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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博爱农场志》，是为‘县志》提供历史资料，为农场当代人和后人提供历史借

鉴和现实依据。它便于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它便于我们了解场情，总结历史经验，认

识客观规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它便于领导和职工学习，查阅，利用和指导工

作，它便于用《场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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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四化建设做出贡献。

编纂<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照鬈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实事求是记人、载事，坚持思想性、科学性

和资料性的统一。

‘场志’主要记载建场后的政治、经济、生产建设、文教卫生等发展情况。按照问

题的性质，历史与现状，分门别类，拟定体例，安排章节。全志书为1 3章，58节和口序

言才，“概述移，搿后记謦。采用图、文、表、照片等体裁形式，以文为主组成。本态

书上限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下限为公元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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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博爱农场是全国最早建立的国营农场之一，在河南农垦事业中

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它的前身是日本人办的水利合作社(种水稻)。

全场图幅面积11．6平方公里，土地横跨沁、博两县。地处太行山南

麓丹河冲积、洪积平原区，位于博爱县域西南磨头乡；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易于排灌，土层深厚，质底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地下水丰富，适宜农作物生长。
‘

建场前，荒芜沼泽，一派凄凉。沁、博两县解放后，1948年3

月由太行行署派人筹建农场。由国家投资“以工代赈”，移民开

荒，配备机械，组织生产。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体职工的努力，

改交了生产和自然面貌，逐步发展为现有技术装备较强，机械化程

度较高，物资力量雄厚的国营农场。至1984年底，全场总人口为

2077人，内有职工1294入，现有耕地13960亩，竹林722亩，下设9

个农业队，1个养猪场。工业单位有造纸厂、修配厂、磷肥厂、机

砖厂、汽车队、基建队等。场部设农业、畜牧、商业、物资供应公

司、工交办公室以及工、团、人事、财务、武装、保卫、计生办、

党，政办公室等职能部门，负责经营管理，为生产和职工生活服

务。

五十年代，因缺乏经验，未因地制宜种植作物，未充分发挥机

械作用，扩种棉花，管理粗放，多数年份，低产亏损。省委对博爱

农场给予重要指示。加之经过三次大的整顿，确定了“以麦为主，

多种经营一的方针，大抓水、肥、良种等主要措施，六十年代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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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了增产盈利。建场以来，共生产粮食20851万斤，交售商品粮

14098万斤，商品率达67．6 ok，人均贡献3 ooo$斤；交售商品棉628

万斤，商品率达100％；交售油料11万斤；国家总投资579．6万元，

上缴积累总额62927元，占投资1 09．29 ok；培养输送技工和管理人

员600多名，起到了示范作用。

建场以来，繁育推广小麦良种8387万斤，不仅使本场小麦增长

两倍，还在本省种植约1300万亩，每年增产2亿多斤。山西、山东，

河北，陕西、安徽，江苏、浙江、湖北、四川、广东、广西等I I省

的部份县，乡、队种植约百万亩。为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受到农

垦部，省政府、农业厅、省科委、农管局、地区科委等单位表彰与

奖励。

在生产建设中，涌现出全国英模、无脚拖拉机手李来财同志，

出席省劳模会议的赵栓成、毋福元，李洪牛、崔庆芝、刘登光、朱

秀珍，李西成，郑保义、王世守、宁国臣、李桂兰以及先进教师和

膏红花少年”代表赵尚宏、霍菊梅；葛德义同志被选为河南省第五

届人大代表，耿化五同志(书记兼场长)在扭转低产亏损方面做出

了重要贡献；科技人员李冠华、许文瑞、夏文秀等同志，为培育小

麦良种做出了贡献；李书祥、步同召、李冠华、李世友等同志在化

学除草，消灭“野燕麦”危害方面成绩显著。

粉碎搿四人帮一以后，党委、行政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拨乱反正，组织工作中心的

转移；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调整作物布

局：建立生产责任制，大力发展家庭农场；调整领导班子；开展整

党和企业整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促进了．生产和各项工作。工

农业总产值由1977年g／2667)-元，1984年提高到499万元，提高
g 2×



R7．6％；利润由7．5万元，提高到53．2万元，增长6．1倍。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职工生活也得到改善。目

