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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占何建民

在团场党委的领导下，经过全体编纂人员辛勤笔耕和各方面的鼎力支持，

《一二二团场志》终于出版与读者见面了。这是团场创建以来的第一部志书，详

尽地记载了团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变化情况，是了解、研究团场创

建和发展历程的必备资料书，可为领导干部指导工作、进行正确决策提供有益

的借鉴和参考，也是对广大职工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传
统教育的好教材。《一二二团场志》的正式出版，是团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

果，是全团职工值得庆贺的一件喜事。

一二二团场的历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创业史。一二二团场的前

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创建于1949年12

月，是垦区最早的团场之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团2 131名指战员响应党

中央、毛主席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奉命于1 950年3月5日从迪化市

(现乌鲁木齐市)老满城出发，开赴沙湾县炮台地区开荒生产。指战员们全副武

装，拉着爬犁，挑着行李，赶着载满生产工具和种子的大车，唱着嘹亮的战歌，

艰苦跋涉14天，行程280余公里到达目的地，开始了屯垦戍边的宏伟事业。全

团官兵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大无畏精神，在极端困难的条件

下，用坎土曼、铁锨挖地，用牛马拉犁犁地，当年垦荒13 574亩，播种11 022

亩，收获粮食84．99万公斤、皮棉3 050公斤。当年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1 955

年6月，奉命移垦下野地，将在炮台的耕地、房屋移交给二十一团。

一二二团场是开发建设下野地灌区的一支主力军，在40年的屯垦岁月

里，兴修水利，开荒造田，兴办各项事业，取得了辉煌业绩，创造了闻名全国的

棉花高产纪录，育成了闻名全疆的白猪新品种，建起了纺织厂等一批团场工

业，累计为国家生产粮食3．12亿公斤、棉花3 800．28万公斤、油料281万公

斤、甜菜3 800万公斤；盈亏相抵，累计完成产品销售利润2 207．44万元，缴纳

税金985．10万元。如今的一二二团场，已建成拥有耕地14．60万亩、国有资产

1．25亿元的以农为主、工交建商综合经营的大型国营农场。

注：王廷占，系一二二团政委、团党委书记；何建民，系一二二团团长，团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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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面镜子。《一二二团场志》汇集了团场历史和现状的宝贵资料，有

经验也有教训。团场的历史充满着开拓者的艰辛，创造者的智慧。40年中涌现

出不少可钦可敬的先进模范人物和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具体地体现了“兵团

精神”，反映了兵团“三个队”(生产队、战斗队、工作队)和“四种力量"(新疆经

济建设的力量、新疆安定团结的力量、巩固祖国统一的力量、增强民族团结的

力量)的作用。载录过去，是为了鉴照今人和启迪来者发愤图强，再造辉煌。对

这部志书，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充分发挥其特有的功能，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

建设服务。 ，一

‘

在编写《一二二团场志》的过程中，团场史志办的同志日夜辛劳，做了大量

艰苦细致的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同时也得到了团机关和团场各界的大力支

持，农八师石河子市史志办公室的同志对团志的编纂修改给予了及时的指导

和有力的帮助。值此志书出版之际，特向他们致以衷心的谢意。

1996年4月30日



一、《一二二团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实事求是地记述一二二团场自

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一二二团场志》上限为1949年9月25日，下限至1990年12月底，

入传人物下限下延至志书出版之时。

三、《一二二团场志》采用章、节、目结构，全志书共34章、179节。卷首设

概述与大事记，卷末设附录。

四、《一二二团场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按事物性质分

类，横排纵写，纵横结合，力求体现团场特点。

五、《一二二团场志》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入传人物，均为已去世的对

团场有较大贡献和较大影响的人物；用以事系人的方法和人物表的形式反映

和收录英模等人物。

六、志书中涉及的地名、部队番号、机构名称均使用当时称谓。

七、志书中“兵团”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简称，“自治区”系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的简称。

