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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为民权农场题词

河南省副省长王明义为河南农垦题词

农业部副部长路明为河南农垦题词

农业部农垦局局长魏克佳为河南农垦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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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民权农场场长吴连泉 商丘市民权农场党委书记张孝彬

团结务磊商丘市民

权农场领导班子

农场场部办公大楼



农业部部长陈耀邦在商丘市民权农

场考察

河南省副省长、原商丘市委书记刘新民参观在商丘

举办的全国农副产品博览会商丘市民权农场晨台

原河南省省委书记杨析综参观在郑州举办的全国农垦产品

订货会河南展区民权农场展台

▲原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亲切会见民

权第二葡萄酒厂领导

v原河南省副省长刘玉洁参观在郑州举

办的全国农垦产品订赞会民权农场展台



河南省农业厅副厅长杜冠章。商丘市副市

长谢振生等领导到民权农场指导工作

河南省农场管理局局长陈聚才到民权

农场检查工作

商丘市市长毛凤兰在市县、场领导陪同下

到民权农场检查指导工作

河南省农业厅副厅长王锦屏，省农场管理局

局长陈聚才．商丘市副市长李和平等领导到民权农

场察看国家级原种场项目情况

小麦育种专家徐才智在场党委书记、种子公司董

事长张孝彬陪同下到民权农场种子繁育田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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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林建设

高效立体种植

优质系列葡萄酒

桐木基地

农场精鬏、t一

葡萄丰收图

葡萄园

棉花良种繁育田

荷塘

花生良种繁育田

农场酥梨

机械化收割

灵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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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多媒体电脑室

沙区防护林

文体娱乐

小学教学楼



进口种子加工设备生产线

种子检测中心

冒交霹露霭·涵嚣学亟乒

种子常温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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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加工心

五千平方米晒场

小麦优良品种区试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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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藐专西．

商丘市民权农场领导与希腊友人合影

市民权农场场长吴连泉与新加坡森源绿色

(中国)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声源达成

合作协议

法国FBBRI公司前经理RENE FABBRI先

生在民权农场考察项目

商丘市民权农场总农艺师孙宪法赴法国学习期间与

法国农业部达瓦耶葡萄酒学院院长米歇尔·卡滋那佛合

影

市民权农场场长吴连泉陪同世界妇女联合会执

委，英联邦妇女联合会主席曾秀丽新和加坡森源绿色

(中国)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声源察看灵芝生

产情况

新加坡森源绿色(中国)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声源副总经理邓志军在市长助理门锋．市农业局

90局长张士君的陪同下到民权农场考察



序言

序 言

农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建国

之初，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立足国情，狠抓农业生产，实行屯垦戍边政策，

先后建立了一大批国营农场，民权农场正在其列。该场是河南省八大农场之

一，商丘市最大的国营农垦企业。

半个多世纪以来，民权农场广大干部职工，在“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

农垦精神鼓舞下，百折不挠，历尽艰辛，用心血和汗水，在风沙肆虐、人迹

罕至的黄河故道、盐碱沙地上建起了一处处场房，把不毛之地改造成了良田、

果园，同时培养了一大批各类优秀人才。长期以来，民权农场一直是以其较

高的机械化水平、规模经营水平及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对周边农村和农民

发挥了良好的示范辐射作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民权农场积极调整种植

结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开展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全

面发展，尤其是良种繁育、水果生产一直在全市名列前茅。民权农场作为商

丘农垦的领头雁，不仅在黄河故道开发、防风治沙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为商丘的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农业建设，成

为豫东平原一颗璀璨的明珠。2000年底，河南省国家级原种场项目落户民权

农场，新加坡森源公司的溶人更为该场的发展注人了新的活力。

在民权农场五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了上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

持，原农牧渔业部副部长赵凡、原农业部部长陈耀邦、原河南省副省长彭笑

千等领导先后亲临民权农场视察，省农业厅和商丘市政府领导多次到民权农

场检查指导工作。

民权农场的发展史也是商丘农垦事业的见证史，回眸过去，看到了民权

农场的历史沧桑和广大农垦人的顽强执著，展望未来，更知山高路远，任务

艰巨。鉴古观今，我相信，只要民权农场广大干部职工进一步解放思想，与

时俱进，务实创新，抓住机遇，团结一致，开拓进取，围绕企业自身搞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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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业化、集团化、股分化)“三增”(企业增效、职工增收、示范作用增

强)，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民权农场美好的未来，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经济繁

荣，职工富裕，社会稳定的农垦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商丘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向阳



刖舌

1厶—L
日订 舌

经过半个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在历届农场领导班子和几代农垦人

的辛勤努力下，民权农场从一片沙荒不毛之地上崛起。如今，放眼农场，你

会为那苍翠葱茏的遍地绿色倾倒，你会为那舒适、宁静的田园风光陶醉。走

进飘香的果园，那金黄的砀山酥梨，紫红光亮的苹果，禁不住让你馋涎欲滴。

在那800亩背河洼地开发的鱼塘边，听青蛙在硕大的荷叶上放声高歌，看鱼

儿在清澈的水中畅游，更是让人心旷神怡，忘乎自我。最让人惊叹的是那一

幢幢别墅式的职工家属楼，既弥漫着浓厚的城市现代气息，又展示了二十一

世纪农垦人的靓丽风采。又有谁能相信，50年前这里还是黄河故道一望无际，

蒿草荒芜的沙荒盐碱地呢?

