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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荆州市委副书记 j号以

盛世修志，记沧桑，载衰荣，彰往察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举国上

下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新

时期， {荆州市农垦志}灿然付荐，实乃可喜可贺!

荆州，钟灵毓秀，物华天宝，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优秀运主蒋城市和中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桂纽、工生生产基地。荆 ;-1; 还是一个农

业大市，农业比较发达， .主要农产品产量位居全国边，市前列，在湖北省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是国家重要的优质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荆抖农垦史是荆判农业

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20 万农垦大军为促进荆卅农业的现代化、保障国家农产品供

给和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荆州市农垦志》一书，以丰富的资料，翔实施

记录了荆到农垦艰苦创业和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总结了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以及

走过的弯路和教训。它的公开出鼠，对继承和发杨"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的农

垦精神，推动农垦企业的改革 ， i足进社会主义新农材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明清时期及明国初年，荆州境内虽有过屯司和开办农事试挂场的历史，但都成

就了了，没有留下多少历史脚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菌共产党领导下，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荆州农垦事生才得以开拓发展。 1953 年 2 月，时任湖北省人民

政府主席的老一辈无产玲级革命家李先念为五三农场挥锹奠基，荆州境内先后设立

了 10 多个国营农场。到 1963 年底，荆州垦区己建成 19 卒离营农场，共拥有土地面

积 1620 多平方公里，人口约 20 万人，成为我国内地垦区最大的农场群。历 1994 、

1996 年两次行政区划调整，潜江、天门、京山、钟祥4 县市境内的 9 个农场先后边

出，葬j州垦区范围相应缩小。 1996 年至今，荆州垦区的 10 个农场共拥有土地面积

757 平方公里，人口 20 余万人，在3属内地垦区规模较大的农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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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垦区历来是哥家商品禄、棉、油、生猪、鲜鱼生产基地。建垦以来，荆

州农垦人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进程中，用勤劳和智慧谱写了元，流

于时代、无愧于子冉的壮丽篇章。农垦事业蒸蒸日上，农垦企生蓬勃发展，各项

改革纵深推进，社会建设全萄进步，职工生活基本实现小康， 10 个农场多次被坪

为国家、省、市经济发展、文明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教育、卫生、血防、

计划生育、思想政治工作以及移民接就安直工挣先进羊位。《荆州市农垦志》真

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重点展示了 1994 - 2∞5 年 12 年前，全市农垦企止坚持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惮跋涉，长足阔步，奋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

践，是一部反映携州农垦历史足迹、辉煌成就和精神风貌的壮哥哥画卷。

今美于咋，晓司复胜于今。愿新一代荆州农垦人继禁大力在杨农垦精神，始

终保持与时俱透、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锐意进取，扎实工作，努力花费 j'~ 垦 E

建设成为全市乃至全省农业现代化的示范区、农业农村发展的试验区和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先待区。

2∞9 年 12 月 8 日

气



凡例

一、《荆 1'1; 市农皇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卒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现，实事求是地记载荆 ;-li 市国有农场的

历史和现状，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和农垦特色。

二、记载地域以荆 ;-1'1 区太湖港农场管理区、菱角湖农场管理这;荆州开发区

沙市农场;江鼓县三湖农场管理区、六合或农场管理区;监科县人民大琉农场管

理区、芜湖农场管理区;洪湖市大同湖农场管理罩、大沙湖农场管理区、小港农

场管理区为眠，并以建场时间排序。对 1994 、 1996 年划出的潜江市总口、西大

发昌、运粮湖、摸口、周矶、后湖农场，天门市蒋湖农场和京山县五三农场，钟祥

京官庄湖农场，但记其建场及行政区为j 变动情况，余概不载。

三、时间断限为 1994 年至 2∞5 年。部分卷吾根据记述需要，适当上海下延。

四、结构采用纲自体，以卷横分门类，卷下层次以一、二、三及〈一)、

(二)、(三)林称，如哥以粗国加黑栋称。

五、体裁采用这、记、志、传、图、表、录七体。居首大事记以编年体拣到

大事概要，概述总揽全志;各卷分类记事，秉承近详运略;附录收录有关文献。

正文辅以犀表，号i 文释义随文括注，表以卷到序号。

六、专用名词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后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荆州市委员会

需称"中共荆州市委"或"市委"荆州市农场管理局简称"市农管局"或"市

局"等c

七、采用现代汉语记述文体，引文照 1日 O 标点符号依照国家出版物规定书

写。使用公元纪年。度量街采用哥家法定计量羊位。

八、人物卷所收人物以工作、生活在农垦者为主，兼及农场籍在外知名人

士，排列以生年及姓氏笔划为序。对在药今以上农场工作过，且符合多条入志标

准的，择其最高职务或荣誉收录一处。记人直书其名，必要时冠以职务或职称。



九、资料来源于荆州市农场管理局、各农场支志资料及《湖北农垦统计年

鉴》、《湖北农皇大事记}'，文中均未注明出处。

十、〈葬j州市农垦志》付持距下限时间较长，故设特载于后，挨录市局 2臼摇、

2∞7 、 2∞8 年工作总结〈节选) ，以反映 3 年中荆州市农垦经济和社会发展概貌。





2003年 6月 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右一}到三湖农场调研

省委书记罗清泉(前左二)在仙洪新农村建设

试验区内的小港农场检查指导工作 (摄于2009年)



2007年11月，中共荆州市委书记应代明{中}到荒湖农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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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移民局{农管局}领导班子 { 从左至右: 排涛、张辉先
张晓峰、宋保国、吴海海) 合影 (报于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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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市移民局(农管局)
全体工作人员观看奥运火炬传递





水稻 (菱角湖农场摄于2002年)

杂交棉 (荒湖农场报于2004年)

小麦 辣椒 (六合拢农场摄于2008年)

大棚蔬菜 (沙市农场摄于2001年)



成片林 (三湖农场被于1999年)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左-)
视察太湖港农场桃花村 (摄于2003年)

村队绿化 (大同湖农场被于2006年)

桃花盛开

绿荫大道 (大沙湖农场摄于2007年)



大沙湖农场的精养鱼塘 (摄于2003年)

喜获丰收 (大同湖农场摄于2005年)

香飘万里 (小港农场摄于2004年)



网箱养鳝 (大同湖农场摄于2005年)

大银 对虾

螃蟹 甲鱼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