丙三负责接待并陪同参观(格尔曾夫妇1984年曾应我省邀请以正、副团长身

份来我省考察，并签订了小麦合作育种协议)。

6月，小麦遭受赤霉病灾害，造成大面积减产，11062亩小麦，单产519．2

斤，比1984年减少86斤，共减产95．1万斤，减少收入23．7万元。

7月8日，成立房屋普查小组，组长丁发召，副组长许恩伦，工作人员6人。

普查结果：全场现有房屋总面积69111．46m2，其中办公用房3103．71m2，

生产用房38137．09m2，职工家属住房i954．75m2，其他用房8320．91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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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场发豫博场字(1985)63号文件，．决定给予违反计划生育规定

的王安义、胡加彪同志除名处分，同时免去胡加彪同志基建队副队长职务。

8月1日，为进一步抓好两个文明建设，场成立“五、四、三(即五讲四美

三热爱)”领导小组。

组长：宋守业

副组长：何振亚李希同郑全堂 张海桐 王香圃
‘

成员：李和永刘瑞东周素琴

8月1日，场职代会通过《关于职工职业技术培训的暂行规定》。

8月2日，场发豫博场字(1985)66号文件，批准场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报

笛“对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赵二虎同志给予除名处分，场属各单位可酌情雇
用”。

．

9月15日，场第六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71人。会议选举产

生了六届工会委员会，郑全堂、栗平银、毋尚杰、刘允生、周素琴、郭松林、王

朝东同志为成员。

10月10日，博爱农场与焦作市粮食局合资兴办的焦作市方便面厂(厂长张

晓，副厂长郭光钦≮李希斌)建成第一条生产线并投产。焦作市副市长傅达、省

农牧厅段景文、省农场局局长楚如森同志及焦作市、博爱县、磨头乡等30个单

位的领导在农场出席了剪彩仪式。 ，

11月20日，根据省劳动人事厅豫劳薪字(1985)11号文件精神，我场由

四类工资区提高到五类工资区，自1985年7月1日起执行新类区标准。

12月，根据省政府(1985)144号文件批转省工资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等部

门《关于国营企业当前工资改革中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精神，在我场进

行了职工工资套改、升级工作(临时工也属于套升范围)。

1986年

’1月1—9日，副场长何振亚同志受场党政领导委托，成立了由庞益勤、步

同昭、李长升、张军成、孙爱民、王家廉等同志参加的小组，起草了《关于进

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即农业二十条。，试行后，取得了明显效

益。

1月12日’，场成立“博爱农场建筑建材公司”，为场下屑机构，实行单独核

算，承担全场基建、维修和建材生产任务，机砖厂归该公司管理。

3月1—2日，’场召开六届二次职代会。

4月，宋守业同志当选为焦作市第五次党代会代表。

4月1日，博爱县税务局在农场三区四号地南头临路租用土地建税务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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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房，每亩地每年交租金200元，每年8月底交清当年租金。自1986年4月

1日起至2086年4月1日止，租用期为100年。李长永、张丙三同志分别代表

县税务局和博爱农场在协议书上签字(协议附后)。

4月17日，《中共河南省国营博爱农场组织史资料》(初稿)编纂工作结束。

这是建场以来，我场第一部较完整的“机构和领导成员名录”。

5月14日，泰国拉攀农业学院畜牧系讲师乍伦(养猪专家)来场考察养猪

业。

5月17日，工人刘治国同志为孙儿过“九”操办酒席，发生26人食物中毒

事件，场给予通报批评，罚款40元。
‘

’

