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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茄警翥嚣鬣嚣：笾⋯宁夏农垦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一”

《宁夏农垦志》(1989—2004)出版面世了，这是宁夏农垦经济、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喜事。对于研究农垦发展史、总结经验教训、鼓舞斗志、昭示鞭策后人、

决策咨询、改革创新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o《宁夏农垦志》前集止于

1988年，续集主要记述宁夏农垦1989年至2004年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o、

《宁夏农垦志》续集与前集紧密衔接、连续记述，完整系统地记述宁夏农垦创业、

建设、改革、发展的全貌，体现做大做强农垦经济的历程。

垦殖事业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宁夏又是我国

历代重要的屯垦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及宁夏回族自治

区党委和政府更加重视垦殖工作，从1950年起就着手组建农垦和军垦，共同创

建了宁夏垦区。继西北农建一师集体转业后，大批的复转退军人、浙江支宁青

年、京津沪及银川知识青年，历届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等，陆续进入了农垦行列，在

亘古荒原和湖泊沼泽地上创建国有农场。宁夏农垦几代人发扬“艰苦创业、负重

拼搏、开拓创新、勇于奉献”的农垦精神，屯垦戍边，与时俱进，开发西北，建设宁

夏，示范农业、农村、农民，探索农业产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为宁夏民族团结、社

会稳定、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自治区创造了一定的物质财富o《宁夏

农垦志》对1988年以前的历史已作出了记述o

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转变过程中，宁夏农垦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弊端突出，加之沉重的

社会负担和历史包袱，致使垦区改革发展步履维艰。更为严重的是封闭式的外

部环境，导致农垦发展缺乏相应的扶持政策，改革缺乏相配套的措施，竞争缺乏

公平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为适应市场经济，求得生存和发展，我们下死决心，

全局上下总动员，十万大军齐参战，大打深化改革攻坚战，对传统的经济体制和

经济结构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和调整，围绕企业增效、职工增收这个中

心，理顺外部环境、管理体制、内部运行机制三个关系，实施改革攻坚、科技兴垦、

产业化三大战略，坚持内抓发展外创环境。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农垦的发展形势

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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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由“三无”变为“三有”，即发展已有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扶持政策，有了一个

较清晰的发展思路和新的体制框架，有了一个大干快上、快速发展的条件和势

头，使宁夏农垦这个高度计3t,】经济的产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从小社会向大社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农垦经济发展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已建设成为农工贸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一二三产业全

面发展的现代化大型企业集团，是宁夏重点骨干企业之一。多年的发展，使农垦

集团的产业化、集团化、股份化进程步伐加快并取得显著成效。啤酒产业、牛羊

产业、奶业、绿色产业、旅游产业、葡萄果酒产业、枸杞产业、种业等八大产业集团

的体制框架初步形成。以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联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格

局，向着生产专业化、布局区域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管理现代化方向迈

进。农垦产业发展已逐步成为带动宁夏产业化发展的龙头。农垦集团核心竞争

力不断提升，规模、经济势力不断发展壮大，较好地实现了企业增效、职工增收、

示范带动作用增强的目标。宁夏农垦已成为自治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地位愈加突出，作用愈加显著o 1989年以来，宁夏农垦改革发展的第一战

役的目标任务已基本完成。农垦资产总额已翻了两番多，达到了186660万元，

国内生产总值也翻了两番多；达到了57648万元，实现利税8039万元，翻了近两

番，人均收入翻了2．5番多，达到5081元，粮食产量最高年份达到25094万

公真o ，-

笔者在宁夏农垦工作了45年，亲身经历了创业、发展、改革及经济转型过

程，对其中的艰难、曲折与辉煌感受颇深，对农垦人在艰苦条件下无私奉献的精

神十分感动，对农垦几代人不屈不挠的开拓创新精神十分敬佩，对农垦55年来

取得的光辉业绩十分欣慰，对农垦的一草一木十分珍惜和热爱，对一起战斗的广

大职工有十分深厚的感情。农垦人的丰功伟绩应当载入史册。宁夏农垦的创建

和发展凝聚着几代农垦人的心血和智慧，凝聚着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自治区党

委政府及农业部农垦局领导的重视与关怀，凝聚着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朋友

的大力支持，在此我对多年来给予宁夏农垦关心支持和帮助的领导和朋友们，对

无私献身于农垦事业的几代农垦职工家属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在续修《宁夏农垦志》(1989—2004)的过程中，我们尽力以丰富的史料，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围绕体制创新、产业创新、

