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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台农场志》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出版问世，是芦

台农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

果，是全场人民的一大盛事，可喜可贺。

农场修志，它的深远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

现。芦台农场历史虽然不长，也已经历了40多个年头。近半

个世纪的艰苦创业，曲折发展，利弊得失，事迹凿凿，岂可任

其湮没不传!

人们不会忘记，建场初期，开拓者们风餐露宿，吃窝头、

啃咸菜、斗蚊虫，硬是在荒草没人的盐碱荒滩上建起了初具

规模的国营农场。

人们也不会忘记，50年代、60年代，芦台农场是全国农

垦系统的一面旗帜，农业机械化和分区水旱轮作、盐碱地改

良、水稻机械旱直播、良种繁育两杂(杂交高粱、杂交玉米)

制种等技术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同时畜牧业也得到长足

发展；70年代是全省农业的先进典型，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

身特点的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之路。

人们更不会忘记，80年代，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给农场带来勃

勃生机，职工家庭农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工、建、交、商

‘的经济目标责任制，迅速推广开来，以劳动、人事、分配为主

要内容的各项配套改革的不断拓展和深入，使农场充满活

力，展现出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

翔实记载农场的这段历史，是全场人民的迫切愿望。我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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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场长、党委书记，对广大职工群众在农场建设中的卓越贡献和

历届前任领导的突出业绩，时刻未敢稍忘，几欲征辑成册，服务当

代，激励后人，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适逢新中国第一届

修志兴起，河北省和唐山市两级政府均要求农场亦同时修

志，这是历史赐予我们的良机。我和场领导班子全体同志，

都以能领导和参与编修《芦台农场志》而感到幸运。

然而，修一部好的农场志实非易事。一则农场修志人员

缺乏修志经验，只能边学习、边实践，探索农场志的特点。二

则经过“文化大革命”和唐山大地震两次劫难，农场档案资

料多有散失，只好多方咨访，以口碑资料弥补文字资料之不

足。幸而领导和参与编修的各同志积极努力，又得各部门大

力支持，广泛发动，众手成志。从1990年6月正式起步，历

经六载，十易篇目，五修其稿，于1 996年6月，初稿告成。这

期间，有60多个单位，数百人参加撰稿和提供资料工作，参

写部门之多，人数之众，历时之久，均为本场历史之最。负责

编纂者在完成繁重的原分管工作的同时，焚膏继晷，殚精竭

虑，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终能搜罗宏富，考订精详，既不违

背志书体例，又突出农场特点，蔚然成兹75万言志书。

我虽只参与了部分志稿的审阅和修改，但已深感这部

志书之可贵。一卷在握，可以明场史，知兴衰，不仅可作领导

者决策之参考，也是教育群众之绝好乡土教材。对于参与修

志及关心支持本志编纂的诸同志，在此一并致谢。值此《芦

台农场志》付印之际，缀此数语，是为序。

河北省芦台农场场长、党委书记 刘进辉

1 996年6月



凡例

凡 例

一、《芦台农场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

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场自

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原则上从1 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接管

“高丽圈’’开始，对需溯源的事物适当上溯，以详发端。下限

截止到1 991年底。1 991年后至出版前的重要事件另设“限

外辑要”作为补充。

三、本志采用编、章、节、目顺序排列，尽量做到章、节份

量平衡，但也不削足适履，强求一致。为加强宏观记述，章节

前酌情设无题小序，交待事物发展的概况。

四、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体裁，以志为主，

图表随文。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及限外大事辑要等组成。概

述，综述场情，总摄全书；大事记，以时为序，勾勒历史脉络，

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纪事本末体，不列编次；专志，以事物

性质立编，不受现行职能部门业务范围的约束。坚持“事以

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设地理、经济、管理、政治、文化、人

物6编，40章，1 90节。

五、入志人物设传、录、表。人物传记依照“生不立传"的

原则进行遴选，革命烈士入英名录，省以上劳模、先进工作
一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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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及高级职称人员入人物表，对贡献较大的生人采用“以事

系人"的方法随文系之。

五、历史纪年。抗日战争之前一般采用旧纪年括注公元

纪年，用汉数字表示；之后，采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表

示。

六、名称。文中的简称“全场’’包括“国营部分’’和“集体

部分’’。国营部分系指一、二、三、四、五分场和总场各公司及

场部之总和，集体部分指两乡20个行政村及乡直属单位之

总和。

七、计量。本志除“亩”沿用市制外，其余均使用法定计

量单位。1 955年3月以前的人民币，已统一折成新币。

八、资料来源于中央、河北省、天津市、唐山市、宁河县

和本场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经考证鉴别后使用，一般不

注明出处。统计数字以计财处统计数字为准，计财处缺项

的，使用经主管部门核实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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