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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国营良圻农场是我们的第二故乡．双方结下了不解之缘。《良圻农场志》经过多年的艰

苦努力，终于编纂出来了，这是我们农场的一件大事。场志编委嘱我们作序．遥忆当年．浮想联

翩，感慨万千．受此重托，欣然命笔。
建场初期，我俩担负主要领导工作。1956年2月，华南垦殖局广西分局派我们到横县良圻

筹建农场，我们依靠当地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组织广大职工一面建设，一面生

产，贯彻执行党的建场方针、政策，在一片荒凉的土地上开垦种植作物，克服了重重困难．为农
场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过多年不懈的奋斗．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农场职工立志改革。解放思
想．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农场的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良圻农场志》所记载的内容，无论是从资料性、地方性、科学性等方面来说，都是尊重历
史，实事求是的。它的出版，将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奉献于世，其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可供党政

机关干部、各行各业领导和有关专家、学者、科技人员了解、研究、建设国营良圻农场作借鉴和
参考。同时．它还不失为一部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良好教科书，激励广大职工和子孙后代．继

承和发扬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热爱农垦事业，热爱祖国。
我们相信，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良圻农场广大职工一定能够继续发扬艰苦奋

斗·、勇于开拓的农垦优良传统，继往开来。同心同德，弘扬企业精神，把农场建设得更加美好。

常瑞亭赵恒生
一九九五年八月一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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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国营良圻农场创建于1956年2月。建场初期称“光明垦殖场”，随后更名“芳香农场”。
1958年又改名为“良圻农场”。

1996年农场建场已届40周年。适值其40岁生日之际，《良圻农场志》编写完成，这是全场
干部工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标志着农场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提高与发展。

。

农场地处横县西部丘陵地带，周围与良圻、平马、莲塘、陶圩、石塘5个乡36个村(屯)接
壤。湘桂铁路芦村火车站离场部15公里，西(津)南(宁)省级公路贯串其中，上至自治区首府南

宁市，下至横县县城横州镇，郁江距农场1l公里，设有农场专用码头，上通南宁，下通广州、港
澳，水陆交通都很便利。

农场向来有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建场伊始，场长赵恒生等，12名筹建人员，开荒垦殖，建
房安家，先后从龙北、五星、西江、三星等农场调来一批骨干，接着招收城镇知识青年进场就业，‘
逐步组成了一支有政治觉悟、有纪律、有技术、有艰苦奋斗精神的职工队伍，成为农场建设事业

的重要力量。
今天，农场发展为农工商运建服多种经营的格局，全部耕地种植甘蔗，围绕农业办工业，是

广西糖业生产基地之一。主要工业产品有白砂糖、赤砂糖、酒精、蔗渣纤维板和机制纸、红砖等。
畜牧业的养猪、养鸡、养鱼等项目也同时发展。成为广西外贸生猪出口基地之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场职工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精神，坚持改革开放
方针．实行财务包干，坚持农工商综合经营，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兴办职工家庭农

场，推行场长负责制等，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生产不断发展．经济效益逐步增长，大大增
强了农场的活力，农场现已初具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 ，

编写《良圻农场志》是广大农场职工的心愿，自1990年10月成立编委和写作班子进行收
集、整理资料，开展编写工作以来，得到广大职工及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为志书提供了
很多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使场志能客观地反映建场以来的历

史，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以及生产经营等各个方面反映了农场的发展历程，对激励和
教育农场广大职工和后来者继承、发扬农垦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热爱农场，建设农场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达到抚今追昔，以古鉴今的目的。

由于我们缺乏编志工作的经验，水平有限，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错漏和不足之处，请广大
职工和行家们指正。我相信，在农场今后建设的进程中，这部场志将给我们很大教益。只要我
们同心同德，努力工作，不断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振奋精神，承前启后，我们的事业一定能够从

胜利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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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昌成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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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良圻农场志》按编、章、节、目排列，志首设《概述》，志末设《大事记》和《附录》，志中配

有照片和图表。全志分建置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5编33章87节，共19万字。
二、本志记载时间从建场的1956年至1991年，凡35年纵不断线，横不漏项，详今略故，记

述内容重点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三、本志资料来自场档案室和有关文献记载以及知情人提供，经鉴别核定，去伪存真，去芜

存精入志。

四、本志不设人物传记，荣获各级政府和各部门表彰的模范、先进人物，收列入志。
五、志书如实记述，不作描写形容。不加评论。除文字外．图、表、照片并重。各项统计数字

均以农场报表为准，概不注明出处。

六、志书记年、计量、行文均按有关通行规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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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94140千伏安，其中35千伏安珈．4千伏安7台，共4270千伏安。lO千伏安一O．4千伏
安1206台，共89870千伏安。

