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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承担着国家赋予

的屯垦戍边的职责，是在自己所辖的垦区内，依照国家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法律、法规，自行管理内部的行政、司

法事务，在国家实行计划单列，受中央政府和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的特殊社会组织。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人民解放军挺进

新疆，新疆宣布和平解放。驻疆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巩固边

防，加快新疆发展，减轻新疆当地政府和各族人民的经济

负担，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建设。 经过艰苦创业建成农牧

团场 42 个，开垦耕地 77.2 千公顷，不但解决了部队的后勤

供应，而且还兴建了一批现代工矿商贸企业和学校、医院

等一批事业单位。 1954 年 10 月，中央人民政府命令驻疆

人民解放军大部集体就地转业，脱离国防部队序列，组建

了一支新型的屯垦戍边大军一一生产建设兵团，劳式结

合，屯垦戍边，揭开了新疆屯垦戍边的新篇章。

几十年来，几代兵团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前赴后

继、励精图治，用血汗甚至生命筑起了一座屯垦戍边的历

史丰碑。在创业初期，坚持"不与民争利"进军塔里木，开

发准噶尔，在瀚海戈壁兴修水利，开渠引水，垦荒造田，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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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造林，架桥修路，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大漠上建成了一个

忏陌成片、渠系纵横、林带成网、道路畅通、规模经营的现

代化绿洲生态经济网络。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兵团从农

副产品加工业起步，形成了以轻工、纺织为主，钢铁、煤炭、

建材、电力、化工、机械等比较齐全的工业经济体系。兵团

的商业网点遍布天山南北，为繁荣市场、发展边疆经济、保

障供给做出了重要贡献。兵团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

体育等各项事业也得到较快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

象，基本上奠定了兵团事业的规模和格局。在十年动乱

中，兵团事业遭受破坏，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1975 年兵团建

制被撤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新的发

展时期。 1981 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

导集体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新疆境内外的复

杂情况，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O 兵团恢复以来，高

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努力实践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

展壮大兵团、致富职工群众"为目标，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进行了一系列经济体制、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投身西部大

开发的伟大历史壮举，使兵团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得到了更

快的发展。

几十年来，兵团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新疆各族人民服

务的宗旨，把发展新疆经济和改善各族人民生活当作·自己

的重要任务。五六十年代，兵团的机械化生产方式、先进

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以及农区"好条田、好林带、好渠道、好

道路、好居民点"的建设经验，对新疆的农业经济起到过示

范带动作用;在新疆的许多重大工程建设中，兵团都勇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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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担，不畏艰难，发挥了突击队的作用。兵团始终高举民

族大团结的旗帜，致力于增进民族团结、兵地团结，为新疆

各族人民办好事、办实事，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支援

各族人民的生产建设，帮助地方群众规划土地、修建渠道、

防病治病，并选派优秀干部帮助地方发展经济。兵团的发

展，也得到新疆各族人民无私的援助和热情的关怀。兵团

与新疆各族人民群众互相帮助，王相支持，水乳交融，荣辱

与共，凝成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血肉关系。特别是

近年来，兵团和地方一起，大力发展融合经济，走相互支

持、共同繁荣之路，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力促进了双方的发

展。这对于开发建设我国西部边疆，保持边疆的长治久安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几十年来，兵团时刻牢记党中央赋予的屯垦戍边历史

使命，坚持劳式结合，卫土守边，始终站在维护祖国统一、

反对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斗争的

最前沿。兵团有 58 个边境农场镇守着国家的 2019 千米

边境线，与人民解放军一起担负着戍边任务，构筑了牢固

的国防屏障，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维护新疆稳

定方面都发挥了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几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在新疆组建生产建设兵团，

是我党的一大创造，兵团在新疆的存在与发展，符合国家

的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中央支援地方，内

地支援边疆，各民族相王支援的有效形式。

几十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始终得到了党中央三代

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和关心。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批准成立兵团;以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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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英明决策，决定恢复

兵团;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

关心支持兵团发展壮大，批准兵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在国家实行羊列，帮助兵团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兵

