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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国营菱角湖农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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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当远革命根据地苏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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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场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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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收割展宏图。



农场砖机车间

本场现代农机修造厂

率场新建的棉纺厂

本场时装服装厂车间



美
丽
的
幼
儿
园

，

孩
于
们
的
乐

园

耕
建
的
血
吸

虫
病
防

治
大
楼

新建的总场中学

农场幸福乐园居民区



本场出上的东周楚陶器

场域内的楚文化遗址

场域一九三O年红军中队跃阮本怀用的大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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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运输车队

场部驻地lf繁荣的楚源镇

本场新建的职工医院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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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教育大楼

本场第 座机制砖瓦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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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纪念地金家台fI一九四三年

中共抗日民主风台乡政府的旧址。



九七七年建成的排溃电裂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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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总场招待所



序

编史修志，是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修农场志则是首创。1983年

3月，本场成立场志编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专职人员三人。在农场

党委领导下，在各条战线和有关专家的支持下，在省农垦局志办公室

和江陵县志办公室的指导和督促下，专职人员全力以赴，收集资料，试

写单篇，历时5年，总纂成稿。送审后，根据各方面修改意见，反复

核实，修改，于1987年9月定稿。．

在本书的编纂过程中，修志人员查阅了大量的史料，进行了广泛

的社会调查，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口碑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

认真的整理、考核、筛选。本书记载了建场26年来广大干部、职工在

农场党委领导下，团结奋斗，艰苦创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突出

地记载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本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方面所开创的新局面。本书记载的历史，对彰往昭来，激励

今人，’启发后代，都有教益。

由于我们的思想水平和认识水平有限，加之缺乏具体经验，难免

有许多缺点甚至错误，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梁绍b．I斌／1、·，7_

1987年9月



库 一
’-4—--·‘_^

在各个部门的配合下，修志人员艰苦努办，历时五年，第一部菱

角湖农场志终于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脱颖而出。这是本场的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

本场具有悠久灿烂的楚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土地革命时期

是贺龙领导的中共湘鄂西苏区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李先念领导的

中共豫鄂边区的一部分。自1961年至今本场广大职工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艰苦创业，把过去灾难深重的菱湖建设

成现代化的粮、棉、油基地。

本志记述了本场里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丰富而翔实的史料，

为当今本场各级领导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本

场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农场提供了借鉴。也是对

本场广大职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为后人

研究本场历史储存了宝贵的史料。

由于水平和经验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崔相荣

1987年lO月



凡 例

1、本志上限1961年，下限1987年。因事需要追述到适当年份者

则适当上溯。

2、本场志用篇、章、节、目体。分、自然条件、人口、垦殖建设、

农业、工业、商业、大事记、管理、党政群体、文教卫生、人物、社

会习俗、地名共13篇，另有附录。

3、本志以顺时叙事为主。大事记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

人物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立有烈士传略，今人则有名录。

4、本志用语体文。菱角湖农场在每篇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

出现时一律简称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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