八、《一二二团场志》资料来源于档案、图书、报刊及经过核实的口碑和调

查资料，力求全面、翔实。各项数据以统计部门的数据为主，统计部门没有的以

单位提供的数据为准。计量单位使用国家统一规定的计量单位，个别采用原资

料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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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二二团场位于天山北麓沙湾县境内，准噶尔盆地西南部，玛纳斯河中游

西岸，属农八师垦区的下野地灌区。团场地处东经85。27
7 1Ⅳ～85。41 7

30”、北纬
44。37

7
30Ⅳ"-'44。48

7

45Ⅳ之间，总面积248．47平方公里。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

坡降1‰～3‰，海拔346""370米。境内有2条南北走向的自然干沟，均系古河

床遗迹。北部为荒漠，沙丘、沙垄连绵起伏，面积约69平方公里，计10．35万

亩，占团场总面积的29．6％。团场东与沙湾县四道河子乡接壤；南隔西岸大渠

与二四一团场、一四二团场、一四四团场及工一师红旗农场为邻；西接一三四

团场；北连一二一团场；西北与一三五团场相接。团部东距石河子市、西距奎屯

市均为80公里。

场区形状南宽北窄，呈火炬形。东西最宽19．8公里，南北最长31公里，规

划面积37．27万亩，耕地面积14．60万亩，占可耕地面积的59．84％。

一二二团场气候属典型大陆性气候，夏季短而炎热，冬季长而寒冷，平均

无霜期163天，具有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热量丰富和降水量少、蒸发量大的

特点，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

几十年来，一二二团场经历了艰苦创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

1949年9月25日驻疆国民党部队和平起义，起义部队一七九旅五三五团、一

七八旅五三三团1个营和骑兵一团1个连，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

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下辖3个营、13个连，人员2 158名，有指战员
2 131名。1950年3月，七十三团响应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关于1950年军队

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老满城出发，到沙湾县境

内的炮台、下八户屯垦。当年开荒造田13 574亩，播种11 022亩，生产粮食

84．99万公斤、皮棉3 050公斤，粮食自给有余。1953年，播种棉花2 950亩，总

产135 812公斤，二连刘学佛排，植棉53．60亩，单产皮棉122．26公斤，创造

全国棉花单产最高纪录。1953年3月，新疆军区部队整编，二十五师改为新疆

军区农业建设第七师，七十三团改为农业建设第十九团，隶属农七师。1954年

10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十九团隶属其领导。1969改名为一二二

团。1975年兵团体制撤销，一二二团划归石河子地区；1982年，兵团体制恢复，

一二二团改归农八师建制。1990年，全团场有农业连队20个、工厂14家、事

业单位3个；全团场总人口19 621人，其中职工10 646人，年工资总额142．06



·2· 概 述

万元。总人口中汉族19 362人，占98．68％；少数民族259人，占1．32％。少数

民族中回族人口最多，有125人。

一二二团场团部驻地东野镇，是农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团场机关位于

镇中心，周围建有工厂、学校、农贸市场和商业街，还驻有银行营业所、邮电支

局、工商行政管理所、税务所、保险支公司、新华书店等农八师、石河子市和沙

湾县的派出单位，他们服务于团场，为团场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团场农业属绿洲灌溉农业，采取国营农场大农业生产的形式组织生产。

