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史·志·丛·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师

一八I八团“，志．

-八八团史志编纂委员会



《一八八团志》编纂委员会
。

，

组 长 任，军

主， 编 李介先

副主编 高成才任军‘周阿骊

撰 稿 李介先高成才韩世富

杨树兰． ．，

资料记卡’ 郭庆任红霞

照片提供 李淑琴胥智海秦新民

校 对 李介先

审 稿 农十师史志编纂委员会

审稿人 (以姓氏笔画为序)

李江波，余兰萍张权

张新华张光源。冯世翔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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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书鼎

鲈

岁月如梭，转眼间离开一八八团已有20多年了，感谢团领导和

同志们，一部洋洋20余万字的《一八八团志》送审稿，让我回忆，让．

我遐想⋯⋯·

伴随农十师诞生的同时，是三年困难时期，基础差，家底薄，生

产发展慢，经济文化落后，生活相当困难。当时情况是：低标准，瓜菜

代，仅靠口粮维持生活水平。每顿饭：人手一个馍，一碗“玻璃汤力。人

饿急了，有的人到收后菜地拣菜叶菜根吃，有的人到野外找野菜吃。

要感谢额尔齐斯河的鱼，多少增加了人们维系生命的养份。困难教

j育了人民，动员了群众。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师直各单位，上三干，下

河边，不惜工本，抽水浇地，有的种粮，有的种菜，经过努力，各有所

得。门前后院，宅旁空地，各小家小户，种瓜点豆，生活有了初步改
观。

全局形势大为好转以后，原实验农场、原工程团生产营、原工一

师工五团三营合而为一，于1965年5月组建北屯三场，开始了规模

性的生产经营。尽管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情况相当复杂，但在毛泽东

思想的基础上，全场干部职工团结起来，汇成了力量，形成了大集

体，思想统一，行动一致。向英模学习，向雷锋同志学习，出现了许多

感人的事例。当时的社会主流是：党的传统作风好，社会风气好，人

和人的关系好，艰苦创业的精神好。其特点是，党指向哪里，我们就’。

干到哪里，一切听从党组织和领导的分配。开展劳动竞赛和评比活．’、

动，促进了工作和劳动的积极性。集体生活严肃紧张，早起床后，或

跑步、或打扫环境卫生，晚点名或开会和布置工作，确实是“兵’’的作
风。



’

但同时也要看到，历史的发展阶段是会有局限性的。有“左力的

路线倾向，思想认识上，以为“左”比右好⋯⋯主客观不一，脱离实

际，脱离群众。错误估计形势，兴师动众，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混

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原则界线和政策标准。交“学费"太

多，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生产建设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更是

一场历史的大悲剧。在人生的道路上，在个人的历程中，如同其他事

物一样，道路是曲折的，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jkJk团社会经济都得到了较大的

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出现了许多带头人、领路人、生产能手，

有干头，有奔头，形势喜人。‘
’

一

《：一八八团志》，资料齐全，内容丰富，引人入胜，回味无穷。“温

故而知新力，作为精神食粮，作为历史结晶，从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

资政、存史、教化，一部志书的作用就在于此，相信这部心血之作一

定会为一八八团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1996年5月12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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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周阿骊

‘ 以地方的自然与社会历史和现状为中心，包括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科学、民俗等内容的《一八八团志》的编纂与出版，是一八

八团的一件大事。
’

’

《一八八团志》以翔实的资料记载了28年来一八八团广大干部

群众屯垦戍边、艰苦奋斗，同心同德建设家园的创业发展史，以及广

大劳动群众改天换地的丰功伟绩。该书汇通俗性、学术性、资料性于

’一苑，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

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了解历史可以警醒后人不忘记过

去，借鉴历史，就能使我们的事业少走许多弯路。作为一八八团后继

的人们，理当把志书蕴含的精神财富世世代代继承下去并不断发扬

光大。
， ．●

． 1996年6月



序

任军

《一八八团志》历经了三个春秋，在团党委领导下，师史志办指

导下，以及团场各单位支持和史志办的共同努力下，从组织建设、制

定规划、资料征集，到编纂审核，终于以其内容详实，结构严谨，文笔

流畅，形式独特问世了。她为农垦事业的发展，兵团历史的见证，一

／KA团的创业历程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

一八八团拥有土地面积33698．2公顷，总人口5872人，是一个
’

以农为主，农牧结合，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工、农、商、建、交 、‘

通、服务全方位发展，以城郊经济为特色含教科文卫各项事业的社

会经济综合体。她地处额尔齐斯河流域，蒙受额河乳汁之哺育，额河

文化之薰陶，阿山精神之铸造，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稳定边疆做

出了重要贡献。一八八团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曾历经过坎坷，经历。

过无数次的失败，也有过傍徨和悲愤，更有数不尽的胜利、成就、奋‘

进和欢乐，几经历史的变革，一八八团职工的思想观念更新了，精神

面貌变化了，追随时代发展的脚步加快了·．

一部志书将铭记历史之成因，教化后人。实践证明：要振兴一八 ，

八团经济，就要了解一八八团的过去和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应以一八八团实际情况为依据，以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把握机遇，深化改革，保持稳定，