5月19日，党委行文，建立场审计科。

8月，全场职工缅怀革命先烈，为修建博爱县烈士陵园发起募捐活动，有957

人捐款，共捐款2907元(其中场捐500元)，捐10元以上者56人，他们的名

字在陵园碑上有记载。
一，。

．

9月2日，博爱农场由省辖移交焦作市管辖。河南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屠

家骥、省农牧厅人事处副处长韩国要、省农场管理局局长楚如森分别代表省政，

府、农牧厅在焦作市山阳宾馆办理了移交手续。焦作市市长范钦臣和博爱农场

张丙三、宋守业、毋保道、何振亚、王朝东、任振国、步同昭、田胜利参加了

移交仪式，屠家骥代表省政府、范钦臣代表市政府、张丙三代表农场在协议书

上签了字。

10月22日，造纸厂工人杜菊义自1985年6月起连续旷工16个月，根据

《职工奖惩条例》规定，予以除名。

11月19日，杨维玺副秘书长、农工部张孔富副部长代表焦作市政府，在博

爱县政府召开了解决四泉组河树木纠纷问题会议，会议作出以下决定：(『一)本

着尊重历史、尊重现状的原则，’现有四泉组河渠的树木归丹东局所有，农场不

参加分成；(二)现有树木更新后，四泉组河堤应根据水利工程尽量减少占用耕

地的原则，以河堤现状为基础，由博爱县政府按照《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组织

双方重新划界立标，明确河渠管理范围。

12月22日，省总工会、省科委在郑州大学举行命名大会，我场农艺师李冠

华荣获“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并获得．“五一”劳动奖章。

1987年 ．

●

2月10日，原农业生产四、五队合并为农业生产第四队。．

3月1日，共青团博爱农场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林跃进同志为团委书
●

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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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召开场六届三次职代会，通过了场行政工作报告；表彰1986

年度先进单位3个、先进班组24个、先进工作者17名、劳动模范35名、新长

征突击手10名。

’3月14日，博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农场三区四号地南端临水泥路租用土

地0．5亩，建工商所办公用房。每亩地年交租金200元，每年8月底结清当年

租金。自1987年3月14日起至2087年3月14日止，租用期为100年。王明

水、张丙三同志分别代表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博爱农场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协

议附后)。

3月20日，国家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吕青同志、省农场管理局调研员赵俊峰

同志来场视察。．陈长彦、何振亚等同志陪同参观。

4月8日，中南区三省(河南、湖北i广东)农垦系统瘦肉型猪检查组来场

检查。何振亚同志参加了检查组，并陪同参观。

4月16日，博爱县人民代表大会换届，博爱农场选区选举工作结束。陈长

彦、霍丙之当选为博爱县第七届’人大代表，韩贤儒为博爱县第二届政协委员。

4月18日，’国家农牧渔业部顾问赵凡、省农场管理局局长楚如森来场视察，

宋守业同志汇报工作并陪同参观。

4月30日，场召开首次劳模座谈会，邀请建场以来出席过地市级以上各类

表彰会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分子40余人参加。宋守业、陈长彦、毋保道等领导参

加会议并讲话。

5月4日，焦作市农机工作会议在我场召开。何振亚、毕高升同志参加会议

并发言。

5月5日，焦作市种子公司在我场举办小麦检验培训班。七县一区和博爱农

场共20人参加。时间一周。

5月14日，磨头村与农场地界纠纷问题达成协议。农场毋保道、磨头村李

新来和孟长发分别代表双方在协议书上签了字，由任振国、李希同、顾元祥经

办。协议书原件存县城建局，磨头乡人民政府、国营博爱农场、磨头村各存复

印件一份。

5月15日，省农牧厅农场管理局在我场召开“博爱农场小麦良种鉴定会”。

肖兴贵副厅长，楚如森局长，曹景康、肖庆礼副局长，焦作市农业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何俊杰，农牧局副局长薛方，河南省农科院、陕西省农科院、河南农业

大学、江苏省徐州市农科所的专家、教授以及有关市、县种子公司、兄弟农场

的80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焦作市委副书记杨金亮同志到会看望了与会代表，

并合影留念。宋守业、毋保道、何振亚等场领导参加了会议。
—：1 2—



5月30日，香港商人、正大康地——深圳有限公司营业部主任李成忠先生，

在省、市、县外贸部门同志的陪同下，到我场参观良种猪场和饲料厂。何振亚、

孙延森等陪同参观。
—

7月15—17日，河南省国营农场瘦肉型猪生产经验交流会在我场召开。何

振亚同志在会上发了言。大会介绍和推广了博爱农场畜牧工作经验，并成立了

“河南省农垦养猪协作组”，何振亚同志任副组长。

10月，焦作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场实行场长负责制。

1988年

2月，焦作市农牧局奖给我场“焦作市农垦系统先进单位”锦旗一面。

3月21日，省农牧厅授予我场“农垦系统先进单位”称号。

4月8日，我场职称改革工作开始。经焦作市农经委．(1988)7号文件批准，

我场豫博场字(1988)22号文通知：成立国营博爱农场职称改革领导小组i

组长：何振亚 ．

成员：王家廉张晓刘瑞东王香圃郎根保李和永

办公室主任：李和永(兼) 一

副主任：刘瑞东(兼)

