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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场庆40周年的重要礼物，《白马湖农场志》经过编纂者的不

懈努力，今天终于得以问世，这是白马湖一万七千人民值得庆贺的大

事。

白马湖农场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建场至今走过了风风雨雨

40年。40年来，农场在一穷二白中起步，在不断探索中发展，在负重

拼搏、团结争先中奋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可以说，40年的历

程不仅是农场40年的发展史，更是农场人40年的奋斗史。40年的坎

坷经历不仅造就了白马湖一代又一代人民的勤劳、纯朴与善良，更重

要的是铸就了今天不断走向发展、振兴的成熟与辉煌。这40年是充满

艰辛的40年，是不断发展的40年，更是充满希望的40年。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农场的历史，知晓农场的变迁，场志的编纂

者按照力求完整、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白马湖的发展变迁作了较为系

统的记述，可以肯定，这将为我们继承传统，开拓未来提供很好的借

鉴。

作为企业自己编纂的志书，虽然有许多局限，但它毕竟凝聚了编

纂者的心血，尤其是书中大量的资料和许多史实必将促使我们在发展

振兴白马湖的进程中以史为鉴，推陈出新。我相信，《白马湖农场志》

必将以其详实的史料价值对白马湖经济发展发挥蓖要作用。

言嚣荔鍪耄羽渺砰白马湖农场党委书记⋯，If川一矿刀厉’

一九九九年六月
。



矽场忘

凡 例

一、为发挥“资治、教育、存史”的功能，使之成为储存

史料和信息总库，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经济建设为重

点，融方域、企业志为一体，客观地反映农场历史。

二、本志上：限起始于1959年11月建场，下限截止于1998

年12月。

三、本志行政区划、机构、职官，地名均依当时名称记述。

四、本志以语体文行文，以序、述、记、表、志、图为体

裁，按章、节、目、子目层次记述。

五、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发生

的重大事件，择其主要记入《大事记》和有关节目内。

六、本志书之首为概述，主要篇首设概况，以统贯全篇。

七、本志数据以本场统计上报数据为准，缺少部分采访当

事者，核实后补充。

八、本志资料，绝大多数来自农场现存档案，少数来自口

碑资料，一般资料不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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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江苏省白马湖农场，地处哩下河地区北部，座落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故乡、历史文化名城淮安

市西南郊。南傍自乌湖，北依苏北灌溉总渠，东临京杭运河，西靠宁连公路，准安——洪泽——南

京公路纵贯全场，水陆交通极为便利，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场区属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光照亢足，无霜期长，四季分明。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农场经济的发

展和振兴提供了有利条件。

农场原有总面积65．7平方公里，现有65．5平方公里，其中陆地占65．5％，水面占34．5％。可耕

土地4．02万亩，林地4500亩。现有人r]l。7万人，职工6840人，职均耕地10卣，人均2．6亩。

1998年，农场下辖四个农业分场，22个农业生产大队，五个公司和粮油加工厂、林管站、配件

库、航运站、楚少I,liI#i／-‘、轧花厂、玩具厂、职—【医院，中学、中心小学、中心幼儿园等，改制企、世

有三个砖瓦厂、农机修造厂、种鸡厂等。农场由原来电一经营农业，逐步发展为以种植业为基础，

种子加工为龙头，农、林、牧、副、渔相结合的农、工、商、建、运、服综合经营的新型现代农业

企业。

场境古称“七坊半”，建国前，区内芦苇丛生，沟塘密布，四周环水，洪涝频繁，水灾严重，农

业产量一区很低，时常是种不保收。民间曾流传这样的民谣“湖水波浪似海涛，六月汛期忙排涝。

种不保收平常事，二年有灾两年逃。”因而邻近乡民皆有“有女不嫁七坊半”之说。此境况直至建

场后才逐步改变。建国后，场境分属盐南区和林集区。农场于1959年11月由二馒、林集、南闸和

范集四公社划拨9个大队，在原淮安县畜牧场基础上扩建而成。场部设住原张徐大队小吕庄(现四

分场二十队)。1960年，场部搬迂至杨家荡南面，1979年，场部迁至现址。

建场初期，农场的种植以适应秋涝为丰，作物种类单一，熟制简电。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和产、咝结构的不断调整，农场确立以农为本，兼顾工剐，重视科学管理，发展农业经济的方针。针

对本场实际情况，重点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配套设施建设。改良上壤，改进耕作方法，垦荒治

水，不断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科技含量，实行科学种田，完善机械、电力设施，增强J，抗御渍涝、

干旱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面向市场求发展，积极调

整品种结构，实施一系列改革。在耕作制度上，由一年一熟制改为一年二熟制，推广立体种植；由

单一种植改为水旱轮作；在改良土壤E，实行稻(麦)茬少(免)耕，推行秸杆还田，施用配方肥

和有机肥，增加七壤有机质含量；在作物布局和产业结构上，由单一抓粮食生产改为以种植粮食为

主，因地制宜稳步发展经济作物；在品种改良匕，由生产队(职工)自引、自留、自育改为农场统

一引进，统一规划种植区域，统一管理，确保品种纯度。

改草开放以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F，农场及时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E来，

农场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一、～：、三产齐头并进。1980年，农场实现了建场后的第一次盈余，此

后连续16年(1981—1996)均有盈利，盈利总额达3195．06万元。进入九卜年代，农场进一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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