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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团党霉常霉纂体讨论

制定1994年工农业生严财务指标

水力发电站值班人员

加工连轧花车同一角

伊循古城堡壁画出土处

石棉矿采矿一连选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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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三十六团荣获“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团一



三十六团汽车运输公司

十六团米兰商楼外景



1995年全国劳动模范陶跃德和团领导合影

三十六团建团30周年大庆主席台

《三十六团志》编缉人员修订志稿

三十六团史志编纂委员会审定《三十六团志》稿



序 (一)

谢高忠

在党的“十四大”和xM,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鼓舞下，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

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好形势下，农业建设第二师《三十六团志》在团党委的领导和

各部门积极支持下，经过几位老军垦数年的辛勤劳动，终于问世了。这部团史详细记载了三十

六团29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自然环境等各方面的演变情况；内容丰富翔实，具有较

高的史料价值，它的出版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十六团建场初期的名称是“农二师米兰农场’’。当年之所以在远离师部500多公里的米

兰建立农场，是从国家战略要求出发的。1964年4月3日，我陪同农垦部副部长、兵团政委张

仲翰同志等一行35人，利用13天时间，对阿尔金山和米兰地区进行了实地踏勘。最后根据自

治区王恩茂书记的意见，决定在米兰建设国营农场，作为开发阿尔金山的桥头堡和粮饷供应基

地。现在看来，当年在米兰建场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三十六团的历史，是一部继承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创业史。它地处

兵团农二师东南边远地区，建场比较艰苦，但经过全团职工的辛勤努力，终于在洪荒漠野建成

了一片渠道成网，房屋栉比、林茂粮丰，瓜果飘香的绿洲，谱写了一首改造大自然的壮丽凯歌。

三十六团是以石棉工业为龙头，农业为基础全面发展综合经营的企业。在建设过程中经历

了曲折发展的道路，它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遭受挫折的苦痛，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建团

初期，全团职工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充分发展石棉的资源优势，创造了当年建点，当年盈利的

实绩，并长期实行以工辅农措施，促进农业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三十六团的党政

领导大幅度调整农业结构，发展棉花、大枣和蟠桃等优势作物，有效地提高了团场综合经济效

益。

三十六团为兵团有数的民族团场之一，民族团结与团场兴衰息息相关。建场之初，若羌党

政领导和各族人民，从“三线建设”的需要出发，将全县三片绿洲之一的米兰绿洲，划拨给农二

师兴建米兰农场。农场奠基之后，除加强内部的民族团结之外，无偿帮助若羌县人民公社规划

农田，兴修水利，传授生产技术，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这一切充分体现了“汉族离不开少数

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坚持和发扬社会

主义，爱国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屯垦戍边、艰苦创业，自力更生，开拓前进的兵

团精神，是贯穿《三十六团志》的主旋律。它是我们进行国情，团情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

良好教材。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充分利用，使之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三十六团的经济有优势也有劣势，垦区有丰富的矿产、土地、地下水等自然资源，可供继续

开发利用，经过多年的经营已为工农业生产确立了规模，并培养出了一大批科技人才，积累了

相当丰富的生产经验，这是优势；交通不便，农牧业生产常年受到干旱风和冰雹的袭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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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未来的岁月里，只要我们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继续弘扬兵团精神，加强民族团结，扬长避短，艰苦奋

斗，开拓进取，则三十六团的前景必将日新月异，绚丽辉煌。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子乌鲁木齐

注：作者原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农二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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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王永宁

《三十六团志》是一部反映米兰垦区自然风貌、历史演变及各项事业发展的资料性著述，是

三十六团全体职工的创业史。她的出版问世，我表示热烈祝贺!

三十六团位于东昆仑阿尔金山北麓，罗布淖尔南岸，地处古“丝绸之路”南道咽喉，西汉时

期为楼兰王国三城(楼兰、抒泥、伊循)之一的伊循城所在地。汉昭帝元风四年(公元前77年)

应鄯善国王尉屠耆的请求，汉朝派遣司马1人，吏士40人，在此屯田。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有

龙勒人、羌人、匈奴人、塞人、汉族人、罗布人、吐谷浑人、吐蕃人、突厥人(仲云)黄头回鹘及以后

的维吾尔人，回人和蒙古人在这带居留，并创造了灿烂的草原文化和绿洲文化。吐蕃势力退出

西域之后，丝绸之路南道衰落，楼兰、伊循、鄯善等著名的历史名城，沦落为只供后人凭吊的废

墟。民元以后，新疆督军杨增新曾一度开发，但收效甚微。民国10年(1921)孔雀河改道，尉犁

铁干里克以下断流，阿布旦罗布人南迁米兰，与原在红柳沟以北，后北迁来老米兰人杂居，始成

聚落。民国27年(1938)置米兰保。新中国成立后，若羌县人民政府为安置人员，由农垦厅投资，

于50年代末筹建地方国营米兰农场。

1965年兵团为建设通向内地的第二通道和开发阿尔金山矿产资源的物资中转站和粮饷

供应基地，创建米兰农场，为保障山区的粮食供应。种植业以小麦、玉米、高粱、豆类等粮食作物

为主，以此为基础相应地发展林果业、畜牧业及加工副业。此期间除石棉工业年年盈利外，种植

业因作物品种单一，价格低廉，长期亏损。80年代以后，在农业区划基础上，打破以粮食作物为

主的格局，调整了产业结构，并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工农业双丰收的新局面，农场经

济发展的这一曲折历程，在《三十六团志》中都得到了系统的反映。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80年代初，举国上下出现了修志盛举。为能服务当

代，惠及后世，三十六团在兵团及师党政领导的关注之下，在完成《中共三十六团组织史资料》

之后，即着手编撰《三十六团志》。在编纂过程中，修志人员力争做到观念正确，框架结构合理、

资料翔实，地方和兵团特点突出，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使志书得以付梓问世。当年踏勘并决策

开发三十六团的农垦部副部长、兵团政委张仲翰及兵团第一副司令员谢高忠已相继离开人世。

谢老在临终的前一年，还扶病为本书作序，在此致以深切的悼念之情。在本书审改的过程中，师

史志办公室同志出力独多，高情厚谊，谨致谢忧。

注：作者三十六团团长、党委书记。

1995年lo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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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例

一、《三十六团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

点，实事求是地全面记载三十六团历史与现状。

二、《三十六团志》采用章节体，述、记、志、传、图、表、录七体并用。全志共设27章141节，

地图、照片、序、概述、大事记置于卷首，附录，后记等置于卷末。本志用语体文，叙述体记述人和

事，一般不作评述。

三、《三十六团志》上限于1965年，下限于1994年，个别章节下延到1995年。

四、《三十六团志》资料出处团档案室和团机关各部门及知情人士，编纂时一律不注明出

处。

五、《三十六团志》数字以国家语言文学工作委员会等6部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

行规定》执行。本志各类数据均以团统计部门年报为准。

六、<<---十六团志》不为在世人物立传，在人物中设烈士传、人物传、连级名录表、副科级以

上名录表、高级、中级职称名录表及正团级名录简介，展示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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