饮水思源，追朔农场50年的艰难创业史，让人感慨万千。

民权农场在历史上就是一片秀丽的地方。明代诗人王廷相曾用“近郭丘

园丽，成林果树繁”的优美诗句加以赞许。然而，因黄河多次决口，洪水泛

滥，给黄河改道后的民权留下了一眼望不到边的沙丘。有诗云：“良田变成沙

固堆，鸟鹊无栖乱投飞”。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推广先进栽培技术，繁殖良

种，促进农业发展，决定利用黄河故道进行土地垦荒，充分发挥和挖掘黄河

故道的潜力。

民权农场组建初期，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得到了来自五湖四海和

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并且安置了相当一批复转军入，而正是这些来自

五湖四海的农场人肝胆相照，风雨同舟，战天斗地，为民权农场的建设和发

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很多老同志对建场时的艰难困苦仍然记忆犹新，他们不

能忘记曾住过的土坑和地窑，一旦夜里风起，帆布被刮掉，第二天早上起来

时，被子上覆盖的沙土有三寸厚；他们不会忘记“吃水倒比吃油难”，一年能

吃几斤沙土的艰苦岁月；他们也清楚的记得在开垦“晴天一把刀，下雨一团

糟，早上湿，中午硬，下午犁不动”的前元淤地三个分场的无比艰辛。英雄

儿女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奇迹。那“黄沙滚滚漫无边，风起沙飞遮着天”的荒凉再也找不到半点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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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了，几代农垦人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用心血和汗水换来了“废地变良田，

沙荒变果园”令人振奋的景象。1964年，中国林科院的专家曾给民权农场作

过这样的评价：“林带杨柳绿，果树花争艳；苹果葡萄熟，映红半个县”，还

有“丰收的果粮，是人欢马叫；机器咕噜响，现代化农场”。

90年代后期，民权农场加大改革力度，先后多次成功地进行了机构人事

制度改革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实施“科技兴场”战略，不断加大对农业的

科技投入，创造的立体种植模式作为典型经验在全省农垦系统推广，农场经

济快速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民权农场也经历过无数次坎坷和挫折，但是勇

于进取的农场人没有因困难退步，始终把繁育良种、原种作为龙头产业来抓，

特别是2000年年底国家投资2000万元的河南省国家级原种场项目在民权农

场正式建设，2004年5月商丘市国营民权农场与新加坡森源绿色(河南)农

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建了立合营公司，从事种植、养殖、深加工以及产品的

国内外贸易，一期投资1000万元，预计总投资1．2亿元，又给民权农场经济

发展注人了新的活力，使农场人又看到了新的希望。 ，

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无论是在建场初期的艰苦岁月里，还是在现代化

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广大农场职工都深爱着脚下的这片黄土地。让人可

歌可泣的是，他们敢于吃苦，顽强善战，勇于奉献。在建场初期，许多满腔

热血的城市知识青年坚决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放弃城市优越的工作条件与生

活环境，义无反顾的来到这里，为民权农场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

和才智。他们遇到过困难，但敢于面对困难，他们经受过挫折和失败，但勇

于实践，从头再来。他们艰苦创业，发奋图强，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了

崭新的生活。他们坚定信念，孜孜以求紧追时代脚步，进取开拓，不断创新，

以辉煌的成就和农工商并举的产业基础迎来了农场的新时代。我们坚信只要

民权农场能够紧紧依靠党的方针政策，紧紧依靠广大职工群众，紧紧依靠先

进的科学技术，善于抓住和利用各种机遇，不断探索和创新，民权农场振兴

和“多赢”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为把民权农场的发展史记录

下来，为农场当代人和后人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我们编写了这本《商

丘市民权农场志》。编纂《场志》，观今鉴古，继承发展，对建设企业文化，

推动农垦事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便于我们了解场

情，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客观规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便于领导和

职工学习、查阅、利用和指导工作；便于用《场志》作教材，对职工进行爱

国爱场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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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权农场的全面发展，做出贡献。

《民权农场志》的编纂，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建设工程，在市政府、市农业

局的直接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在民权县志办公室等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和指

导下，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努力和许多老干部及众多知情人士的密切配

合，终于定稿。成书此际，谨对为《场志》编纂工作做出过贡献的所有同志

及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民权农场志》是民权农场建场以来一部最完整的记述农场发展过程的史

料。编纂这部书的同志，含辛茹苦，精心耕耘，克服了资料不足，经验缺乏，

时间紧迫，人手不济等困难，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经一年多的努力，筛

选整理撰写而成。但毕竟水平有限，差错难免，恳请各级领导和读者给予批

评指正。

场 长．U吴连泉

党委书记：张孝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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