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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本场志的断限，上起1958年lOPJ果树场建立，下迄19 88年1 o

月，整整30年。

本场志的资料，主、要来自3个渠道：一是场部职能部门和科技人

员亲手撰述；二是从本场文书档案中摘录；三是口碑采访目前健在的

前辈的回忆。

本场志的编纂指导思想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思

想， “实事求是一，力求内容广泛、翔实，成为果树场一部较系统

的资料书。总共14章26节，各章节文字多少不一，形式上也不一定

整齐一致。收集的史实，以反映本场特点为主，读者如从纵的方面

了解本场概况。可读甜大事记。，如从横的方面了解基本情况，可

读一至五章，如了解果树生产及科技，可读第七章，如了解本

场全貌，可通读全志．



。序

’临汾市果树场是1958年10月建场的，到今年(1988)10,月整39

年。在建场3Io周年之际，《1艋汾市果树志》和大家见面了，，我作为

果树场的二贺，感4到非常高兴。30年的历史并不算长，但创建果树

场的确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使人难以忘怀。
’

1958争10月，场长刘奋起，副场长白云赤，，带领5名干部，．14

名工人，借用嘉泉村韩家祠堂作为临时办公室，扎营办公。没有床铺

地当坑i没有桌凳借着用。没有牲畜人拉犁，没有青菜吃咸菜，．粮食

不够野菜代。白天大干在由间，．开会、学习在夜晚，面对荒凉穷白的

面貌，知难而上。’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办场”的方针，在“上靠

党，’下靠群，南泥湾精神刻．在心，克勤克俭把场建、定叫荒田变果

园”的口号鼓舞下，全场干部、职工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顶烈

‘日、冒严寒，战天斗地j经过3年的努力，建成了一座6千余亩的果

树场，定植各种果树林木f8万多株。1960年9月，果树开始挂果，，

结苹果3个，葡萄一。串，职工们兴高彩．烈地抬着自己的劳动果实；，

到场周围的村庄游街串巷，宣耀成果，庆祝收获。．． ．，。．．

1966年6月， “文革”运动开始，场领导被批斗，两派群众搞

武斗，人心涣散，工作混乱，果园荒芜，病虫害蔓延，6个单位无

偿占用本场土地2200余亩，已进入盛果期的葡葡园全部毁灭，．产量

连年下降，连续亏损，靠国家拨款过日子。中国农林科学院果树专

家王子章到：果树场视察后深有感触地说： “遗憾．!．可惜!” 、、



1973年至1978年为本场的恢复期，6年间整顿了各级组织；健全

了各项制度，加强了果树生产管理，年年盈余，多次受、到省、地、

县3级政府的表彰．

，十j届三中全会后，本场以·哆改革”为动力，在“改革”，中不

断前进：、i980年产果品35i．8万公斤，．创果品产量最高年。198 1年

果树是小年，年产果品320万公斤，创小年产果最高年。1987年工农

业总产值达169万元，创历史最好年。

本场在房无一间，地无_垄的基础上，经过30年的艰苦奋斗，建

成了相当规模的果树场，成为山西省果品生产基地之一。累计生产各

种果品3，837万公斤，产值1，228万元，出口创汇10．5万元，上交

国家各种利税65万元，固定资产1 57万元．水利渠系配套，．电

力：公路成网，新建中学一座和百万斤果品贮藏库1个，三层办公

大楼拔地而起，职工住宅区布局合理，福利设施面目一新，直辖4

个村的农民，人均收入比1958年提。高了5．7倍。

忆昔j日～，创业艰难，!展未来，任重道远。为了总结经验，继往

开来，勉励长者，热励后代，现将这部志册奉献给大家，这是本场

干部、工人血汗的结晶，是研究果树生产发展商品经济的小百科

书，对于本场正在进行的。改革”’将是一本较好的借鉴资料，愿我

们兴利革弊，为把果树场建设得更好而奋斗。

场长庚一民

19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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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 记

j 一九五八年 ：．

‘-，
f ’