前，人均收入430元，但仍然偏低。

农场的历史，是生产建设发展史，是职工奋斗创业史，有许多

经验教训值得汲取。即。体制和隶属关系不宜多交；要有一个坚强

的领导班子；要发展生产力；办好家庭农场，发展商品生产，改变

农业结构，走农工商综合发展的道路；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发挥农

场小麦、竹子、毛白杨三大优势，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建立严格的

规章制度；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重视智力开发，提高职工政治文化

素质。

1958年农场下放合并入搿红旗人民公社斗，1962年场，社分

治。因“五风”错误，农场付出退社队款53万余元，土地面积减少

1204亩，当年农业产量低，经济严重亏空，导致人缺粮，畜缺草，

职工发不下工资。一合一分，双方吃亏，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历次政治运动；建国至1957年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基本一致，

社会主义革命促进了生产建设的发展；1958至1960年，政治运动影

响了生产的发展；1961至1965年总结经验教训；1966至1976年。文

化大革命”阻碍了经济发展；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全面转上了经济建设。对政治运动以及有重大而又长远影

响的事件，记入《大事记》中。

建场初期被敌人杀害的我工作人员，出席全国、全省的英模人

物以及在生产建设中作出重要贡献的革命老干部(死者立传)，记

入《人物》章节中；灾害事故、至理名言，谚语，歇后语，远景规

划等，载入《杂记》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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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事记
●●

’．

1 9 4 8年

3月，经太行行署批准，由四专署派8名工作人员，带领48个劳改犯人筹备建场．

9月21日，匪徒在前十里店骚扰，打死我工作人员5人，重伤1人．后凶犯已逮

捕，伏罪服法．

1 9 4 9年

春，由政府投资口以工代赈一，垦荒建场，救济灾民．

9月， “太行行署博爱农场"改为“平原省博爱机耕农场一．

1 9 5 0年

农业部调派人员，拨付机械l殳备，垦荒基本结束，转入生产建没．

秋，由于职工队伍不纯，行政、工会闹不团结，贻误工作．

1 9 5 1年

1月，新乡地、专、工会组织联合工作组进场搞整顿，改选党支部，成立党委会。

7月11日，经平原省政府批准，恢复“大新河哆，由丹河局宣接供给博受农场灌溉

用水．

10B 24日，平原省政府批准在沁阳(丹河西)开荒763亩，没队种植．

、冬，全场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刿处了数名反革命分子．

是年， “平原省博爱机耕农场移更名“国营博受机耕农场，，。

1 9 5 2年

1月，全场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口三反一运动，打退了资产

阶级的进攻·运动中涌现一批积极分子，有20人人党，35人入团，工会组织也得到了发
展。

是年，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18万元)．

1 9 5 3年

1月21日，场派贾明晨，毋传云同志由农业部介绍赴新疆伊犁买马(50匹)，因该

跑区社会秩序混乱，马未买成，人险些丧生。

是年，河南省委对博爱、黄泛区两场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对改进领导作风，加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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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管理，镝好生产，起巨大推动作用．
． 省委安排四名日侨来场工作(他们是福鸟，吉岗，岛田等)．

IO月，工人吴清秀参加祖国赴朝慰问团，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

1 9 5 4年

3月21日，场召开首届工代会，出席会议正式代表29人，列席代表2人·选举产生

工会委员会由9人组成，豆振国任工会主席．

12月15日，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00180号文件，确定悃营博爱农场党委会一为新
；。+乡地委所辖一级党组织．

是年，省农业厅抽调本场包括场长，科队长、技术员、技工、行政干部及勤杂工一

套人员，支援准滨新建农场，前往赴任时，因遭水灾停建，人员分配省直有关部门工

作．

1 9 5 5年

2月2l至26日，场召开首届团代会，改选团总支和四个团支部．

3月l 3至20日，召开第二届工代会，成立一，二队、机耕队、科室四个分会，并选

出分会委员会．

1 9 5 6年 ．

3月，省农业厅批准，在孟县开荒建队。

9月18日，新乡专署批准t “博爱县农场黟并入矗国营博爱机耕农场一．
’

