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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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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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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大事记》、《土地志》、《计划生育志》、《农业志》、《农作物种子志》、《农机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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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譬志》、《科技志》、《教育志》、《新闻志》、《文化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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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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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机关也可编纂相关行业志，但均不作为兵团计划内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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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丛书编辑部



序一

序 一

彭煦程①

期盼已久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青团志》(以下简称《兵团共青团志》)，在新

世纪之初正式出版面世了，它使我想起方志界有旬行话，叫作“盛世修志，志载盛

世。"进入21世纪之后，兵团形势大好，政通人和，经济发展。兵团团委不失时机地

组织班子，编修《兵团共青团志》。经过四年多时间，这部志书脱颖而出。它是兵团

共青团工作三个文明建设的一大丰硕成果，是兵团百万青少年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喜事，我作为兵团青年工作岗位上一位老兵，由衷地感到高兴I我们的事业后继

有人，一代更比一代强。

伴随着志书页码的翻动，犹如拨开岁月的封尘，追寻那逝去的，然而却依旧清

晰可辨的历史足迹。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二、六两

军挺进新疆。1950年驻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牢记我军宗旨，为了减轻国家和各族

人民的负担，恢复发展新疆经济，征尘未洗，在王震司令员的带领下，在天山南北

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54年10月，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随后，全国的复员转业军人、青年学生、支边青

壮年们，满怀豪情汇集于兵团这座革命的大熔炉中，茁壮成长。兵团团工委在兵团

党委领导下，带领兵团数万团员、青年，发扬人民解放军光荣传统和南泥湾精神，

顺利完成了各个时期党交给的不同任务，受到党和社会的赞誉。广大团员、青年已

成为兵团各条战线上的生力军和突击力量。其间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青

年模范人物，如植棉能手刘学佛、机务标兵侯正元、运输标兵苏长福、身残志坚的

王孟筠、兵团“十二面红旗"之一的养猪姑娘王焕兰、冰峰达坂上的五姑娘、劳动模

范李三录、模范共青团员王孟闲、舍已救人的小英雄张岩、革命烈士孙龙珍、上海

知青鱼珊玲、杨永清、天津支边青年周春山⋯⋯他(她)们的先进事迹至今仍然鼓

舞着兵团广大青年阔步前进。

自1950年王震将军率领新疆部队开展屯垦戍边至今，弹指已是55年。半个

① 序一作者彭煦程，原兵团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兵团顾问，20世纪50年代曾兼任兵团团工委书

记、团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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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来，经过军垦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沉睡几千年的戈壁

荒漠上开垦出1600万亩良田，建起了一座座繁荣的城镇、工厂、农场，创造了一个

个人进沙退的世界奇迹。如今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拥有175个农牧场和数千家

大中小型企业，人口由兵团成立时的17万人发展到256万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伟大业绩。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在农垦战线

上的继承和发扬，没有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就没有生产建设兵团。而兵团广大

青年更是继承这一光荣传统的重要群体。兵团辉煌成绩的取得，是与几十万兵团

青年的艰辛劳动和无私奉献密不可分的。

从1952年我被调到新疆军区政治部青年部任部长时起，就与青年人结下了

不解之缘。20世纪50年代，兵团党委决定我兼任兵团团工委书记，并被推选为团

中央委员。在那个激情浩荡的岁月里，我亲眼目睹广大军垦战士在老红军、老八路

的带领下，光着脊背，打着赤脚，拉着犁铧，开创美好的未来。那种惊天动地、生龙

活虎的劳动场面至今让人难以忘怀。那时的青年工作在各级党委政治部门领导的

重视和支持下，上下渠道畅通，工作起来非常顺利，青年政治工作及各项活动开展

的声色并茂，异常活跃。多年的工作实践，使我切身体会到：青年工作是党的整个

事业中一项重要工作，是党委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兵团共青团志》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兵团青年工作50年的历史和现状，真实

