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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红星二场志

场。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明得失，察未来。

而军垦人半个多世纪在西北亘古戈壁瀚海上所开创的丰功伟业。

载史入志得天理，顺民意o

《红星二场志》是一部百科全书，它以章、节、目为框架．

综合运用志、表、图、传、录等体裁，着重记述了红星二场从

1949年至2001年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

育、卫生、体育方面的发展历程和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人物事

迹o

《红星二场志》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反映红星二场的

时代特色o《红星二场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兵团、农十三师史

志部门的帮助、指导，得到红星二场老领导、老模范和有关部门

的大力支持。修志的同志广征博采，．认真考证，尽力使其志书资

料翔实、内容丰富，以飨读者。

在这里，我代表红星二场党委向老一辈红星二场领导和广大

军垦战士、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支边青年和转业官兵、向投身于红

星二场建设的同志们、朋友们致以真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我

希望全场同志们用好这本书，为发展、繁荣红星二场的各项事业

做出更大贡献o

2003年1月



序 二
孙振亚① 刘显棋②

《红星二场志》是农场迄今最具有权威性的一部“百科全

书”，以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生动地、真实地记述了红星二场

半个世纪以来创业、发展的历史。它是一部集综合性、资料性为

一体的著作，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红星二场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科技等情况，谱写了红星二场人屯垦戍边的光辉乐章o

《红星二场志》的出版并与读者见面，是红星二场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实现了我们老一辈红星二场人多年来未能实现的

夙愿。借作序之际，我们谨向红星二场史志编纂委员会全体编写

人员和支持修志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

红星二场的前身是在毛泽东主席身边战斗和生活过的教导旅

二团，曾和兄弟部队一起荣获“红星部’’光荣称号，后改编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六军十六师四十七团o 1950年3月四十七团随十六

师进入新疆哈密，担负着剿匪肃特和帮助地方建立人民政权的任

务o 1951～1952年，奉命参加修建红星一、二渠。1953年春进

驻火石泉地区，履行“屯垦戍边”的伟大使命o

50年来，红星二场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保卫国防，建设

边疆”的号召，继承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顽强斗志，以大无

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实现了从战斗到屯垦的重大历史转变o

①孙振亚，红星二场第十任场长。

⑦刘显棋，红星二场第十一任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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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石泉垦区是新疆盐碱特重地区之一，土壤含碱量8％～

42％，农场开发，以兴修水利、开荒治碱为中心。洗碱往往需灌

水20～30次，2年以后才能种植。在田间管理阶段还要不断同泛

碱做斗争，才能获得收成。红星二场几万亩良田，是广大军垦战

士、职工艰苦奋斗，战天斗地，用勤劳的双手开发出来的。红星

二场在重盐碱地区搞农业科研工作，主要是引进小麦、玉米、高

粱新品种，通过小面积反复试种、提纯、复壮，给农场提供优良

品种，从而取得了粮食生产连年稳产、高产o 1964年3月9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在自治区第一届中国共产党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称赞红星二场是自治区的“一面光辉灿烂

的红旗”，并振臂高呼“红星二场万岁!"被自治区党委誉为“新

疆的大寨”、“灿烂红星”o 1965年1月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

布：红星二场是“西北农业战线上的40面红旗"之一o

2000年6月3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的王乐泉、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陈德敏、张庆黎等领导人

视察红星二场时，被红星二场人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无私奉

献、坚持改革开放、奋起二次创业的英勇事迹所感动，王乐泉书

记号召全疆“向红星二场学习”o首长们的讲话和题词，对红星

二场人是最大的鼓舞和鞭策。红星二场人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努力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兵团党委和农十三师党委的正确领导

下j’继续弘扬红星二场精神，与时俱进，创造红星二场更加美好

的明天1

2003年1月



凡 例

一 《红星二场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

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

事求是地记述红星二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创业和发展变化过程。

重点阐述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的指引下，红星二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变革。
二 《红星二场志》原则上上限为1949年，下限至2001年

12月31日。为了明晰渊源，有的章节上溯至事物发端之时，个

别章节偶有下延。

三 《红星二场志》志首除配备地图和彩色图版外，设概

述、大事记，志中置专志及人物志，志末设附录、图表索引及编

后记。除概述、大事记、序章、附录、图表索引、编后记外，专

志以创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体育l医疗、卫生、科

技、军事等为序列安排。全志共分33章139节。
四 全志采用语体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

裁。事以类分，横排竖写，纵横结合，详简有别，力求达到语言

流畅、叙事准确o ．

五 《红星二场志》所用数据以统计部门数字为准。计量单

位除少数保持原常用单位外，执行1993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

的国家标准《量和单位》中的规定，土地面积计量单位仍然使用

“亩"o新旧人民币以当时币值为准，未做换算。

六 《红星二场志》中的“人物"章，按照“生不立传”的

原则，以卒年先后顺序排列。有突出贡献的健在人物，以“人物

(厂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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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形式记述。在红星二场工作过的老红军、老八路均入志。

历任团场正职领导除入传者外均按任职先后次序简介。其他有贡

献人物均以事系人，散入各章节。
七 志中使用的“建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解放”，

指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o“党”，指中国共产党。

八入志资料主要来自红星二场档案室、农场机关各科室和

各连队提供的资料以及报刊、藏书记载和口碑资料，均经过考

证、核实，一律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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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十五章计划财务

机构⋯⋯⋯⋯⋯⋯⋯⋯⋯⋯⋯⋯⋯⋯⋯⋯⋯⋯⋯⋯⋯⋯

计划管理⋯⋯⋯⋯⋯⋯⋯⋯⋯⋯⋯⋯⋯⋯⋯⋯⋯⋯⋯⋯

财务管理⋯⋯⋯⋯⋯⋯⋯⋯⋯⋯⋯⋯⋯⋯⋯⋯⋯⋯⋯⋯

经营⋯⋯⋯⋯⋯⋯⋯⋯⋯⋯⋯⋯⋯⋯⋯⋯⋯⋯⋯⋯⋯⋯

纳税⋯⋯⋯⋯⋯⋯⋯⋯⋯⋯⋯⋯⋯⋯⋯⋯⋯⋯⋯⋯⋯⋯

第十六章统计 审计保险

第一节统计⋯⋯⋯⋯⋯⋯⋯⋯⋯⋯⋯⋯⋯⋯⋯⋯⋯⋯⋯⋯⋯⋯

第二节审计⋯⋯⋯⋯⋯⋯⋯⋯⋯⋯⋯⋯⋯⋯⋯⋯⋯⋯⋯⋯⋯⋯

第三节保险⋯⋯．．．⋯⋯⋯⋯⋯⋯⋯⋯⋯⋯⋯⋯⋯⋯⋯⋯⋯⋯⋯

第十七章劳动工资管理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劳动就业⋯⋯⋯⋯⋯⋯⋯⋯⋯⋯⋯⋯⋯⋯⋯⋯⋯⋯⋯⋯

第三节劳动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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