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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黄山园艺良种场志

(1 95 1--1 99 1)

黄山园艺良种场场史编写组
一九九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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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黄山园艺良种场在江苏省镇江市的地理位置图





镇江黄山园艺良种场在江苏省镇江市的地理位置图





序 言

建于一九五一年的黄山园艺良种场，至今己历时四十年了。在她四．

十生日之际，我们组织编纂了《黄山园艺良种场志》，谨以此书向建场

四十周年献礼。

黄山的历史，是一部艰辛的创业史。四十年来，在上级的关怀领导

下，将一片废墟的校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逐年变迁进取。五十

年代，黄山人艰苦创业，辛勤耕耘，将黄山披上了绿装；六十年代，黄

山人挥汗拼搏，换来了硕果累累，黄山水蜜桃誉满江南；七十年代，黄

山人白手起家办工厂；八十年代，黄山人锐意改革，开拓进取，企业发

展，效益上升。现今己初步建成工厂林立、鸡猪成群，技术雄厚，设备

先进，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的农副工商全面发展的新型场圃。

九十年代是竞争进取的时代，要想跟上时代步伐，在先进行列仍占

一席之地，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办法，付出

艰辛而卓有成效的劳动。

编纂志书，回顾历史，总结历史，是为了不忘历史，进行传统教

育，珍惜今日之不易；是为了借鉴历史，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利于健

康发展；是为了承前启后，沿着党的方针政策勇往直前。本场志根据远

粗近细的原则，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文字资料为主，辅以图表照

片，实事求是地反映了黄山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分别以：概述篇，管理

篇，生产篇、党群篇、生活篇、科技教育篇和荣誉，大事记篇进行叙

述。

本场志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原黄山的老领导，老职工及各方人士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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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支持，提供了各种线索、资料，为丰富内容和佐证史实作了积极的贡

献，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纂场志是一项新的工作，虽经编志人员努力，但因时间仓

促，水平有限，原始资料不全。因此，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恳

请所有关心本志书的同志批评指正，以惠后人。

潘惠民

一九九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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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基本概况

国营黄山园艺良种场位于历史文化名城江苏省镇江市南徐路17号，

毗邻省级自然风景保护区一一南山风景区。南徐公路由东向西横贯场

区，场部距市中心仅二公里左右。

全场现有土地42万多平方米，南北长350米，东西长1200米，其中

可耕地33．4万平方米，非耕地5．4万平方米。道路房屋建设用地3．2万平

方米，场区北低南高，属丘陵地形。北温带南缘气候，年平均气温为摄

氏15．4度，年降水量loso毫米。

全场主要设备有201台，固定资产1100多万元。

黄山园艺良种场为党总支建制。场部设有10个科室，17个基层单

位。

一九九O年场部机构设置

场长室 党总支

l

公管务商付政建卫

室科科科科科办科 会 委

全场职．22426人，其中：男230人，女196人，党员34人，团员1 24

人，工会会员421人，科技人员46人。



一九九O年末全场下属单位网络图

国营镇江市黄山园艺良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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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园艺良种场建于1951年6月，初期场名为“黄山农场"，属全

民事业单位。当时仅有职：T_11人。

1952年， “黄山农场”改名为“镇江市农场’’，年末职工人数达到

42人，主要从事大田作物生产。

经过几年的努力，农场规模不断扩大，生产项目由原来的大田作物

逐步转向果树、蔬菜等园艺。1957年，改名为“黄山园艺场”。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根据市委的意见，先后划进了林

隐，蒋乔，七里等三个乡的二十个大队，实行以场带队。全民部分改名

为“黄山果园，，。至1980年集体大队全部划出，全民所有制部分又单独

建制。

1981年1月，黄山果园与象山茶场合并，成立“镇江市黄山茶果总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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