团成立以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

领导集体中的许多领导先后到兵团视察指导工作。走进

新世纪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关

心兵团事业的发展，胡锦涛、温家宝等先后视察新疆和兵

团，支持和勉励兵团更好地履行戍边维稳使命。胡锦涛视

察时明确要求兵团在新时期新阶段要处理好屯垦与戍边、

特殊体制与市场机制、兵团与地方三个重大关系"更好地

发挥推动改革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建设大军作用，更好地

发挥增进民族町结确保社会稳定的中流抵柱作用，更好地

发挥巩固西北边防、维护祖国统一的铜墙铁壁作用..进一

步指明了兵团工作的方向。几代党中央的关心和支持，推

动了兵团事业的发展，鼓舞兵团各族职工更好地继承发扬

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艰苦创业开拓奋进的精神，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

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

局面作出更大贡献。

兵团发展壮大的历史，是百万军垦战士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坚持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克服困难，艰苦创业，改造自然，征

服万古荒原的历史;是在党中央、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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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心支持下与新疆各族人民携手奋斗、共同发展的历

史;是坚持党政军企合一，走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工交商建

综合经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屯垦戍边事业的历史。为

此，编写一部完整系统、可信可读的兵团发展史(包括师、

团简史) ，展现兵团几代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

开拓进取的精神面貌和光辉业绩，是总结研究历史经验、

以史鉴今、以史育人的需要，也是兵团各级党委和广大党

员干部与群众的期望。同时，为"发展壮大兵团，致富职工

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

动力。

编写兵团各级简史，是兵团党委向各级党委和史志部

门提出的重要任务，并列入了兵团"十五"、"十一五"党史

工作规划。经兵团党委批准，决定将各师、团简史统一纳

入兵团史志系列丛书，推出近 200 个正史本子，从各个层面

全面反映出兵团各级党组织领导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开

发建设新疆，捍卫祖国统一和巩固边防的辉煌历史。

编撰工作光荣而艰巨，让我们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支

持下，以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精神，努力高质量地完成这

一历史任务。

兵团史志编暴委员会

2007 年 10 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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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昌

农十二师《头也河农场简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翔

实的史料记叙了农场发展历程及成功经验，用客观的笔触

分析了曲折与教训，颂扬了"艰苦奋斗、改革创新、团结务

实、致富职工、壮大农场"的兵团农场精神。史书力求起到

存史、借鉴、资政、育人的作用。

头屯河农场 1951 年 10 月建场，经过 56 年的艰苦创

业，农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场人的衣食住行

有了质的飞跃，农场人正以饱满地热情昂首阔步跨入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洪流。历史显示头屯河农场有条件、有能

力抓住机遇建设屯垦戍边新型团场。建场以来，尤其改革

开放 20 多年的发展，农场农业科技含量逐年提高，机械化、

现代化程度不断增强，已步入规模化、特色化的行列;二、

三产业和小城镇建设大幅提升，经济实力增强;农场已由

白手起家变为丰衣足食，有了建设也垦戍边新型团场的综

合实力;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道路、饮水、电网、通讯、

有线电视等设施已具规模;文化、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事

业发展加快。党的建设完善，政治核心作用得到发挥"三

讲"、"三个代表"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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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头屯河农场党委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以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发展是强场富民

第一要务的观念，审时度势、咬定目标、齐心协力、加快发

展，实施"现代农业支撑、工业商贸膨化、小城镇建设提升"

三大战略，努力培植特色农业、生态旅游、小城镇及工业三

大经济增长点，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场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把农场建设成域中桃李园和最适合人民群众居住的生

态农场 O

《头屯河农场简史》根据国家发展大气候和新疆、兵团

发展特点，结合农场发展主线分为六个阶段(六章)编写，

1、艰苦创业阶段， 1951 年 10 月 -1966 年 5 月 ;2、"文化大

革命"十年动乱， 1966 年 6 月 1976 年 10 月; 3、拨乱返正，

经济恢复阶段， 1976 年 10 月 -1984 年 12 月刊、改革开放

发展经济阶段， 1985 年 1 月 -1995 年 3 月 ;5、深化改革快

速发展阶段， 1995 年 4 月 -2001 年 7 月 ;6、与时俱进发展

壮大阶段， 2001 年 8 月 -2007 年 12 月。编写采用章、节

体，以期为章、以事为节，遵循以事系人、叙议结合、举大弃

小、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唯物主义客观翔实地对各阶段

的工作成就、经验、差距、缺点加以评论，不面面俱到，不为

个人树碑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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