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骥；威誊版瓣



农五师史志丛书

农五师土地志
农五师土地志编纂委员会

主编吴贵德

●

新疆人民出版社



9

责任编辑：王盛

封面设计：吴贵德

-22

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
土地志／农五师土地管理局《农五师土地志》编纂委员会

编．一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2

ISBN 7—228一08432—2

I．新⋯II．农⋯Ⅲ．生产建设兵团一土地管理一
概况一新疆1V．F3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03237号

农五师土地志

农五师土地编纂委员会

主编吴贵德

，7

。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 (邮编830001鸟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1。 鸟鲁木齐市装璜彩印厂印制
’

2004年2月第1版 2004年2月第1次印刷

787文1092毫米16开本24印张16插页435千字

印数：l一1000册

ISBN7—228—08432—2 定价：120元



《农五师土地志》编纂委员会
编委主任：余继志

张永乐

编委副主任：刘景德

编委成员：王盛 唐渝生薛福来李娟刘喜凤吴贵德

《农五师土地志》编纂办公室
主任：王盛

副主任：唐渝生李娟

成员：刘喜凤姚俊莲牛韦刚杜军成姜新林王迎双杨曙辉秦建中

l 王应启苏文陆江立卢会明唐巧根石东岳袁兴荣段卫国

； 吴贵德
i
j

{

； 《农五师土地志》编审人员 、

： 主 编：吴贵德

责任编辑：王盛

资料提供：姚俊莲刘喜凤李娟杜军成牛韦刚陆江立李永华

审 核：唐泽正薛福来裴晓晴

封面设计：吴贵德

： 封面摄影：梁斌程大生

彩页编排：牛韦刚吴贵德

i 编 务：李永华张雨晴

{ 校 对：张雨晴吴贵德
；

；

： 评审单位：

农五师土地志编纂委员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土资源局

农五师史志评审委员会



《农五师土地志》编纂委员会
编委主任：余继志

张永乐

编委副主任：刘景德

编委成员：王盛 唐渝生薛福来李娟刘喜凤吴贵德

《农五师土地志》编纂办公室
主任：王盛

副主任：唐渝生李娟

成员：刘喜凤姚俊莲牛韦刚杜军成姜新林王迎双杨曙辉秦建中

l 王应启苏文陆江立卢会明唐巧根石东岳袁兴荣段卫国

； 吴贵德
i
j

{

； 《农五师土地志》编审人员 、

： 主 编：吴贵德

责任编辑：王盛

资料提供：姚俊莲刘喜凤李娟杜军成牛韦刚陆江立李永华

审 核：唐泽正薛福来裴晓晴

封面设计：吴贵德

： 封面摄影：梁斌程大生

彩页编排：牛韦刚吴贵德

i 编 务：李永华张雨晴

{ 校 对：张雨晴吴贵德
；

；

： 评审单位：

农五师土地志编纂委员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土资源局

农五师史志评审委员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农五师土地志》编纂委员会
编委主任：余继志

张永乐

编委副主任：刘景德

编委成员：王盛 唐渝生薛福来李娟刘喜凤吴贵德

《农五师土地志》编纂办公室
主任：王盛

副主任：唐渝生李娟

成员：刘喜凤姚俊莲牛韦刚杜军成姜新林王迎双杨曙辉秦建中

l 王应启苏文陆江立卢会明唐巧根石东岳袁兴荣段卫国

； 吴贵德
i
j

{

； 《农五师土地志》编审人员 、

： 主 编：吴贵德

责任编辑：王盛

资料提供：姚俊莲刘喜凤李娟杜军成牛韦刚陆江立李永华

审 核：唐泽正薛福来裴晓晴

封面设计：吴贵德

： 封面摄影：梁斌程大生

彩页编排：牛韦刚吴贵德

i 编 务：李永华张雨晴

{ 校 对：张雨晴吴贵德
；

；

： 评审单位：

农五师土地志编纂委员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土资源局

农五师史志评审委员会



序 言

序 一
张永乐

在农五师成立五十周年大庆之际，《农五师土地志》正式编纂出

版，这是师土地管理部门给农五师50年庆典献上的一份厚礼。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农

五师自1960年初西迁博州后，在兵、师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各族人

民团结奋斗，艰苦创业，．与风沙、盐碱、干旱等严重的自然灾害及恶

劣的自然环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经过40多年的努力，终于使戈壁

荒滩变成了片片绿洲，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垦区耕

地规模从最初的1．22万公顷发展N5．28万公顷，农业产值由1961年

的1099万元增加到2002年的9．16亿元，土地利用从广种薄收、粗放

利用实现了精准农业、集约利用，土地的资源效益和资产价值得到了

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有效开发、合理利用和科学保护对农五师的社

会经济发展产生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农五师土地志》是一部很好的记载史实的地情资料，以土地自