环境创新这条宁夏农垦改革开放的主线，实事求是地记述宁夏农垦艰苦创业、负

重拼搏、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

艰难过程及创新的辉煌业绩，高度赞扬农垦几代人，在十分艰苦的创业条件下，

忘我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情怀，在艰难的发展道路上，负重拼搏、坚韧不拔的刚

强毅力，在艰难的经济转型中，励精图治、披荆斩棘的胸襟和气魄，在深化改革发

展中，开拓创新、顽强拼搏的创业激情，在科技兴垦中埋头苦干的精神和才智，在



做大做强农垦经济中，敢于争先、争创一流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并从中探寻其规

律、经验和教训。

宁夏农垦开足马力，全速推进，实现跨越式发展，做大做强农垦经济的第二

战役已经开始。围绕企业增效，职工增收目标，坚持体制、产业、环境三个创新，

突出产业化、集团化、股份化“三化”建设，全力推进“八个一”产业、“安居富民”

两大工程，实现农垦经济跨越式发展，努力提升农垦集团核心竞争力新的战役已

经打响。做大做强农垦经济，推进“八个一”产业工程，对内整合，对外扩展，科

技提升，项目拉动，品牌带动，人才推动，推进跨越式发展六大战略已全面推进。

在实施“安居富民”工程中采取的市场牵动、政策调动、产业带动、项目拉动、科

技促动、多元化驱动、劳务推动、帮扶带动、减负增收，加强领导等十大职工增收

措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垦区经济发展形势呈现出大干快上的好势头，各项经

济指标实现了历史最高水平。

正值宁夏农垦事业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好时刻，《宁夏农垦志》续集出

版。我希望《宁夏农垦志》续集承载的前人的精神和智慧，反映的农垦事业的客

观事实，揭示的农垦事业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展现的时代特征和具有鲜明的农

垦特色，提供的珍贵的历史资料，能为后人了解、认识和利用，为今后宁夏农垦事

业的发展和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历史借鉴，为职工和青少年教育提供历史素材，

承赋起“资治、教化、存史”的使命，为农垦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再创新的

辉煌起到一定的作用o

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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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1

凡 例

一、本志书定名为《宁夏农垦志》(1989—2004)，是《宁夏农垦志》的续志。

二、本志书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与时

俱进，突出记述改革开放中的新成就、新事物、新技术，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

和政策性的统一。

三、本志书上限1989年，下限断至2004年，对个别事体上溯至事物的起始

年代。，

四、本志书志文体例为篇、章、节、目、子目五个层次。以类系事，横排门类，

纵述发展，纵横结合，以横为主。

五、本志书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以志为主。图、表紧接各

节、目之后，并以篇为单元顺序编号。如表3—2—5系第三篇第二章第五表。

六、本志书文体使用记述体，述而不论。大事记为编年记事体，以时为序，注

明月、日，以事附时。文字、标点符号执行国家现行的统一规定。

七、本志书增设“特载”、“专载”，特载辑录有价值的文体及反映宁夏农垦两

个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料，不受时间的断限限制。

八、本志书称谓用第三人称。单位机构首次书写全称，以后用简称。人物直

书其姓名。

九、本志书统一使用公历，以阿拉伯数字全称书写。表达时间时写明何年何

月何日。 ’．

十、本志书的数字用法，按照1995年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实施的《出版物上

数字用法的规定》执行。有小数点的数字，一般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十一、本志书计量单位执行国家现行的统一规定，除公式和图表外，统一使

用汉字表示。同组数字取同一计量单位。数字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十二、本志为续编，对前志缺漏和错误在附录中设专目进行补缺和修正。

十三、农垦单位所实现的生产总值(GDP)，2002年以前称为国内生产总值，

2003年起称为农垦生产总值，为统一起见，本志书统称为国内生产总值。

十四、本志书资料来源主要是本局文书、统计报表、财务决算报表以及职能

处(室、办)提供的资料。另外，参摘下属各单位志书以及自治区档案馆、自治区

统计局、自治区农业厅、自治区气象局、国家农业部农垦局等单位资料。还有报

刊、口碑、实物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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