变电设备1964年11月。第一座35千伏变电站在双桥建成。1984年1月，110千伏

变电站在县城南面2公里处建成。到1990年．全县已建成110千伏变电站1座，主变1台．

容量2万千伏安；35千伏变电站lO座，主变13台，容量4．65万千伏安。

1990年电网主要变电站一览表

站名 地址 投产年月 容量(千伏安) 主要供电地点

武鸣变电站

双桥变电站

里建变电站

锣圩变电站

陆斡变电站

小陆变电站

两江变电站

东江变电站

腾翔变电站

县城南

双桥乡

里建分场

锣圩镇

陆斡镇

小陆圩

两江乡

东风农场

腾翔圩

1984．11

1964．11

1989．9

1987．5

1980．7

1982．2

1981．2

1982．10

1982．3

l×20000

1×3150

2×3150

l×1250







概 述
良圻农场位于横县西部，距县城横州镇35公里，湘桂铁路横穿北面，西南公路贯串其间。

地处东经108。597～109。077，北纬22。43’～22。53，之间。东与陶圩接壤，西和良圻相邻．南界平马

及莲塘．北连石塘，场界周长150公里，与14个村公所36个村委接界。建场时场界范围内土地

总面积86269亩。现全场土地面积76758亩．已开发利用69995．6亩，占全场土地面积91．
19％。

地势多为缓坡丘陵，呈东南低、西北高走向．海拔在60米至172米之间。土壤成土母质主
要是第四纪红土和紫色砂岩风化物。共有13个土种。地下蕴藏有一定的矿产资源。已勘探查明
的有高岭土、石英石和铁矿。

良圻农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降雨量1】92．8毫米．平均日照时数1927小时，平均
气温21．4^C，夏长冬短，无霜期长，宜栽种甘蔗等作物。

1956年2月22日正式建场。、此前，1956年1月14日，赵恒生、程德业奉华南垦殖局广西

分局委派来到横县，向横县人民委员会何华锦县长传达关于在横县良圻开办农场的指示，横县
人民委员会给予大力支持。到2月22日，赵恒生、程德业和派来的韦世丰=、张振亚、黄桂荣、陈
振轩、尚自强、黎国正、谭启鸿以及随后到来的周桂琼(女)、陈华镜、李达光12人聚集到横县良
圻区同志村，以此为据点正式展开农场创建工作。

开场时取名“国营光明垦殖场”。根据农场经营方针的变更，场名随改“国营横县芳香农

场”。1958年为适应地名和通讯、外涉需要，易名“国营良圻农场”，场部一直在石灰槽一带设
置。农场隶属关系历经多次变动，曾经三下三上。1956年至1957年系广西省垦殖厅直属单位。

】958年管理体制下放横县；广西壮族自治区农垦局成立后，1959年收回区农垦局管理．1960
年再次下放横县；1963年区农垦局第二次收回，1971年第三次下放横县；1979年又收回隶属

于区农垦局而至今。管理体制的几次下放，只是名义上隶属关系，实质性的管理如生产任务的
下达、财务计划的安排和经营亏损的弥补还是区农垦局的。党群组织关系一直是地方管理。

农场经营方针曾经过几次变动调整。建场初期以香茅为主．并加工成香茅油供应国际市
场。1960年后根据中央提出“大办粮食”方针，大面积种植木薯、红薯、玉米，建立淀粉厂加：E木

薯淀粉，香茅生产让位给旱粮作物，到1963年又大力发展红麻、剑麻。】966年“文化大革命”期
间．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搞“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大面积土地平整．以发

展水稻、玉米、花生等粮油作物，当时种植粮油作物的面积占全场已开发利用的土地百分之八

十，这一状况持续十一个年头。1975年经自治区有关部门批准，横县革委会在场部以南筹建糖
厂(即现今良圻农场糖厂)建成后移交农场管理．农场相应种植原料蔗。1977年经自治区有关

部门和横县革委会确定，农场以种植甘蔗为主，不种粮食作物，职工口粮由国家供应．这一方针
延用至今。

场办工厂是在艰苦条件下，由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1956年．首先在场部片办起一间

简单的香茅加工厂，主要是将收割的香茅叶熬成香茅油，以方便调运和供外贸部门投放国际市
场。到1958年才又在鲤鱼潭(即二分场)建设一座淀粉厂，用以加工生木薯成淀粉，供国家出口

换汇，其副产品木薯渣用于喂猪、酿酒。由于淀粉生产量日益增加，酿酒业便应运而生。1959年
在一分场南面建设一座简陋酒厂，其主要原料便是木薯渣和红薯。1960年为发展综合利用，在

场部东面兴建一座造纸厂。1964年建成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及时调试投产，延至1968年4
月才正式投产，生产包装纸，经二期技术改造，生产能力达年产黄色挂面纸7000吨。1975年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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