然资源、屯垦、土地规划、开发利用、土地管理等内容分9章35节

记述了半个世纪以来，农五师土地开发利用的发展与进程，着重记述

了师、团土地管理工作的发展历程及取得的成就，总结了在屯垦戍边

以及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土地建设、规划、利用、管理的成功经验，

她的问世对进一步提高国土资源管理水平，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国土

资源工作前进步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前事不忘后者之师，祝愿农五师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认真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土资源管理的大政方针政策，以“三个代表"重

张永乐：现任农五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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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思想为指导，积极为兵团经济建设提供用地保障，切实加强耕地保

护，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为促进兵团经济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序 言

序 二
刘景德

《农五师土地志》的编辑出版，对农五师的土地管理工作有着重

大意义，令人十分欣慰。

“盛世修志，志在存史、资治"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

统。由于师领导和师土地管理局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在编纂人员

的辛勤耕耘下，《农五师土地志》几经寒暑，几经修订，师土地管理

局全体工作人员多次逐字逐句地审校补充，终于成书出版。本志是对

五师土地管理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历程的真实记载，也是对五师自成立

的土地开发、利用及管理历史的存史、立档。编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

则，以客观公正的态度秉笔直书，忠实地记述了农五Nso年来垦区

土地开发、利用及管理的巨大变化。 ，

农五师自成立的那天起，就肩负着屯垦戍边、保卫边疆的历史重

任。上个世纪50年代农五师在哈密、吐鲁番、伊吾等地的亘古荒原

上开垦出万余公顷耕地。1960年农五师又转战博州地区，再次从头开

始创业，经过40多年来三代军垦人的顽强拼搏和坚韧不拔的努力，

在戈壁荒滩上开垦出数万公顷良田，涌现出片片绿洲，建起座座新城

镇。 ‘．

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当年驰骋疆场、屡建战功的兵团战士，一

手握着钢枪守卫着边陲的安宁，一手握着镢头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

用信念、热血、智慧、青春和汗水，书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

事。他们住地窝子、啃窝窝头、迎冰雪、斗风沙、治盐碱、斩苇湖、

战戈壁、白手起家、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铭刻在农五师的大地上。因

刘景德：农五师副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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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农五师50年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部土地开发利用史，

在这部史书的扉页上篆刻着：“兵团精神不朽!”

“土地是民生之本，从真正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发，珍惜和保护每一寸土地”。农五师土地管理部门自1988年成立

来，为农五师的土地开发、利用、管理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绩斐然；使垦区职工干部的土地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十分珍

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已深入人心，全

的土地利用效益不断提高，为五师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我

深信农五师土地管理部门一定会再接再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实工作，确保五师耕地总量的动态增加，’开创农五师土地管理事业

新局面。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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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力求

客观真实地记述农五师垦区土地及土地管理情况。

二、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设9章35节，志首设序言、概述、大事

记，志末为附录、编后记。

三、本志资料主要取自兵团、师、团及其土地部门档案、报刊、专著和有天

部门提供的资料。

四、土地面积统计数据在1993年(含1993年)以前采用概查数，1993年以

后采用土地详查数据。农五师土地总面积均采用当年统计数据，截至2002年

底，勘界发证工作尚未完成，故暂不使用确权面积。面积单位一般用公顷，原部

分文件和表格仍保留用亩表示。

五、所用资料以农五师土地管理局和农五师统计局资料为准。计量单位一律

执行法定计量单位。

六、本志书执行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志行文通则》。

七、所录先进人物、先进集体为师级以上表彰、奖励者。

八、本志资料上限为1949年(个别资料追溯到1913年)，下限为2002年

·底；采用公元纪年。为保持历史原貌，文件引用均为原名称和排列方式。

九、为行文方便，对没有歧义的机构和地名使用简称。如文中“兵团”即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自治区”、“新疆”均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治区党

委”即“中国共产党新疆自治区党委”；“博州”、“州"均为“博尔塔蒙古自治

州：“农五师"、“师”均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8l团、82团⋯⋯9l团

即农五师81团、82团⋯⋯91团；对一些地名和单位志中记述均采用当时的名 ，

称，现在已发生变化的用括号附上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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