9月 中共晋南地委决定筹建果树场≥确定由专署副专员胡文‘1

元、地委农工部副部长冬青，专署农业局长杨清正负责建场事宜．?：

场名：晋南专区果树试验场。 ，；

任务：(1)建设生产苹果、葡萄为主．的优良罘品摹地；

(2)引进和培育优岛苗木；‘成为苗木供应基地；

(3)开展科研，建设成为，培养技术人才基地。．

方针：艰苦奋斗，勤俭办场。

临时场址：临汾县河西嘉泉村韩家祠堂。： ．．

1 1月10日 刘奋起、白云赤带领技术员和工人共2。i}名，．在嘉泉

村韩家祠堂扎营办公。‘
·。

。：j。。 一 ，

，-

1 1月12自 进行果园勘测、规划，征地工作。计划征地：1555、!
一1二： ’．1

，

．二L·

田。

一九五九年
‘1 ．I j 4

。?

2月26日 开始定植果树。

3月下旬 定植苹果树1024亩，‘计2．3万株，定植葡萄270亩，

计2．43万株，扦插葡萄苗圃lo亩≯计葡萄条12万株，、建小梨园24

亩，苗圃100亩。 ；一．

7月中旬，招收初级农校30$学生进场。



一九六0一年
，L ，

1月上句 场部由嘉泉村韩家祠堂迁到洪堡沟娘娘庙办公。

．1月：?中旬．招收合同工l’15名乞

．3月上句 场部设置：秘书室，会计室和生产技术办公室、总．

务股≈i建立果树队、葡萄队和副业队。 ～．。。 ． ．、’

。：：j4月’．调入乌尔苏士拖拉机和热特-·,25拖拉机各一台，成立了

机务队，队长赵广汉。 。 一· ，⋯．．‘；．

5月；．。．本扬选举痔生了?第r个党支部，书记：李文奎。

9月中旬；果树开始挂果，‘．结苹果3．个，葡萄l串．，职工们抬

着产品，在本场周围嘉泉，沌淇、古镇、新力、南庄等村游街串巷，

举行庆祝活动。 r
。．

1 1月一12月 挖土窑洞20孔，解决职工住宿问题。

0‘?“且中旬。晋南专区在果树场举办了全区果树技术培训班。

12月 晋南专署副专员胡文元来场检查工作，对建场工作作了

’媳嚣和指示。一：．’ ．‘’

。’

一 。‘

。、?

一九六一年

3月初 2果园定植苹果树l·，4-00亩，梨400亩，桃园45亩。

4月 新建土砖结构的窑洞lo{L。 ．

5月初 设立卫生室，医生温玉庆。． ．，

1 9丹上包’上级分配给本场中专毕业生50余名。 ，

r

9月中旬 收获葡萄5，000多公斤。 。

?

12月下旬 120名；职工参加汾河干渠“七一渠”登临坝水利工程建

一．2一



一设，历时月余．

劳动管理实行的是：．’劳动定额，．计件工资制；．

1958--1691年全场共栽各种果树4．，535亩，计132，160株．

·J ‘一 ’--X六--年
．

。6月 本场收归山西省农业厅领导。

4月一6月 建筑砖瓦结构房屋2b间。

建立工会组织，负责人：王怀珍，

12月底 本场建成果园4个，面积4；8 1 o亩，定植各种果树

～159，712株。其中苹果园2，671亩，计54，453株；‘梨园428亩，计

1 1．，480株；桃园44亩，计I，190株，葡萄1，05．5亩，计9'1，7 12株，育

～各种果树苗木200万株。
‘ -|

一丸六三．年 ‘1

：：。

4月中旬 建立共青团委员会，团，委书记：郝定臣。

4月下句 场部；职能部门由股。室变为科室，^，新增设政治‘处，．

一农柠管理科和人武部，陈殿俊任部长。，
‘。’‘、

4月下旬 果树队增加到7个，各队均配备．队1名政治1指‘导：

员。 一

4月 新招太原市知青100名。 ，

4月一5月 在太原招收新工人14'6名。

5月一’6月，省农业厅陆续给本场7q飞=午-、

．款。‘兴建工人宿舍、饭厅、礼堂和仓库。

8月2 1日一22 r日；飞机为本场治理虫害，

拖拉机等物资及投资

喷撒“六六六”粉和

二3．二



、。滴滴涕”乳剂治理虫害4，200亩。

9月上句 建立党总支。 ．．’