1950"-"1990年，一二二团场工农业总产值累计6．44亿元，其中农业4．79亿

元，占74．4％。41年中盈利年份20年，亏损年份21年，盈亏相抵，累计完成产

品销售利润2 207．44万元，缴纳税金985．1万元。

农业播种面积10万亩以上年份18年，1960年最高，播种18．29万亩。以

小麦、玉米、棉花为主，甜菜、瓜果、蔬菜次之。41年累计生产粮食3．12亿公

斤、棉花3 800．28万公斤，其中1990年生产粮食1 266．30万公斤、棉花339．7

万公斤。棉花、瓜果是团场农业的优势产品，所产棉花色泽洁白，纤维长，拉力

强；苹果色好味佳；西瓜、甜瓜个大含糖量高，远销关内和港、澳等地；白菜质好

味美，从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销往鸟鲁木齐、克拉玛依。灌溉用水主要通过

玛纳斯河西岸大渠引用玛纳斯河水。农业机械化起步于1953年，到1990年

底，拥有大中型拖拉机104个混合台(总动力4 585．8千瓦)、各种牵引农机具

358台(架)、自动收割机9台，综合机械化程度达88％。研制的250米自走式

平移灌溉机获自治区科学大会奖。

养殖生产开始于1950年，先后采用专业畜牧队和农牧合一的生产形式，

饲养畜种主要有牛、马、猪、羊、骆驼、驴、骡及家禽。41年累计产肉1 111．43万

公斤、羊毛317．85万公斤、奶3241．5万公斤、禽蛋167万公斤。其中，1990年

年末大畜存栏头数2 002头，小畜存栏21 200只，有鸡76 845只，产肉933吨、

羊毛1．15万公斤。团场科技人员培育的新疆一二二型白猪获国家农业部奖

励。

1950年，团场开始植树造林，当年植树6 380株。1952年开圃育苗，培育

树苗13．40万株。以后植树，历年不断。1956年迁垦下野地后，大规模营造道

路林、农田防护林和居民点绿化林。1986年，实现农田林网化。1990年，全团场

共有林地面积11 413亩，林木覆盖率达到4．7％，活立木总蓄积量36 771立

方米。

团场工业起始于50年代，发展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90

年，有棉纺织厂、手套厂、农机修造厂、联合加工厂、面粉厂、乳制品厂、黄油厂、

罐头厂、纸箱厂、食品厂、红砖厂，以及豆类加工、酱菜制做、花纹地面砖小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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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产品有棉纱、手套、农机具配件、面粉、食油、皮棉、罐头等40多种，年产

值5 799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2％。

团场交通便利，有公路通向乌鲁木齐、石河子及奎屯等地，沙湾县至克拉

玛依市公路横贯团场，由呼图壁至克拉玛依市的榆油管伴线公路沿团场北界

通过。团场内有场、队公路22条，总长92公里，其中沥青路面70余公里，货运

汽车和拖拉机可以通到各个连队。1990年，团场有汽车队1个，各种载重汽车

12辆，年运输能力309．87万吨公里；客车2辆，年营运量35．95万人公里。改

革开放以后，团场商业和饮食服务业发展迅速，1990年有国营、集体、个体网

点126个，从业人员308人，年销售总额和营业收入569．9万元。

随着农场经济的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取得相应的发展。1990年，全团有中

学4所、小学7所、职业高中1所，在校学生2 783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

100％。有职工医院1所、防疫保健站1个，基层单位全部设有医务室。团部有

职工文化馆、室内和室外电影院、有线广播站、电视差转台、舞厅、灯光球场等

文化设施，连队设有文化室、“职工之家”。

在新的历史时期，团场广大职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正以极大的积极性

开拓奋进，在搞好大农业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场队企业，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为

建设一个繁荣昌盛、兴旺发达的一二二团场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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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49，---1990年)

1 949年

9月25日。驻疆国民党部队在新疆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陶峙岳率领下通电起义；26日，

新疆省主席包尔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中央政府，新疆和平解放。

9月28日夜，驻哈密原国民党一七八旅五三三团部分官兵参加抢劫哈密银行黄金，

时称“抢劫哈密银行黄金案”。

12月，原国民党一七九旅五三五团、一七八旅五三三团1个营和骑兵一团的1个连

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团长李增荣，政委张启华，团部驻

迪化市(现乌鲁木齐市)老满城。

是月，成立中共七十三团委员会，书记张启华、副书记张兴汉。

1 950年

1月，中共新疆军区委员会从一兵团二军六师教导团等单位调政治干部45人来七十

三团工作。来团后，即建立中共七十三团党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采取教育、团结、改造的

