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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党委书记何君明近照

序

场志办公室的同志要我为《东平场志》写一个序，作为一名现任

场领导及在东平这块土地上度过18个春秋的我，感到义不容辞。

东平农场始建于1953年。全场职工在党委的领导下。经过30余

年的开发、建设，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杂草丛生的荒山野岭．

而今胶林似海，茶叶、胡椒、水果等作物与之争妍斗艳，处处呈现出

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从前人迹罕至的加丁边．如今高楼大厦林立，

街上行人、车辆川流不息，深山变成了闹市。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全场农、工、贸经济发

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更令人自强不息．奋斗不止!

盛世修志，自古而然。《东平场志》是在党委领导下．经编纂人

员的辛勤劳动，各科室的积极配合，几度寒暑，数易其稿，终成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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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案头的送审稿，我曾一再拜读，认为是一部门类齐全、结构严谨、

叙事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的志书。

场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载

了本场走过的成败、得失历程，做到观点和史实的统·，有着正确的

思想性。此其一。

场志设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和附录五部类，全面反映了建

场以来的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资料翔实，详略得当，语

言流畅，体例完备，符合修志要求。此其二。

其三，更可贵的是场志在立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巩

固发展经济改革成果提供了准确的有现实意义的史实，对我们掌握

历史资料，知场情，治政务，管本行，找到可资证信的借鉴，给后人

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使后人深刻认识前辈为探索中国式社

会主义道路付出了多大代价，让后人翻阅场志时，由此领悟到创业艰

难，改革之不易，从而在前进的路上少走或不走弯路。为此，我殷切

希望在东平生活、工作而又有阅读能力的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

部，都能读一读场志，也愿一切关心东平的仁人志士，通过东平场志

获得更多的了解，为振兴东平出谋献策。

借《东平场志》出版之际，我谨向曾在东平生活、战斗过的老职

工及前几任的党政领导同志深表敬意，是他们艰苦创业，开拓进取，

无私奉献，为我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参加编纂场志的全体同志表

示由衷的感谢。同时，也谨向在编纂出版中，给予指导和提供资料的

所有同志和单位，深致谢忱!

何君明、

1989． 2． 1



凡 例

一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场的

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卫生、社会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体

现时代、行业及志书的特点．详近略远， 详特略同，横排纵
述。

二 断限：本志记事j上限从l 953年起，下限至1 985年12月底

截止c

三 篇目：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篇、人物、附录等五

大部分组成。专志内容按事物性质设编、章、节、目。分为建置、

自然地理、人口、农业、工业、交通邮电、商业、财税金融、综合

管理、场队建设、党政群团、司法、民兵、教科文、卫生体育、社

会、人物等l 7编，共48章，l 78节。

四 体裁：本志采用序、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以

志为主体。概述夹叙夹议，叙议结合；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

末体相结合；专志各编均用记述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议。

五 人物：人物录不分人物类别，以卒年力序羽}列。本着“生

不立传”的原则，对健在而入志的人，以表或录载之。

六 纪年、数字：纪年一律用公元。表示数量的数字及百分比



一率用阿拉伯字，几分之几用汉字。重量单位用市斤、担或吨，长

度单位用厘米、米、公里。体积单位用立方米，面积单位用亩。

七 资料：来源于场保密室、场各科室、琼海县档案馆、海南

农垦局档案馆；还有部分是建场元老的口述史料。均经调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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