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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

伊明·依布拉音沈自云

《柳树泉农场志》在中共柳树泉农场党委的领导下，在上级有关

部门和农场机关各科室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编纂人员的辛勤笔耕与

广大读者见面了。它的问世是柳树泉农场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它记述了农场41年来开发建设、拼搏奋斗、艰苦创业、开拓进

取的精神和精神、物质、政治三个文明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

柳树泉农场的前身是哈密县前锋人民公社，从1960年转为哈密

县地方国营柳树泉农场，1982年归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哈密农场管

理局(以下简称兵团哈管局)管辖o 2001年元月，哈密农场管理局

(以下简称哈管局)更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三师(以

下简称农十三师)，柳树泉农场随之属农十三师领导，在经营上实行

一场两制(两制指一是全民所有制，二是集体所有制)的经营模式。

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农场自然条件差，生产方式滞后，农业科技

含量低，所以，种植业主要以粮食作物为主，单产(指每公顷作物产

量)一直在2250公斤～3000公斤之间，加上人多地少、干旱缺水等因

素，农业生产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经济发展缓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中共党的富民政策及农场各届

党委积极贯彻党的方针、路线，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

调动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在短短的几年内，职工生活逐步提高。

国家大力支持农场的经济发展，农场从1991年起被列为国家级

扶贫团场o 1992年以后，农场各届中共党委紧抓落实党的扶贫优惠

政策，以发展农业为主，从加强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入手，制定了“以

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依托，增(节)水扩地，保粮增棉，发展林畜，巩

固庭院经济"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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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农场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适当压缩粮食种植面积，主

抓单产，扩大棉花种植面积，不断提高单产和品质，加大果园建设力

度，扩大园林规模，大力改造低产田，发展“两高一优”(指高产、高效

与优质)农业，取得明显成绩o

2001年，农场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086万元，是1980年的27．1

倍；职工平均收入7378元，是1980年的1 1．33倍；人均收入3282元，

是1980年的13．34倍。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农场采取了一

系列新举措，使农场的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

中共十六大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

盛会，是党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进军号，我们应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发展农场经济，进一步改善

人民生活。

今天在《柳树泉农场志》出版之际，我们代表中共柳树泉农场党

委向关心农场的领导、支持农场的朋友及奋战在农场各条战线上的

干部、职工致以真诚的谢意!对老一辈领导和职工对农场的开发建

设无怨无悔的执著精神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希望青年一代发扬前辈

艰苦创业的精神，把柳树泉农场建设得更美好。

注：伊明·依布拉音现任中共柳树泉农场党委书记、政委；沈自云现任中共柳树泉农场

党委副书记、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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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树泉农场是我的故乡，也是我长期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现让

我为该志作序，怀土恋水，义不容辞o
‘

《柳树泉农场志》在中共柳树泉农场党委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下，经过编纂人员的艰苦努力，今与广大读者见面，这是柳树泉农场

重大的一项文化系统工程，值得祝贺。

柳树泉农场是新疆哈密地区一块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地方，它

有着悠久的历史，多少年来，它是哈密各族人民繁衍生息的地方。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柳树泉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

了一系列政治斗争，经过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过

程o 1960年5月，成立哈密县地方国营农场o 1979年移交哈密地区

农垦局管辖o 1982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后，归哈密农场管理局

领导o 1990年升为团级单位o 2001年1月，兵团农十三师成立，归

属农十三师领导。

柳树泉农场的发展史就是我自身的成长史，对于农场创建、发

展、壮大我历历在目。早在建场初期，柳树泉农场水土不平衡，生产

和发展受到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共柳树泉农场党委从实际出发，坚

持以农业为基础，大力进行水土开发，全场各族群众奋力拼搏，在中

共柳树泉农场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各项生产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

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又给农场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柳树泉农场党委认真贯彻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调整产

业结构，兴办各项事业，充分发挥农场资源优势。中共柳树泉农场党

委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到2001年12月，柳树

●-IlI●●ll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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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农场总人口为9400人，拥有耕地面积2700余公顷，固定资产达

6000余万元，生产发展较快，各族人民群众的生活明显改善，文教、卫

生、科技、体育等各项事业有了新的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家把柳树泉农场作为兵团重点扶贫农

场之一，大力支持农场的经济发展。为此，更加速了柳树泉农场经济

发展的进程，几多风雨创业路，几多艰难铸辉煌。今天，农场各项事

业加快发展的局面正在形成，鉴往策今，我坚信农场各族群众将会用

历史积淀的力量与智慧，用追求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叩击新世纪的

宏钟，农场将会把屯垦戍边的伟业推向新的高峰。柳树泉农场根据

兵团和农十三师修志规划，编修出版这部《柳树泉农场志》，无论对于

现实和未来都有极其重大意义。这部志书，它真实、全面地记载了柳

树泉农场从创业、发展到壮大的历史，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农场各族人民创造出来的伟业，通过这部志书，彰往昭来、激励