不断创新，实现一八八团团结、民主、富强之宏愿。

《一八八团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前有所稽，后有所鉴，衷心

祝愿她为一八八团的全面振兴发挥积极的作用。
．

●

1995年10月12日



凡 例

一、《一八八团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关于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态度系统记述一八八团历史和现状。达到资

治、教化、存史之目的。

二、本志采用章、节结构，共28章103节。行文采用记述体、语

体文，有述、记、志、传、图、表等形式。．

三、本志上限1965年“北屯三场"成立，下限1992年，也有少数

内容上溯至1959年·

四、本志上限始于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中，遵循“实事

一，求是"、。宜粗不宜细力的原则，分述于“大事记’’及有关章节中。

五、本志记述范围以现行团界、场事为限。凡不在本团场发生的

人或事，不予收录。
’

六、本志引言重原文记述，本着有误必纠，溢美滥贬之词不书。

七、时间表述和数字书写、度量衡单位均按照1986年12月31

日“人民日报力公布的规定和习惯用法。：

八、遵照“生不立传力原则，但记事中不受此限。人物志中受州以

上嘉奖人物均列入，以彰往昭来。书中口表示已故人名。

九、各章、节所列统计数字，多摘引团计财科“历史资料统计汇

编力，年终决算报表和团农业区划报告，团土壤普查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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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师一八八团，位于阿勒泰市北屯镇西南

面．在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南岸，传说中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西

征中亚点将台遗址侧畔，辽阔的河谷冲积平原上，一代又一代军垦战士屯垦戍

边在祖国西陲边疆，心怀为边疆各族人民造福的执着信念，历经28年风雨历

程，把一八八团建成以农业为基础，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重点发展城郊

经济，农、工、商、建、交通运输、服务行业全方位发展，综合性机械化，教科文卫

各项事业蓬勃进步的政治经济综合体。
一八八团地跨福海、阿勒泰两县(市)，行政区划隶属福海县。1965年，农

十师实验农场、工程团生产营、原工一师工五团三营合并，组建成搿北屯三场一，

1969年改番号为一八八团。合并时三个单位总播种面积4068．8公顷，粮食总

．产量191．5万公斤。
‘

一八八团位于准噶尔盆地北缘，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属干旱大陆性气候，

年平均气温4．4℃，≥10℃的积温平均为3101．8"C，无霜期平均160天，年平

一均日照时数2884．4小时；年平均降水量101．4毫米；年平均蒸发量1922．0毫
米，年平均八级以上大风29．8次，其中西北风危害最严重。团场大部分土壤属

沙壤或砾石土，有机质含量仅0．6％左右，土层厚度10—60厘米，砂性大，砾

石多，含盐量高，不渗水层(三纪岩)埋藏浅，属高寒薄土层农业区。适宜种植粮

油作物和甜菜、蔬菜、瓜果、药用植物等经济作物。团场地处城郊，积极发展城

郊经济，开拓。五子一工程(菜蓝子、鱼篓子、肉袋子、奶瓶子、蛋筐子)，发展牧

’业、渔业、林业，既有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更具有经济效益。额尔齐斯河年径流

量34亿立方米，每年从三干龙口，二级电站引泄水1．5亿立方米，水土平衡，

此外还可扩建养鱼面积，种植水稻，进行水利土壤改良。 ．

一。
’

1965年全团总人口2894人，1300户，9个民族。1977年达到7301人的高

峰期。1992年人口减至4505人，1371户，有汉、回、维、哈4个民族，全团总劳

动力2229人，在册职工2055人，农、林、牧、渔工人占74．2％。

一八八团机械化程度较高，主要农作物的田间作业、农田基本建设、牧业

打草、粉碎、渔业精养都实现了机械化。1992年机械总动力4578．7千瓦，有大

．右型链轨式，轮式拖拉机29台，机引农具71件，自走式联合收割机8台，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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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5台，小四轮拖拉机6l台，载重汽车22辆，年用电量53万度。