方针，对起义部队和起义官兵实施改造。

1月20日，三营召开献金赎罪大会，参加抢劫哈密银行黄金的朱占元、冯占林等近80

人交出黄金八九十两。

1月25日，在迪化老满城召开第一次全团军人大会，动员开展民主诉苦运动，政委张

启华作动员报告。民主诉苦运动对士兵进行两个政党、两个政府、两支军队的对比教育。在

运动中，原国民党部队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逐步认清阶级界限，自觉地控诉旧社会、旧军

队的罪恶。运动于2月底告一段落，评选出15个模范单位、112名学习模范。

1月下旬，团参谋长陈家琨率先遣人员到沙湾县炮台一带踏勘选点，为部队开荒生产

作准备。

2月25日，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王震，二十二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副司令员赵锡光，九

军政委张仲瀚等在二十五师全体官兵大会上作部队参加生产建设动员报告。王震发表讲

话说：“生产是医治战争创伤、增加国家财富、建立革命集体家务、减轻人民负担的唯一途

径。我们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质，人人拿起锄头，个个扶起犁耙，争做劳动英雄，在大生产

中立功。”

3月4日，起义部队官兵通过起义以来的考验和历时50多天的诉苦运动、政治学习，

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中共七十三团党组织第一批批准吸收82名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加

入中国共产党，吸收39名申请入团的积极分子加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3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离开迪化老满城开赴沙湾县的炮



·6‘ 大事记

台、下八户地区开荒造田，18日到达。

3月，七十三团和十七师五十一团及二十五师师直单位，共同修筑的长达45公里的

新盛大渠、太平渠竣工，引水能力6立方米／秒，基本能满足炮台地区的生产和生活用水。

8月6日，团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历时3天。

10月，响应我国政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全团指战员开展以支援抗美援朝

为中心的爱国增产运动。

是年，全团开荒13 574亩，播种11 022亩，生产粮食84．99万公斤、皮棉3 050公斤。

粮食自给有余。

1951年

3月中旬，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以起义日期为界限，对起义官兵实行既往不咎的政

策，集中力量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经群众检举揭发和查证落实，依法镇压了罪证确凿的

反革命分子穆何德。

4月，二十五师政委贺振新由原籍江西永新动员120名青年学生参军，来二十五师参

加生产建设，其中16人分配七十三团。

5月1日前后，全团开展“捐献飞机大炮”活动，支援抗美援朝前线。

夏，七十三团召开劳模大会，沙湾县炮台村村长于英赠锦旗作纪念，上书“人民榜样”。

秋，七十三团荣获师奖给的“精耕细作”红旗一面。精耕细作一等生产模范连——八连

连长杨林、劳动模范贺三存赴兰州参加西北军区英模大会。

10月，陶峙岳将军和水利专家王鹤亭在实地考察玛纳斯河流域时，到七十三团视察。

是月，二十五师奉命组建剿匪大队，追剿谢尔迪曼叛匪。七十四团副团长王云龙任大

队长，七十三团副政委刘华森任政治委员。七十三团派骑兵连参加剿匪大队。1952年3月

胜利完成任务，部队归队。

1952年

2月，一营官兵由炮台开赴太平渠开荒生产。

是月下旬，在部队中开展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基本结束，全团

掀起增产节约运动高潮。

春，部队响应毛主席“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继续开展丰产竞赛立功运动，以实

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全团完成播种任务35 171亩，广大指战员节约津贴费
1 375 630元(旧人民币)，支援建设新疆七一棉纺织厂、八一钢铁厂和十月拖拉机厂。

6月4口，18名湖南籍入伍女战士分配来团，参加生产建设。

7月，战炮连奉命开赴和丰，保卫和丰人民进行土地改革。

是月2日，由张翠云中队长带队的山东乳山参军的154名女战士来团参加生产建设。

夏，苏联农学专家彼·伊·迪托夫来团指导棉花生产。由于认真推广苏联先进植棉技

术，二连刘学佛排植棉53．6亩，平均亩产皮棉122．26公斤。其中1．61亩，亩产达224．83

公斤，创造全国棉花单产最高纪录。刘学佛荣获全国植棉能手称号。

秋，二十五师派拖拉机首次来团播种冬麦和进行秋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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