11月5日，新乡团地委批准成立“博爱农场团委力，由段爱仙等11名同志组成团毒

会。

是年，省总工会赠给农场18毫米电影机(代发电机)一部，使用至今．

是年，成立农场三队和孟县四队。

是年，作家刘白羽来场采访无脚拖拉机手李来财同志英樽事迹．萄家黄骤来场体验

生活。给有贡献的个别老工人画像，对职工鼓舞很大。

I 9 5 7年

5月14日；召开第一次党代会，由李西成等7人组成党委会，设常委3人·

是年，因违犯国家粮食政策，受到新乡地委通报批评．

秋至1958年春，全场开展“反右派糟运动，19名干部，工人被划为。右派万和“坏

分子帮后都作了乎反纠正．

1 9 5 8年

4月I 3日，召开团代会，由壬春生等11人组成团委会，设常委5人．

7月l 6日，河南省人委批准，博爱农场孟县四队并入g国营孟县机耕农场一·

8月20日，工人挖河时掘出宋代文物“磁盘彦一件，呈送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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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农场下放，并入口红旗人民公社"．掀起矗大跃进打高潮，出现了。高指

标一、“浮夸风黟、口共产风糟，三年困难接踵而来，人缺粮，畜缺草，挫伤了群众的

积极性．

l 9 5 9年

在全社范围内开展反右倾运动，错误地把一部份干部(包括基层干部)划为右倾机

会主义进行打击。

1 9 6 0年

春，因粮食供应紧张．实行矗瓜，菜，代"，都份职工，社员患浮肿病，牲畜死

亡。上级布置。徽好保人保畜工作。

冬，实行“半日劳动，半日休整玎，恢复群众体力．

1 9 6 1年

1 2月，省，地、县决定场．社分治，恢复。国营博爱农场一建制。

l 9 6 2年

春。建筑工人郭忠森贪污赌博公款14380元，被判刑15年．

场社合分，因“五风力错误国家损失53万元。

1 2月，农场体制恢复后，新乡地委通知。中共博爱农场委员会由耿化五等11名同志

组成。

l 9 6 3年

召开第三届工代会。

4月，播棉花时，用尿素拌种，棉花中毒，400余亩棉田未出菡(或出菡甚少)，

技术员许文瑞做检查，受批评．造成经济损失。

秋，从河南农学院引进“阿夫"小麦良种试种，获得高产．

9月，建立良种站．繁育推广良种。

是月，拖拉机下放各农业队管理。

1 1月，省农管局长张子光率46人工作队进场；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转变领导作风，

加强经营管理，干部实行半日劳动制等。

是年，自博爱城里至农场二队，架没高压输电线路两条(总长13公里)，解决了农

场生产，生活用电。

l 9 6 4年

4月，工人芦周权偷盗场供销社布PlC_306尺，现金25元，除退赔赃款、赃物外，受

留场监督劳动改造处分(后被开除)．

冬，省农业厅领导指示t农场大面积载培竹子．谓之。扎富根，，受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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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6 5年

春，农垦部副部长肖克同志来场蹲点，在红房试种水稻，获得高产。

夏，全场万亩口阿夫力小麦，创单产492斤新记录·省委副书记赵文甫同志来场视

察·附近县、社、队各级领导参观者络绎不绝，纷纷索要良种。

秋，省人委批准“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謦在博爱农场建立“河南博爱农机分院劳·

9月l 1日，农垦部函复本场，表扬农场小麦获得大面积丰收，一季单产(400斤

以上)超过农业发展纲要指标，是有决定性的转变，是由低产变高产农场的良好范例o

10月，修配厂工人搞技术革新，自制冲击武打井机二台，开始打井，奋战四年，基

本解决农田水利灌溉。

1 9 6 6年

9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在河南农机分院学生的

带动下．全场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秽。党，改、工，团组织处于瘫痪，大批领导干部先

后被揪斗、批判．

1 9 6 7年 ，

11月25日。成立农场。革命委员会一。
’

是年，建立小型面扮加工厂一座，后经改造，年生产能力达240万斤。

l 9 6 8年

“文化大革命一中，开展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对场领导干部(包括少数一般干

部)，科技人员及一部份工人群众，诬陷为“徒缀力，“特务”，“走资派"，“三反

分子劳等，大搞_逼，供、信疗，对他们打击迫害，进行资产阶级专政。

l 9 6 9年

秋，场种子站科技人员李冠华，许文瑞、韩贤儒、夏文秀等同志经过几年试验精心

培育成小麦“7023一，“7768一新品种，推广各地，增产显著。

是年，县搿革委会一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进驻农场，发动群众批判极左思潮和

严重违法乱纪行为·

l 9 7 0年

3月，垒场开展‘L打兰反一运动·

1 9 7 1年

新乡地区“革委会一派壬兴云等3同志担任场领导，改组农场“革委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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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Z 2年

