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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 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丛书是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主持编纂的大

型系列丛书。它包括三个部分，计划编纂出版226部：

一、以兵团机关各部、委、办、局为主编纂的兵团专业志，共计41

部：《大亨记》、《土地志》、《计划生育志》、《农业志》、《农作物种子志》、

《农业机械志》、《农业气象志》、《园林志》、《畜牧志》、《水利志》、《工业

志》、《交通志》、《建设志》、《粮食志》、《物资志》、《外贸志》、《计划志》、

《财务志》、《统计志》、《劳动志》、《组织志》、《统一战线志》、《民族宗教

志》、《工会志》、《共青团志》、《民政志》、《机构编制志》、《外事志》、《公安

志》、《检察志》、《审判志》、《司法行政志》、《监狱管理志》、《军事志》、《武

警志》、《科技志》、《教育志》、《新闻志》、《文化艺术志》、《卫生志》、《人

物志》。

二、以各师(局)为主编纂的师(局)志，共计14部。

三、以各团级农牧场为主编纂的农牧场志，共计172部。

此外，鼓励厂矿、公司、学校、医院等企事业单位和营级农牧场根据

实际情况编纂本单位志书，师(局)机关也可编纂相关行业志，但均不作

为兵团计划内志书。

编纂这套丛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各行业、各单

位的历史和现状。丛书体例遵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有关要求，尽量

符合新方志编纂的基本规范。丛书采用详近略远、横分门类、纵述史实

的编纂方法，力求将完整、系统、翔实的史料呈现给读者，使其真正起到

“一方全史”、“一地百科全书”的作用，发挥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为

兵团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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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地记述

兵团农业机械化发展变化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从1950年驻疆人民解放军开展大生产运动起，下限断至2000

年末。1975年至1981年，自治区农垦总局时期的农业机械化情况亦收入本志。

三、本志由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图片、专业章、附录、编后记组成。专业章

按章、节、目结构横排竖写，共计12章72节。

四、本志引用资料，主要来自各类档案，辅以知情人的口碑资料。所用数据以

兵团统计部门编印的年度统计资料为主，部分采用兵团农机处专业统计资料和专

题调查资料。

五、本志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词语和表达性语言中

的数字用汉字；百分比、公元纪年均用阿拉伯数字。

六、本志涉及的计量单位，以原资料所用为准。

七、本志中的单位名称，一般用原称谓，加注现用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

再次出现时用简称。

八、本志表述用语体文、记述体。所用字体，一律使用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

方案》中的简化字。



序 一

序 一

胡兆璋①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新疆，为了减轻国家和各族人民的负

担，恢复发展新疆经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 954年10月，

遵照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命令，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近50

年的历程，兵团继承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在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屯垦戍边，再造辉煌的伟大事业中，已成为新疆经济建设、民

族团结、社会稳定、巩固边防的重要力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业绩，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兵团充分发挥出生产建设突击队的作用；在

各项生产建设中，又充分发挥了机械化的作用。各项事业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为新疆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机械化改变了传统落后的农业生产

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

品的商品率、土地产出率与资源利用率，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益和增

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农业机械化事业在兵团的大农业生产实践中，还促

进了农业与非农业的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提高农产品质

量、增加数量、降低损失、保护食品安全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也体现了兵团农业生产的优势。

兵团农业机械事业，在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探索之后，随着改革开

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于90年代末终于走上

① 作者胡先璋．兵团副司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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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健康发展之路。突破了主要依靠国家、团场投资

兴办农业机械化的模式，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适

应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形成了面向市

场，开展社会化服务的发展机制；形成了农机与农艺相互适应的生产模

式。在兵团推广农业三个“十大"主体技术、精准农业六项技术、棉花高

密度高产栽培技术中，广大农业机械工作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技术创

新工作，为上述技术的推广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发展变化，使兵团的

农业机械装备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水平。机耕、机播和机收机械化水

平到目前为止分别达98％、98％和38％以上，种植业综合机械化水平

达83％以上，．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农业机械化对农业生产的贡献份额

越来越大。

兵团农业机械事业发展的历史，记录了兵团农业机械事业的发展

历程，记录了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些重要事件，从中我们不仅可以领悟

兵团农机行业历届领导和几代农机人艰苦创业、奋力拼搏和开拓创新

的精神，又可以展示兵团农业机械化事业取得的丰硕成果，同时将有助

于我们对共同事业走过的足迹进行了解和反思，这对于我们认识昨天，

把握今天，预知明天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意义。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机械志》出版之际，我愿向兵团各级领

导、全体农机工作者及一切研究兵团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仁人志士推荐

这本书。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祝兵团农业机

械事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做出新的贡献，再创辉煌。

200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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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序 二

刘光宇①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机械志》在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下，通过

几年的努力，终于问世了；这是兵团农机系统的一件大事，也是农机事

业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意义深远，值得庆贺。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农

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初级阶段和重要组成部分。综观世界先进国家农业

现代化发展的历程，其共同特点是首先解决了农业机械化问题。农业机

械化作为现代农业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率先实现农业现代

化的迫切要求，也是农业发展史中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

兵团发展规模型大农业必须依靠农机来支持，形成“农业出题目，

农机做文章"，“农业提问题，农机做解答"的农业生产格局，几十年的实

践活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现阶段兵团农产品要增强在市场上

的竞争能力就必须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大幅度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

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而这个转变首先

就是生产装备及生产方式的转变。精准农业技术一经在兵团示范推广，

就显示出巨大的优势，表现在：一是大大促进兵团农业整体机械化程度

的提高，特别是机采棉和膜下滴灌技术的推广可以把植棉机械化水平

由40％多提高到90％多。二是为规模经营提供技术支撑，有利于大幅

度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先进农机具的使用降低职工劳动强度和生产

成本(主要是活劳动成本)。三是可以实现大面积增产，如通过机械化实

现高密度、高产栽培、滴灌、微机决策平衡施肥等技术都有明显的增产

① 作者刘无宇，兵团副秘书长、兵团农业局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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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总而言之，农业生产及其技术的广泛推广离不开农业机械，精准技

术的全面落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先进农业机械装备及设施的到位

率。先进的农业机械装备替代落后的、简单的生产工具标志着科技的进

步和发展。因此兵团农业的发展历程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是同步进行

互为依存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机械志》对兵团农业机械化事业
、 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类记述，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兵团几十年来农业机

械化事业的发展过程，是一部系统反映兵团农业机械化发展历程和现

状的资料性著述。它将为我们提供可靠的农业机械发展情况资料，为决

策提供科学依据，希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机械志》出版后，认真做

好发行和宣传工作，为促进兵团农业现代化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200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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