地记载了兵团各族青少年和共青团员们所创造的丰功伟绩。《兵团共青团志》的出

版，将为我们各级领导提供可靠的翔实资料，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也是对兵团广

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热爱兵团教育的极好教材。我希望这部志书出版

后，要认真做好发行和宣传工作，大力倡导青年人读志用志，促进兵团三个文明建

设的发展。

当我们掩卷深思的时候，无不为书中众多的青年英模事迹所感动。我们为前

辈创造的辉煌感到自豪和骄傲，同时也感到兵团未来的事业任重而道远。前方没

有终点，我们永不停息。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青年是祖国的未来。让我们鼓起

远航的风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

进，不断创新，振奋精神，扎实工作，为发展壮大兵团屯垦戍边伟大事业奉献自己

的毕生力量。

向付出辛勤劳动的编纂者致谢!

祝兵团共青团事业蓬勃兴旺1

2004年8月

于乌鲁木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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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蒋 珊①

共青团事业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也是兵团事业发展振兴的希望所在，

力量所在。

在过去的50年的时间里，英雄的兵团儿女用自己的智慧和忠诚，谱写了屯垦

戍边事业的大气豪歌，建立了震古铄今的卓越功勋。一部60余万字的《兵团共青

团志》，以恢宏的气势、平实的语言，全面系统记载了兵团青年的奋斗足迹，它将50

年的兵团青年运动所形成的丰富资料，全面系统准确地传递给广大读者，使历史

渗透在现实生活之中，使过去的信息发挥长久性的效益。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废。《兵团共青团志》所展示的兵团青年艰苦创业的辉煌

业绩和高尚精神，对于教育、激励当代兵团青年奋起新的创业、发展壮大兵团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兵团青年是兵团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生力军和突击队，是发

展壮大兵团、致富职工群众的重要力量，是新世纪新阶段屯垦戍边事业的中坚和

希望。借此机会，寄语兵团青年一代：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更好地肩负起屯垦戍边的历史重任。

要肩负起屯垦戍边的历史重任，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积极

投身兵团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做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推动者。

要紧密配合西部大开发、兵团经济结构调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施科教兴兵团

战略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团结和带领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的伟大实践，引导各行各业的青年在各自的岗位上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实现

兵团“十五"宏伟目标建功立业。

要肩负起屯垦戍边的历史重任，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在群

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发挥排头兵作用，做先进文化的积极传播者。要以培

养“四有”新人为目标，帮助青年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广泛

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弘扬兵团精神，帮助新一代兵团青

①序二作者蒋珊原任兵团党委常委、兵团副政治委员，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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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了解兵团的历史，增强屯垦戍边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把共青团组织长期开展

并已经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活动，与创建文明单位、小康连队、十星级文明户、文

明窗口以及小城镇建设等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团员青年在群众性精神文

明建设中的生力军作用。

要肩负起屯垦戍边的历史重任，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积极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建功成才服务，做广大青年群众根本利益的坚定维护者。共青

团组织要把党对青年的要求和代表青年愿望有机结合起来，以服务青少年的健康

成长、建功成才为目标，以构建服务体系为载体，紧紧把握当代青年发展的特点和

趋势，在带领青年服务大局、服务社会的实践中，竭诚为广大青年服务。要充分发

挥共青团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听取并反映广大青年的意愿和呼声，为广

大青年施展才华搭建舞台，把蕴藏在广大青年中的巨大热情引导好、发挥好、保护

好。要从维护稳定、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大局出发，依法代表青少年的合法权益，

为青少年提供法律服务，引导青少年增强法制观念，预防青少年犯罪。

要肩负起屯垦戍边的历史重任，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坚持

以党建带团建，切实加强团组织建设。在任何情况下共青团都要坚持党的领导，自

觉服从和服务于全党的工作大局，做到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兵团党委的重大部署和决策，并与推动共青团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落实到共青

团的各项工作中去。

要全面推进共青团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使共青团组织不断焕

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兵团事业的发展在于全体兵团人的努力，更在于广大青年的奋斗。青年智则

兵团智，青年强则兵团强，青年是兵团事业发展的希望所在。我坚信，赢得了二十

世纪屯垦戍边事业伟大胜利的兵团青年，一定会继续谱写出新时代更辉煌更壮丽

的新篇章。

200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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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赵建东①