1965—1992年，工农业总产值累计1．15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占45．

79％，牧业总产值占11．57％，工副业总产值占24．9％。28年累计亏损4397．

27万元，上缴税金累计172．8万元。农业播种面积超过5000公顷的1年，超过

4000公顷的4年。28年粮食总产累计7850．2万公斤，其中有“年上缴粮食

703．77万公斤，又有“年吃返销粮483．5万公斤，油料总产累计378．35万公

斤． 。

畜牧业以发展农区近田养畜为主，农牧结合。1992年有羊9513只，牛

2121头，马47匹，猪1503口，家禽23800只，此外，还饲养驴、貂、蜂等。1975

年以前，捕捞于布伦托海和额尔齐斯河，之后则开始人工精养，人工繁殖鱼苗。

1965—1992年，累计生产各种肉类1963．71吨，羊毛419．16吨，牛奶2044．88

吨，鸡蛋525．99吨，捕鱼3242吨。 ， ，

1992年全团立木总面积268．67公顷，林木覆盖率占全团管理面积的24．

78％，林地蓄积量10941．59立方米，1992年立木增长价值10698．4元。有果

园13．33公顷。一八八团工副业基础薄弱，一些加工业，如酿造酱油、醋，针织、

鱼的软包装、肠衣加工、皮革缝纫等，均因多种原因而停产，至1992年，仅有面

粉、油料加工、砖厂和修理连仍在生产。

1992年，商业商品销售总额141．8万元，供销科生产物资销售总额160

余万元，1983—1992年，建筑业创产值2010．13万元，上缴利润68．05万元。。

随着经济的逐步繁荣，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事业不断发展，群众生活逐

年提高。1966年创办第一所子女校，1968年办初中班，1974年设高中班，1991

年将高中转建成农十师职业中学，28年共培养小学毕业生19934人，初中毕

业生9832人，高中生3657人，考入大专院校的46人．职工技术教育主要以行

业分类，业余培训。成人职业教育，多数有志青年自费投考成人大中专或自学

考试成才，短缺冷门或急需人才，团场也投资培养。1992年全团有大中专毕业

生105人，高中级技术职称18人。
芦

团场重视科技投入，农业优良品种推广，化学除莠。分层施肥，微肥喷施。

固氮菌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农作物产量；畜牧业品种改良，人工授精，冷冻精液

的应用，羔羊育肥，疫病预防；人工养商品鱼，暖栅孵化鱼苗，采用建鲤鱼品种

都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多项技术成果获兵团、阿勒泰地区、师科技进步奖。

医疗卫生、妇幼保健以及文化事业也得到发展，1992年，有病床30张，医

务人员29人，连队有卫生室．职工文化生活活跃，除节日庆典组织汇演外，还

举办职工运动会，开展球类、田径、文娱、歌舞比赛，举办搿金秋文化节一，创办

。海川之声"和“政工简报，。 +



团场发挥兵团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开展立功刨模，评“五好一，创先进的竞

赛活动，涌现出全国、农垦系统优秀科技工作者3人次，自治区、兵团、伊犁哈

萨克自治州模范、能手等称号27人次，此外，获阿勒泰地区、师、团先进工作

者、先进生产者等荣誉称号的数百名。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职工生活逐年提高，改革开放使部分懂经营、善管

理的职工先富起来。1992年职工储蓄余额260万元，人均577．“元。

．由于一八八团建立时间短，自然气候环境差，生产条件有的还没有根本改

变，当地得天独厚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一八八团有五多(地多、水多、草多、自

然洼地多、地下矿藏多)，四优(地缘优势、城郊优势、能源优势、旅游优势)，一

高(机械化程度高)，一便(交通方便)，这是发展农业、牧业、渔业、工业、商业、

外贸、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服务行业的良好条件，将来还可以发展旅游事业．

团内有217国道公路线横贯南北．将全团分为东西两个区，东北面有216

国道通过，离阿勒泰飞机场52公里。东区各单位紧联北屯，南来北往，陆路空

中，交通甚便。距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东、南方向都可通行．东行602

公里，南去639公里，北离阿勒泰地区62公里，南往福海县38公里，西距布尔

津县87公里，吉木乃县178公里，哈巴河县140公里，东往富蕴县153公里，

可可托海204公里，青河县271公里．目前，青河县、吉木乃县边境贸易已经

开通，开展与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和其它独联体国家的边境贸易．一八

八团占有较好的地缘优势和边贸优势。

团附近有丰富的人工能源和天然能源，是发展工业、乡镇企业和其它事业

的有利条件。人工能源有阿勒泰地区火电厂，农十师一、二、三级水电站和一八

一团水电站联网。四周蕴藏着丰富的天然煤炭资源，有烟、无烟、硬质、软质煤。

离哈尔焦煤矿127公里，离沙吉海煤矿150公里，离和什托洛盖煤矿197公
里．

北屯是一个逐渐发展的、工业的、消费的新兴城市。一八八团在很大程度

上要依托于北屯的发展而兴旺。

一八八团生产发展历程教育了群众，要脱贫致富，必须以农业为基础，狠

抓治盐、改土，水利先行，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发挥优势，全方位发展，重点突

破，大办以大农业为原料的深加工，增加城乡人民的总供给，在资金逐步充裕

的条件下，慎重发展工业。

为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加大改革力度，现任团长周阿骊用系统工程原理，

提出“团结、思路、政策、管理、科技一十字方针，互为促进，形成网络，并形象地

概括为“飞鸟型刀发展战略以激励一八八团广大职工群众，艰苦奋斗，积极发展

生产，在经济上尽快扭亏为盈，摆脱贫困。一个综合经济效益高，富裕、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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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八八团，将在得仁山脚下，额尔齐斯河畔，闪烁出绚丽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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