9月中旬 建立场工会委员会，工会会员1 4’：5名o^．

：j
—

i．一九六四年
‘’。

i

5月2日 党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

来本场视察。 ·

6月 接收临汾县知识青年26余名。

11月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五年

1月 端正“以果为主”的办场方针。

春季．打自流井一眼，铺设引水管道，解决了职工生活用冰。．
，J ●．

● ，

、

一九六六年
．

：一

春季接收城市知青20名。
。

。6月2 1日 “文化大革命”在本场开始：

：一九六七年-

7月，本场七年制学檬建成，入校学生l 5 o名。’．

9月25日 两大派群众组织发生了武斗，即所谓果树场“9、

25”事件。

一九六八年

9月，．成立了本场革委筹备处。

12月25日 由晋南地委发布命令，对本场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二

组组长郭福生，副组长魏平海。同时革委筹备处撤销。

一九六九年

9月21日 由置南革委批准成立了本场革命委员会、主任：郭，
一4一



福生、副主任；’魏平海：陈殿饿丁登高。宋丽兰、王雄有等5
，’’‘

名。．
+‘

一九七10年+

3月 本场下放给晋南地区领导。

7月23日 晋南地I委核心小组派军宣队进场，队长：于占云，

队员：王顺山、范斌、建立了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于占云，成员：

吕涛、张克昌、古映光、邢裕庆。
。

一九七：一年 ．

9月5日建立党委会。召开亍党‘员大会，全场64名党员，选举

产生了-第一届党委会。

9月中旬 建立了基层党支部，同时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健

全了“一课三会”制度。

197 1年7月，1972年2月、lo月分3次场‘队两级负责人和科技

人员10名，赴山东省胶东半岛参观学习。

10月 本场由临汾地区下放给临汾县管理。．

划分给临汾地区建“5、7干校”用地30 0亩。

一九七二年

2月 陆续从场内调往外地工人29 9名。

3月 招收合同工206名。

6月 中国农林科学院果树试验站站长果树专家王子章来场视

察。

7月一8月 全场红蜘蛛危害成灾，产量下降。

一九七三年

1月 将4个连队建制变为7个队。
一5一



． 8月．建立农村党总支、书记：．张湛、。昌。．委员：席鸿茂、许广

清、孙三星、张东有。

lo月 本场苹果首次参加山西省果品评选会，本场产“国光”

苹果评为质量第一， “青香蕉”．革果评为质量第二。

104’场、队．、组，3级负责人，、科技人员2；名，赴河北、辽宁

山东、河南等省参观学习p ，

12月 本场生产组组长刘文海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外销苹一

果生产基地会议”。会议决定本场。197-4年r出口试销苹果。‘

一九七四年 ．

． ‘- f1
～

～
’

3月 本场团委办起了图书室，存图书352册。

，9月 ：本场首次向香港出．口苹果“红星，，，．3．1万公斤甄 “国：

光”1．85万公斤，果品质量仅次于美国苹果居第二位。．

1．1月·本场1205工人参加引汾干渠一七一渠”的防渗。建设工

程，挖土970立方。

．、·九七五年

5月下句一6月初，：本场应邀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苹果出．

，口检验会议”。 一．

12月 山西省苹果高产稳产研究协作会在本场召开。．

一九七六年，．

3月 建立了以养猪为主的第8队．。

6月12日 发现苹果柳玉芽变，经过10多年高接鉴定，育苗栽，

植和区域试栽。1 985年7月通过专家鉴定，确认为柳玉苹果的特早

熟红色芽变新品种： 1．

J‘

8月 本场革委主任张克昌带领105技术人员赴河南黄泛区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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