5月7至8日，召开农场党代会．选举壬兴云等ll位同志组成党委会，设常委5

人． ．
．

．．．

1 9 7 8年 ，’’

是年，召开第四届工代会。
’

‘

l 9 7 4年 ‘ ·一

1月，开展搿批林批孔一运动，对部份场队领导干部错误地进行批判·．’ ．．．

． I 9 7 5年

春，开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运动，错误地批判“唯生产力论一。

l 9 7 6年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场开追悼大会，职工群众声泪俱下，泣不成声。

4月，农场设临时机场，省民航飞机为垒县大面积喷洒药品，防治小麦吸浆虫病。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全场举行隆重追悼会，广大职工群众悲痛欲绝，泣不

成声。

冬，连加荣(共产党员)因犯男女关系错误(曾因此错误受撤销修配广厂长，降=

级．党内留察处分)服毒自杀。

l 9 7 7年

秋，培育出。7t一6彦，。7I一22一小麦新品种，推广各地，表现良好．

1 9 7 8年

秋，自76年lo月起全场开J畏靠揭，批、查扫运动，清算“四人帮力的罪刑。对犯有

严重错误的领导干部，经地委批准，作了组织处理。

lO月，工会恢复正常工作，建立分会．老会员登记，发展新会员，开展劳动竞赛和

为。四化立功一活动。

是年，对小麦、玉米，高粱等作物。进行氰肥增效剂试验，效果较好．

1 9 7 9年

2月，场召开各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提高对工作重点转移

的认识。调整作物布局，抓增收节支矿增产盈和，成效显著。

4月l至3日。召开第五届工代会。选举出11人组成工会委员会，设常委7人。

9月30日，召开第四届团代会，由孟光荣等13位同志组成团委会。

根据三中全会精神，对_文革一中被打成。叛徒一、。特务一、口走资派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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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分子一和反右中错划的搿右派一，口坏分子嚣等55人平了反，并安置了工作·‘‘12人改

变了成份，75人改变了家庭出身· ，

l 9 8 0年

建立商业门市部。

机农作业组实行“联产联盈一生产责任制，初见成效．

1965至1980年，共繁育推广小麦良种7565万斤·

是年秋，原二队在二区7号、l 1号玉米地用机械喷施农药，近邻崔庄，原庄20多亩

棉田中毒减产，赔偿社员损失款3000余元。

l 9 8 1年

8月7至lo日，召开五届一次职代会。

4月下旬，美国堪萨斯州农业代表团来场考察小麦科研和生产情况。

1978至19S1年，使用化学除草剂，基本根除野燕麦危害。

8月l 5日，三队女工朱秀英因对某人不满纵火烧房，造成损失，被公安局拘留．场

给予赔款1 00元、行政记大过，工资降一级处分．

1 9 8 2年 一

建立机砖厂．

3月，召开五届二次职代会。

8月，造纸厂工人孟庆奎投毒谋害王守林全家，被判处无期徒刑．

9月，省农垦局组织省属农场人员来场搞“老场补课，小城镇规划第制定出远景发

展规划。

12月16日，召开五届三次职代会。

12,q，工人梅跃进违犯计划生育规定，强生=胎，始予开除场籍处分．

是年，农业部孟副部长来场视察工作，并作重要指示．

I 9 8 3年

1月21日，原二队改建为四，五队。

2月20日，工人张瑞山违犯计划生育规定，强生第三胎，给予开除场籍处分．

3月】9日，农场向博爱县投资建设民兵训练基地款5000元．

4月6 El，召开第五届团代会，改选组织，由林跃进等9位同志组成团委会．’
。

5月，省民航飞机来场给小麦喷洒药品，防治干热风危害。

11月，经省农垦局，洛阳工学院、博爱县、博爱农场等领导同志共同协商将博爱

农机分院移交给农垦系统，并解决了有关遗留向题．

1 9 8 4年

2月23日，场领导会议决定，打井队接收承包磨头乡菏年队400余卣土地(承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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