经焦作市职改办1988年6月14日焦职改办字(1988)12号文件批准，成

立了国营博爱农场农业系列初级评委会，由7人组成：

主任：何振亚

副主任：步同昭

委员：王家廉刘瑞东庞益勤．李冠华索应太

6月21日，场党、政、工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共13人，在宋守业、

陈长彦带领下赴江西省云山垦殖场和江西省红星垦殖场学习、考察。 ，

7月15日，凌晨3时40分，农场受暴风雨和冰雹袭击，降雹时间30分钟

左右。雹块大的直径2厘米，小的1厘米左右。／玉米、高梁被风刮倒，叶片破

碎率达80％以上。

11月29—30日，中共焦作市博爱农场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代表46

人。会上，宋守业同志代表上届党委作工作报告，并选举产生了中共博爱农场

第四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党委会由5人组成：宋守业 陈长彦 张丙

三李希同郑全堂。其分工是：

书记：宋守业 ．

副书记：陈长彦 ，

委员：张丙三李希同郑全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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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焦作市国营博爱农场纪律检查委员会由3人组成：陈长彦 李希同

王天喜

书记：陈长彦(兼)
。

委员：李希同王天喜
’

12月15日，河南省农垦系统“小麦冬田管理和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会”在我

场召开。

12月27日，博爱农场第七届双代会(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召开，出席会议代表141名，特邀代表4名，列席代表13名。场长张丙三作

《全面深化改革，振兴农场经济》的报告，工会主席郑全堂作《团结全场职工，

振兴农场经济》的报告，陈长彦致开幕词，宋守业致闭幕词。会议选举产生了

场第七届工会委员会：

主席：郑全堂

委员：许恩伦(兼生产委员会主任)

任振国(兼劳保委员会主任)

周素琴(兼女工委员会主任)

林跃进(兼宣传委员会主任)
‘

毋尚杰、栗平银(兼文体委员会主任)

12月，博爱县人民政府授予焦作市方便面厂“1988年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称号。
。

，

1989年

1月，场畜牧公司被博爱县人民政府评为“出口创汇先进单位’’，奖锦旗一

面。

2月25日，我场被焦作市委、市政府评为“农垦企业先进单位”，奖锦旗一

面。

3月5日，场畜牧公司在发展瘦肉型猪生产技术协作中成绩显著，被农业部

评为先进单位，并获取荣誉证书。何振亚同志被农业部授予“先进个人”称号，

并荣获奖励证书。

3月．7—8日，召开场七届二次职代会，审议通过了毋保道同志作的<<1988

年生产财务计划完成情况和1989年生产财务计划指标的报告》，表彰1988年度

先进单位6个、先进班组10个、劳动模范30名。

3月11日，步同昭同志被焦作市委、市政府授予1988年度“劳动模范”称

号。

4月1日，场计划生育协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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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陈长彦 、

副会长：王香圃 任振国 何振亚郑全堂周素琴

常务理事：王家廉等15人

理。事：167人

4月2日；造纸厂汽车司机李小三酒后驾驶“江淮”汽车，行至新济公路85

公里535米处，将泗沟村原长喜、阎乃花二人撞死，造成经济损失2万余元，受

到法律处分。

同车的厂长李明亮因支持李小三酒后开车，应负÷定责任，给予其行政降

一级处分，并罚款1000元。‘

同车车长张学禄不制止李小三开车，也应负一定责任，责令其书面检查，并

通报全场。

4月18日，香港五丰行参观团刘少文先生一行10人来我场参观养猪生产，

副场长何振亚等同志作陪∥并介绍情况。客人题词“质量好，售价高’’。他们参

观后向何振亚同志赠送了“养猪之光’’纪念品。

5月9日，省农牧厅发给我场“建成农作物商品种子基地”证书。

5月24日，由市长张国荣签发的市政府“焦政任字(1989)66号文”任命

宋守业为市博爱农场场长，免去张丙三同志市博爱农场场长职务。

7月8日，根据豫博场字(1989)43号文件精神，成立了国营博爱农场土

地房产科。

9月12日，焦作市方便面厂董事会成立：

董事长：苏锡泉(焦作市粮食局) ．

常务董事长：张晓
‘

董事：李希斌郭光钦杨振彪许恩伦’

11月5日，豫博场字(1989)73号文件印发了《专业技术岗位职责条例》。‘

12月7日，焦作市职改办焦职改验字(1989)24号文批准了我场首次评聘
： 的各类专业技术职务人员118名，其中高级7名、中级21名、初级90名。

。’．’。12月30日，下发豫博场字(1989)84号文，首次聘任了101名各类专业

技术人员。

1989年我场被市委、市政府授予“先进单位”称号。 一

1990年 一

1’月，根据焦经企(1990)156号文件精神，博爱农场被暂划为中型一类企

业，执行中一企业工资标准。

2月23日，调整计划生育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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霪誊’任：陈长彦

