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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志

踏查荒原。(撮于2洲}纪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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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建点进发。(撮于20+z4-fG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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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志

建场初期，农场开拓者

们在林海雪原中躇壹。(摄

于20世纪6()年代)

向水利工地进发。(撮

于2泄纪60年代)

．一

建场初期，一场洪涝灾

后．场区到处一片汪洋，遍

地都是“辅鱼场”。(撮于

20世纪60年代)



农场志

农场科研班人员在工作。(撮于20世纪70年代)

娃

农场自制播肥器。(撮于20世f670年代)



农场志

农场清地号时组织人工拔树桩。(撮于20世纪70年代)

焉墨

-‘f

制砖工人遥料忙。(掇于20世纪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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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志

医务人曼在工作。(撮于
20世纪70#-代)

威武的武装民兵。(撮于

20世970年代)

一

拔河比赛。(撮于20世纪

70年代)



农场志

五十七团团直学较的鼓乐

队。(掘于20世髭,70年代)

械吱

五十七团“毛泽东思想宣

传队”参加师首届文艺汇演大

会的人员合影。(撮于20世纪

70年代)

小演员们在帐篷前表演节

目。(撮于矬fc．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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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志

农场职工小院。(握干20

世纪Ⅳ烊代)

建场时，农场职工居侄的地

窨子 (梧于21}世纪“1年代)

安营扎寨，(摄于2fj世纪

60年代)



序 言

<大兴农场志》(1965—1984)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得以问世。它为大兴

人民了解故乡的历史、自然、地理、人文、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情况提供了

较详实的资料，对存史资政，教益后人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它的问世也是大

兴全场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后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有着深远的意义，而对我们今天搞社会

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道

路。大兴农场干部群众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上下紧密团结，解放

思想，奋勇拼搏，开拓前进。农场在多次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仍然一

步一个台阶地发展壮大，职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

经济政策，给农场带来了百业兴旺的良好局面，农业生产稳步上升，经济持续

发展，各项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

自从1965年大兴农场建点到1984年走过了整整20年的不平凡历程。

这20年中，农场建设速度较快，发展变化较大。但道路也是不平坦的。大兴

人民所付出的代价也是较大的，特别是修建通往七星农场的公路，全是在漂筏

句子上靠人工镐刨、肩背、手搬，硬将冻土块一块一块地堆在路基上。一干就

是两年多的时间，道路终于形成了。这在农场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大壮举。

同时证明，大兴人是能吃苦，能战斗，能战胜任何困难的。

经过20年的创业、发展、壮大，如今大兴田成方、树成行、砂石路、红砖房。

这里不仅是一个大型的农业企业．而且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小社会。今天的大

兴人民吃上了自己的标准面粉、豆油，喝上了自己生产酿造的白酒，住上了宽

敞明亮的砖瓦房，有比较高的机械化水平和雄厚的物资基础。这都是大兴人

创业精神的结晶，我们应该珍惜过去的果实，更应当创造美好的明天。

场志办的同志们，在人员少、时间短、没有经验、资料散失的情况下，克服

了种种困难，较好的完成了场志编撰工作，这种精神是可贵的。



我是本届大兴农场的党委书记，有责任组织有关同志，-g-．同编写《大兴农

场志》。并建议今后历届场长、书记都要重视材料的积累扣农场史志的编写

工作，为后人保存一些珍贵的资料，这对于资治、教化、存史都是有益的。

邵光喜

1986年1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实事求是地记

述大兴农场1986—2000年自然、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历史全貌，坚持

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时限上起于1965年，下断至1984年。属农场首届修志。

三、体裁以志为主，述、记、志、传、图、表、录并用，力求完整。

四、概述、大事记后，设自然地理建置、发展历程、经济、经营管理、政治、

文教卫生、社会、人物8编，志末设附录。

五、资料来源于各部门撰写的专业志以及档案、报刊、历年农场职代会的

领导工作报告、讲话及口碑资料等。

六、综合统计数字来源于历年编印的<统计年鉴》及发布的统计报表，各

专业方面的数据来源于各专业部门。

七、本志缩略语如下：

中共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委员会简称总局党委；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

局简称总局。

中共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建三江管理局委员会简称管局党委；黑龙江

省国营农场总局建三江管理局简称管局。

中共黑龙江省大兴农场委员会简称农场党委；黑龙江省大兴农场简称农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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