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8年建场初期，为适应“大跃进”需要，不少下

放干部睡在田边，干在田间。这是队的在攀枝花树下搭

的棚子．(丁震宇摄)

一九六一年由自己设计、基建队建盖的迎侨掌参
成为农场一种象征。



十年九旱这是宾川坝子气候的特点。1982年和

1989年十分突出，几乎灭产。 ．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场几十年坚持兴修水利。

这是=1963至1966年在续修红雀龙潭引水工程的打洞

山涵洞．



为了修好水利配套工程，农场先后修了库容10

万立方米以上的四个大水库。这是马围水库工地一角。

改田、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坡斜地变平田，小

田改大田，上万亩土地只要有水便可栽秧种，这是六队

利用机械改田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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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叶天竺葵，是农场一九六0年引进的经济作

物。成为农场四大经济支柱之一。扩大到全县最多发展

到七万亩。这是一九六三年初，场领导在七队调查参观

香叶生长情况。

1980年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官员到农场2572四号

水利工程视察。



联合国难民署援款7．5万美元(合人民币28．5

万元)建盖的柳家湾小学教学楼。

农场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中，重视工商付业发

展，并在牛井、东风开设商店。这是牛井华侨商店门市

部。



由中小学生组成的羽毛球队，代表大理州出席

了不少次全省性的比赛，获得好成绩。省八运会上，获

男子团体冠军。成为三连冠。并获精神文明运动奖。

参观．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一些港、澳、台胞代表回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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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宾川县国营太和华侨农场自1958年建场以来，经30多

年的努力，在接待安置归难侨和发展生产建设等方面取得了

一定成绩。如今，已成为一个农工商副初具规模的国营企业。

这本场志，是场志办全体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和求实存真的原则的劳动成果。它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是辨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合。是农场老一辈创业者留

给后人的珍贵遗产，并将发挥其“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艰苦创业不容易，守业发展更艰难。通过几十年的艰苦奋

斗，勤俭办场积累起来的成果，是大家汗水和智慧的结晶。如

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离开工作岗位安度晚年，有的调到外

单位，少部份已经辞世。我衷心希望在职的同志们，继承和发

扬农场前辈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

改革开放，牢记侨务工作重要性，“工作在国内，影响在国外”。

团结一致，开拓进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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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太和华侨农场从1958年诞生，至今已经历了三十多个春

秋，来自八个国家和地区的归难侨和省内十几个市县几千名

同志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在这一万五千多亩土地上建成了这

个初具规模的带事业性质的国营企业。

这本场志主要是几位老同志写的，它扼要地记载了同志

们艰苦奋斗、勤俭建场的经历。也记录了一些建设农场的好人

好事。虽然只是一部分，但也能从他们身上，看到广大归侨、侨

眷和干部职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热发光。他们的好思

想、好作风值得我们虚心学习，认真总结，发扬光大。

从1984年农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生产一年比一年

发展，职工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但因各种原因，事业性开支

也逐年增加，1990年亏损超过百万元大关，这对经济效益低，

底子薄，全靠省侨办拨给的包干亏损指标来解决问题的我场

来讲，要想在短时间内扭亏为盈，实在不容易，即使今后真的

有盈余，也不能忘掉艰苦奋斗这个传家宝。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象我们这样年轻干部也一个

个走上领导岗位，这本志书将起到“资治”作用，帮助我们在总

结过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谦虚、谨慎、团结共勉，艰苦奋斗，

开拓前进!

刘跃高

一九九一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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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循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突出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和农场特点，体现

存史、资治、教化作用。

二、从1958年到1990年，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纵写，客

观地反映农场变化情况。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表、图、录等形式。叙为纲要、记为精

华、志为主体。共1】章8万字。

四、人物称谓，直呼其名或呼其职；地名、单位、队别、职称等，

均以当时习惯称谓。

五、度、量、衡，按亩、公斤、公尺、元为单位I 1980年后出现的

联合国难民署援助的美元，则以当时的汇兑率折成人民

币计算。

六、名词术语一般使用全称，需要缩写的，第一次使用后注明

称谓。如“农场、我场”等，均为“太和华侨农场”简称。

七、本志数字资料，从198,t年开始，多系场部统计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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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九五八年，全国整风结束后，云南省委提出“苦干十年

毫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大理州、下关市以及宾Jil、洱

原、邓川等上千名下放干部到此，太和农场应运而生。一九五

，＼年底宾居、乔甸农场，二九六O年祥云前所远征农场在力角

汗荒的人员并入而成为一个拥有三于五百多人的大农场。

一九六0年十月，为适应国际斗争的需要，改建为太和华

侨农场，并于十一月开始接待印尼归侨，一九六三年接待印度

归侨，一九六五年接待缅甸归侨，一九七八年接待越南难侨。

农场是个带事业性的企业单位，以盘农业为主，国家向农业工

人按月发放工资，农业工人的产品全部交给国家。一九八四年

开始，实行家庭承包，但其国营企业的性质不变，农业工人身

份不变。

农场现有人口2520人，其中归侨151 5人，分别来自印

尼、印度、缅甸、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等国家和地

区。与海外2d个国家和地区有亲戚联系。

农场少数民族有白、回、彝、傈僳等，占总人1：1 2％。

归侨中，多数出身于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和农工，他们有

一颗爱国之心，到农场以后，与国内职工一道，把报国之志用

于实际行动中，艰苦奋斗建设新家园，绝大部分同志表现都比

·7。



较好，有的提了干，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在各级人民

政府和人大、政协工作。

农场有土地15752亩，其中可耕地占11000多亩，由于几

十年的艰苦努力，有七千亩左右的坡地改为平田，旱地改为水

田，一季田改为两季田。

农场地处牛井坝子边缘，干旱缺水，为了发展生产，从建

场开始，一直把兴修水利作为建设新家园的重要措施。整个六

七十年代，兴修续修水利，成为农场生产建设中一件大事。为

此一年要花近半年的时问，上高山，战严寒，斗风雪，修水沟，

建水库，不怕苦，不说累，上至年过花甲的老人，下到刚读小学

的儿童，都参加到兴修水利的战斗行列里，人人为水利贡献青

春，有的已流尽最后一滴血，长眠于斯。到七十年代中期，则进

行打井工作，全场先后打了四十多眼机井，有三分之二有水，

加之，先后受海稍、大银甸水库之益，在正常年景农场的粮食

生产可以盘够吃，经营内亏掼可以减少甚至不亏。1987年曾

创造了营业内盈利的纪录，粮食生产上，1990年达到全年大

小春210万公斤，创历史最好水平。

在经营管理上，由于水利条件逐年好转，政田改土一年比

一年有成效，农业科技普及程度一年比一年高，作物种植也从

单一经营向多种经营过渡，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生产一年

比一年发展，经济l改入一年比一年增多，群众生活一年比一年
·8‘



改善，只要不遇上大灾大害，收入均比原工资收入多。其中，农

工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收入比原工资高一倍以上，有的还盖起

新房和添置了高中档家俱。

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国营太和华侨农场交地方政府管

理以后，宾川县政府对农场的各方面进行领导和帮助，加之风

调雨顺，农业生产出现了空前的大丰收。广大职工通过社会主

义思想教育，对如何按国家计划安排生产，完成指令性计划方

面，进行种植作物方面，都比过去进了一步。只要引洱入宾工

程建成通水，在农业上抓科技兴农、抓投入，其它各行各业，团

结齐心，发扬艰苦奋斗建设家园的精神，农场前途是光明的，

职工生活也会一天比一天好。也会对国家作出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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