蓬副主任：周素琴郑全堂刘全贵

墓委+。员：任振国许恩伦李景田 李和永刘平利，
·

≤系月26日，焦作市委焦文(1990)29号文决定：李春明同志任博爱农场党

委书记：，宋守业同志不再担任博爱农场党委书记职务。

≮参誉月，焦作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授予陈长彦同志“优秀纪检干部"称号。

j≮?霉密。月5日，场召开七届三次职代会，审议通过了《1989年生产财务计划完

1成情况及1990年计划指标的报告》，表彰了1989年度先进单位2个、先进班组

n讶≮劳动模范36名。

一≮参月24旧，宋守业、陈长彦、刘建收当选为博爱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蠢张军成为博爱县政协委员。

：i1：，籀毫月：26日，场免去李明亮造纸厂厂长职务，中止其承包合同，并对其在任

职期间钓承包经营情况进行审计，作出评价和处理。同时成立由韩振科、庞跃

1梅薹：程得利、崔分队、郁海组成的造纸厂经营小组。

。≮3、月27日，场成立农机监理站，站长：高振央(兼)。

‘”≥争月，场果酒厂、磷肥厂分家。

鬈伺月，焦作市总工会授予宋守业同志“优秀经营管理者’’称号，并获“五

÷o薯孑动奖章一枚。
’

曩鞠?月5日，美国畜牧专家石格立博士、泰国饲料专家李汉鑫和罗俊通、北京

农业炭学动物营养学专家李德发博士来场参观、考察养猪工作。副场长何振亚、

畜牧公司经理孙延森等陪同参观并座谈；

，≯乃月15—16日，场召开七届四次职代会。

一07．月18日，原场党委副书记、离休干部卞光聚同志在新乡病逝，终年70岁。

jI。，墨月7日，造纸厂组成新一届领导班子，9月17日开始生产。

。j、耷1月9日，场召开首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发证大会。会上，何振亚主持会议

并宣读了豫博场字(1989)84号“关于聘任各类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的文件， ·

宋寄业场长讲了话并向被聘的101名科技人员颁发了“任职证书”。其中高级4

名‘≯中级14名，初级83名。

’0一月3日，全场职工向亚运会捐资12236元。
’

j。10月10日，场下发豫博场字(1990)60号文，对和青、申忠义夫妇违犯

计划生育强生二胎作出处理决定。
。

J_i1_o月21日，造纸厂因切草机移动将电线拉断，因短路而引起火灾。由于抢

救及时，未造成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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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场长办公(扩大)会议决定，果酒厂建玉米粥生产线，并筹备

精粉面厂工作。 ‘

11月1日，豫博场字(1990)65号文件通知：成立焦作市农业广播学校博

爱农场分校(会计班)领导小组。

组长：陈长彦 +’’

副组长：毋保道何振亚郑全堂

成员：王天喜刘平利郭翔

11月29日，下发豫博场字(1990)79号文，对农业四队队长张军成同．志

在秋收期间工作严重失职，使全队瞒产私分粮食达74500余公斤的错误作了处

理决定，给予张军成同志行政记过处分。

下发豫博场字(1990)80号文件，对农业四队三组组长申忠良同志在秋收

期间私分粮食14529公斤的错误作出处理决定，给予申忠良同志留场察看一年

的处分。

11月30日，下发豫博场字(1990)81号文，对汽车队队长高振央同志因

管理混乱，经营亏损，对违章事故处理不力的问题，作出处理决定，给予高振

央同志行政警告处分，免去其汽车队队长职务，取消其因市级以上优秀党员上

浮的一级工资。
。i

博农检字(1990)1号文，对农业四队党支部书记宁长礼同志在秋收期间工

作严重失职，致使全队瞒产私分、私存粮食达74500余公斤的错误作出处理决

定，给予宁长礼同志党内警告处分。

11月，果酒厂引进快餐粥、“米思奇”生产线。 r

12月10日，博爱农场果酒厂更名为焦作市太峰方便食品厂。 -‘一

12月，焦作市委、市政府授予我场．“先进单位”称号。

1991年
’

1月5日，因磨头乡后十里店村在博爱农场三分场六区1．2号地内毁麦修

路，农场职工依法保地护麦，发生了一起较为严重的“1．5”事件。农场10余

名职工被打，其中6名伤势较重。事情发生后，博爱县委、县政府组织政法委、

土地局、公安局等8个部门10名同志组成联合调查组，于元月7日开始调查，

20日结束，以中共博爱县委办公室名义下发了《关于博爱县磨头乡后十里店村

与国营博爱农场因修路发生“1．5”事件的调查报告》的文件。[详见博办字

(1991)5号文件]
～

3月，河南省农牧厅授予博爱农场“农垦先进集体”称号。

3月1日，豫博场字(1991)20号文通知：成立场工人技师评聘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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