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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阳农场志·序言

序 言

“志”为“一方信史”j人类社会的活动，不能无“志”；

而我们农场已有39 0多年的建场史，但却无“志”。

“3 O”多年这个时间概念，在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弹

指一挥间”；然而我们农场的面目，却已经“旧貌换新颜”。昔

日杂草丛生的黄土岗，如今已变为农田成片，果树成林的鱼米

乡；过去荒无人烟的丘陵地，如今已建起了集镇，盖满了楼房；

一个社会主义的国营农垦企业，正在这里欣欣向荣的茁壮成长。

全场粮食年产量由建场初期1·9 63年的1 8 6万斤，到1 9 8 5

年却达到6 9 2万斤，增长3·7倍；工业生产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手工操作发展到机械操作，工业产值建场初期的

19 64年为l 6·8万元，到1 9 8 5年却增到1 6 9·O 5万元，

是1 9 6 4年的1 0倍多，农场干部、职工的生活水平，都有了

显著提高。这一沧桑巨变，是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场党委

率领广大职工，战天斗地，艰苦奋斗的结果。欣逢盛世，抚今思

昔，我们深感这一丰硕成果，必须载入史册以激励后人。这就是

找们编修《随阳农场志》的思想基础和动力。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随阳农场志》不仅认真地记载

了农。垦创业者奋发图强的光辉业绩，而且还如实地记述了我们

3 O年来所走道路的曲折与坎坷，目的在于“设标导航”指导前

进。可以说它是我们农场巨变史中的一个资料信息库，也是国营农

垦企业中的一部艰苦创业史。今后在制定“振兴农场经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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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阳农场志·序言 ，．

‘四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中，它将为我们提供“信而有证”的

借鉴依据；还可以为我们教育后代继承前辈事业，发扬革命传

统，提供。质朴，详实一的乡土教材。我衷心祝愿这部志书能够

实现上述目的，起到-存吏、资治、教化”的作用·

《随阳农场志》的出版问世，是我们农场在精神文明建设

上．完成了一项巨大的建设甜工程”，是件令人欣慰的喜事，让

我．们共同向这一．“工程一的建设者一一所有参加《随阳农场志》

编纂、审修等工作的同志．：茎致以崇高的敬礼!
‘

中共湖北省随阳农场委员会书记

周贸逼

1．9 9 0年1 1月l 2日



‘凡 例

1、《随阳农场志》(以下简称“本志”)根据湖北省国营

农场农工商联合总公司(1 9 8 5)0 9号文件“关于印发《湖

北省农场志编纂体例及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场实际

设卷主目，全书共分l 2卷。

2、本志的人物卷，因资料不全，总纂时删去，原有资料按

其归属，分别划并到有关卷目中去。

3．本志断限，上限定为建场之始，下限—般定为l 9 8 5

年．个别卷目则根据情况适当下延。

4、本志采用卷目体，名卷以事名题，卷次标题排列正中，

卷下设分目，用中括号为标记，分目下设子目，用三角号为标

记，子目下若需再分，则用序号分段叙述。

5、本志以记叙体为主，适当配置一些图、表，全书计设附

表2 7，图片2 3幅。

． 6、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文献和采访记录；所有数字绝大部

份来自省、市农垦局编印之《统计资料》极少数是由有关单位提’

供。



随惕农场现行区戋Il图



值惕农场场部机炙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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