一部可歌可泣的兵团屯垦史，就是一部青年的青春史和奉献史。从铸剑为犁

的那一刻起，兵团的每一寸热土都铭刻着青年的脚步，浸透着青春的血汗，历史的

回音壁上时刻回荡着兵团青年劳动创造、无私奉献的时代颂歌。

今天兵团的团场星罗棋布般分布在天山南北，兵团的事业蒸蒸日上，所有这

些，都是兵团人一代又一代前仆后继、含辛茹苦，用汗水、鲜血、青春乃至生命换来

的。这在华夏屯垦史上堪称为灿烂光辉的一页，应当载入史册，留传后代。

几十年来，无数军垦前辈或奉献青春于严寒高山的深沟大壑，或以火热青春

拼搏于酷热僻野的大漠戈壁。为了兵团的事业，他们不避艰辛，竭尽全力，埋骨异

乡。他们的精神不灭，英灵长在。在此《兵团共青团志》成书之日，作为军垦后人，谨

致哀痛不泯之思。

兵团事业与时俱进，成就辉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兵团改革开放，政

通人和，经济繁荣，前程似锦。兵团青年始终高举团旗跟党走，坚持不懈地用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深入开展“三义”、“三德"、“三观’’

等形式多样的思想教育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巩固边防，加强民族团结，反对

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的斗争中，兵团青年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是维

护祖国统一的坚强卫士。在精神文明建设中，青年志愿者播洒文明，青年文明号传

播新风，希望工程点燃未来，手拉手活动济弱扶困，奏响了一曲曲火红的青春乐

童。

志载盛世，意义深远。《兵团共青团志》详细记述了兵团青年始终坚持党的基

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自觉服务兵团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大力

实施青年文明工程、青年人才工程和服务青年科技致富奔小康行动、保护母亲河

行动、创新创效、科技创新行动，着力开发青年人力资源，自觉提升素质、砥砺品

格、致富成才、建功立业，在兵团改革开放、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开拓进

取、不懈奋斗的足迹。

① 序三作者系兵团团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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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辩

“详近略远”和“寓观点于叙述之中"的要求，如实反映兵团青年运动发展变化的历

史和现状，力求编纂成一本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行业特色的专业志书。为此，编纂

人员进行了较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通过各种渠道掌握情况，查阅档案，广泛

搜集文字和口述资料，然后进行综合分析，集纳归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几经寒

暑，数易其稿，终于在兵团成立50周年之际付梓出版，这是兵团共青团工作中的

一件大喜事。

在编纂过程中，得到老领导、老同志、知情人大力支持并提供珍贵资料，在此

表示诚挚的感谢I

2005年4月



凡 例

一、《兵团共青团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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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记述兵团共青团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二、《兵团共青团志》上限为1954年，下限至2004年12月底。大事记的上限至

1949年部队进疆。

三、《兵团共青团志》采用章、节结构，全志共6章42节。首设概述、大事记，中

置专志，后殿附录。

四、《兵团共青团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种体裁，按事物性质分类，

横排竖写，纵横结合，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并体现兵团共青团

工作的特点。

五、《兵团共青团志》遵循“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均为已逝世的并在兵团

共青团工作中做出贡献和有较大影响的青年人物。对在世的兵团团委书记和有较

大贡献的英模人物以人物简介方式入志。荣获兵团以上奖励的英模人物，以“表"

和“录’’的形式收录。

六、《兵团共青团志》涉及的地名、部队番号、机构名称均使用当时称谓。

七、《兵团共青团志》中使用的简称，第一次出现时均使用全称。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简称“兵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自治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

青团"或“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简称共青团兵团委

员会或兵团团委；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农×师委员会简称共青团农X师委员会或

农×师团委。

八、《兵团共青团志》使用的资料来源于兵团档案、图书、报刊，以及经过核实

的口述和调查资料。各种数据以兵团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为准。各师级单位提供的

资料和数据以各师档案资料为准。

九、《兵团共青团志》记述的主体“青年’’、“团员"，一般是指各个不同时期14～

35周岁的社会群体。因少先队工作由共青团代管，故在部分章节记述了少先队工

作及少年儿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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