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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西走廊中部，皑皑祁连山和巍巍焉支山环抱着一片碧绿丰茂

的草原，这就是亚洲最大的马场——山丹军马场。这里地势平坦，土

壤肥沃，牧草丰美，农牧皆宜，是历代屯兵养马的重要场所，也是当

今全军较大的粮油肉生产基地。新中国成立45年来，山丹军马场从

一个单纯的养马场发展成为农牧工商全面发展的新型军牧企业，走

过了许多艰难曲折的道路。历史的演变，先祖的开拓，以及现代“牧

马人"们的艰苦拼搏，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代留下了难以湮没的串串足
●● ， ，．，‘ ．

迹。

修

渊源，j

场曾着

页，断

写场史

因此也

共产党

心，坚j

和发展

人(次)。

1974．年譬#中央部署，警林整风萼彳史变迁和建制
县召开大小批判会1144次，参加批判厩月，山丹军牧

写批判稿3527份，举办批判专栏、黑板抿，仅成手稿数

大-711 4200余张，举办批判专栏、黑盛曾组织人力撰

1976年结合传达贯彻全省第二次‘‘设的资料摘编，

迟到的社员，罚站、挂牌、批斗，造成和数十年。中国
：经济建设为中

．第九节 批判江曩牧企业的生存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全县迅速j发展举步维艰，

■ ～+．． 入’■喘-J^f，．-一．'^．一即争．二t岫’贮·’‘r 一

但在全场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场区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结构渐趋



2 序

合理，适应市场、掌握市场的能力有明显增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i

场区生产经营状况正在向良性循环的轨道发展。回首既往，展望未

来，山丹军马场像一匹冲破晨雾的烈马，正在嘶鸣吟啸、纵横驰驱。

在这样的时代，“修志存史，以资教化’’便成为各级干部和广大职工

群众的合理愿望和迫切要求。

自1989年8月马场管理局决定编纂场志，至今日全志编竣并定

稿付梓，历经六度春秋。数年来，编纂委员会及全体编写人员在局党

委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略古详今，

立足现代"的原则，通过翻阅大量史料，广泛调查走访，存真求实，

披沙拣金，终于写成了山丹军马场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史志资料。

《山丹军马场志》概括记述了大马营草原2000多年来的历史演进和

沧桑变迁，重点记载了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马场的生产建设发展过

程及建设成就。整部志书内容翔实，资料丰富，较为全面、准确地反

映了场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脉络和成败得失。文字上

重于记事，疏于评议，观点正确，结构合理，是一部较好的社会主义

新场志。这部志书的编成是全体编纂人员竭虑殚精、呕心沥血、广征

博采、数经增删，以及有关部门通力协作、众手成志的结果。它的问

世，对我们开展爱国爱场教育、指导和推进今后的工作，必将起到积

极的作用。

历史的车轮已经驶近21世纪的大门，人类文明的史册将翻开新

的一页，山丹军马场也已告别过去的艰难曲折，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

进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山丹军马场正在披荆斩

棘、跃马扬鞭，创造着前人未曾有过的业绩，两万名马场人正在以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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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3

劳的双手在草原和蓝天间播种丰收和富裕的希望，用粗犷的歌喉吟

诵着大马营草原新时代的壮美史诗。历史已经证明：大马营草原只有

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怀抱里，才敞开它坦荡的胸怀，奉献满腔的赤

诚，养育一方勤劳、朴实、忠厚的牧马人，而一代又一代生于斯长于

斯哭于斯歌于斯的牧马人的子孙们，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

以“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开拓进取"的精神，使大马营草原变得碧

草如茵、花香宜人、牛羊满坡、麦浪无垠。我们坚信，依靠全场职工

的戮力拼搏，场区各项事业必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21世纪的曙光，

强健威武的山丹马必将涵山JII之灵秀，融日月之光华，浩然长嘶于世
●

界的东方。

谨以这部志书献给山丹军马场的几代创业者，献给所有关心和

支持马场建设的人们，献给那些为马场的建设事业献出了青春和生

命的无数时无名英雄!

兰后马场管理局胀多，眈



凡 例

凡 例

．一、《山丹军马场志》结构分篇、章、节、目四层，有些内容较简的篇分章、

节两层编写，个别篇目分章而不设节。

二、本志时限，上自事物发端，下至1993年底，个别断至1989年。全书

内容略古详今，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山丹军马场的发展变化。

三、本志记事空间一般以各时期场境范围为限，总后青(西)办军马局时

期对伊吾、贵南、贺兰山、延安等军马场略有涉及；中华民国以前，记述大马

营草滩历代马政兴衰要事。

四、本志除《大事记》为编年体外，其余各篇均采用横分事类、纵叙始末

的记述方式。

五、文字叙述采用语体文，少量引用的古籍原文保持原貌。使用国家统一

公布的简化字。

六、历代政府、职官及地理名称沿用旧名，古地名加注今名，历代纪年注

明公元年份。历代年号纪年用汉字，民国纪年、公元纪年及公历月日用阿拉伯

数字，农历月日使用汉字。

七、表示数量的数字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成语、专门名称和表达性语

言中的数字使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

八、历史资料中的度量衡单位，依习惯保留；1949年后的统计数字，统用

1984年国务院公布的法定计量单位。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历史文献、各类档案和机关部门、有关单位的文件

资料，统计数字主要来自统计报表，少量由有关部门提供。个别缺乏记载的历史 ， ．

1●_一、

事件、变迁经过及因果联系等，系经有关人员回忆和修志工作者采访查证所得。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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