启人。

志书的编纂工作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工程，它的完成得益于农场

机关各部门和各有关单位的密切协作；得益于兵团和农十三师史志

部门的帮助指导；得益于农场志编纂人员的辛勤笔耕，他们刻意追

求、数易其稿。在此，我向关心、支持、指导和参与修志的人员表示深

切的谢意，并希望大家在学好中共十六大精神、努力实践“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同时，认真阅读这部志书，用好这部志书，让它真正发挥

资政育人的作用。

注：依沙克·牙合甫原为中共柳树泉农场党委书记、政委，现为中共农十三师党委常委、

副师长。



凡 例

凡 例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路线，全面、正确地反映柳树泉农场的历史与现

下迄2001年。个别记事上溯到1958年，下延到

2002年。

三、本志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其他都采用章、节、目结构，全书共26章、

125节、318目。

四、本资料主要取自农场文书档案及各部门提供的资料，个别取自农十三

师档案资料和哈密市档案资料，并参考《哈密地区志》、《哈密农场管理局志》和

《哈密县志》的有关资料及一些老同志提供的口碑资料，并经多方考证鉴别，以

达真实性。

五、本志所有数据以柳树泉农场统计资料为准，所缺资料由农场计财科等

有关单位提供，计量单位一律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六、本志行文执行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制定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志行文

通则》。

七、《人物》章除为有关逝世人物立传外，另设“人物简介”节，介绍生产劳动

模范和历任正、副职领导，还设“人名录人物表”节。

八、1966年一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农场缺乏党政建设、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各种资料，使本志编纂的连续性受到一定影响。

九、为第二次续修《柳树泉农场志》方便，大事记延续到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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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计划管理⋯⋯⋯⋯⋯⋯⋯⋯⋯⋯⋯⋯⋯⋯⋯⋯⋯⋯⋯⋯⋯⋯

财务管理⋯⋯⋯⋯⋯⋯⋯⋯⋯⋯⋯⋯⋯⋯⋯⋯⋯⋯⋯⋯⋯⋯

统计⋯⋯⋯⋯⋯⋯⋯⋯⋯⋯⋯⋯⋯⋯⋯⋯⋯⋯⋯⋯⋯⋯⋯⋯

审计⋯⋯⋯⋯⋯⋯⋯⋯⋯⋯⋯⋯⋯⋯⋯⋯⋯⋯⋯⋯⋯⋯⋯⋯

经济效益⋯⋯⋯⋯⋯⋯⋯⋯⋯⋯⋯⋯⋯⋯⋯⋯⋯⋯⋯⋯⋯⋯

经济体制改革⋯⋯⋯⋯⋯⋯⋯⋯⋯⋯⋯⋯⋯⋯⋯⋯⋯⋯⋯⋯

土地管理⋯⋯⋯⋯⋯⋯⋯⋯⋯⋯⋯⋯⋯⋯⋯⋯⋯⋯⋯⋯⋯⋯

第十四章劳动工资

机构⋯⋯⋯⋯⋯⋯⋯⋯⋯⋯⋯⋯⋯⋯⋯⋯⋯⋯⋯⋯⋯⋯⋯⋯《197)

职工来源⋯⋯⋯⋯⋯⋯⋯⋯⋯⋯⋯⋯⋯⋯⋯⋯⋯⋯⋯⋯⋯⋯(197)

劳动管理⋯⋯⋯⋯⋯⋯⋯⋯⋯⋯⋯⋯⋯⋯⋯⋯⋯⋯⋯⋯⋯⋯(198)

工资管理⋯⋯⋯⋯⋯⋯⋯⋯⋯⋯⋯⋯⋯⋯⋯⋯⋯⋯⋯⋯⋯⋯(199)

劳动保险福利⋯⋯⋯⋯⋯⋯⋯⋯⋯⋯⋯⋯⋯⋯⋯⋯⋯⋯⋯(201)

劳动保护安全生产⋯⋯⋯⋯⋯⋯⋯⋯⋯⋯⋯⋯⋯⋯⋯⋯⋯(204)

第十五章中国共产党柳树泉农场组织

组织机构⋯⋯⋯⋯⋯⋯⋯⋯⋯⋯⋯⋯⋯⋯⋯⋯⋯⋯⋯⋯⋯⋯

党员代表大会⋯⋯⋯⋯⋯⋯⋯⋯⋯⋯⋯⋯⋯⋯⋯⋯⋯⋯⋯⋯

党委工作部门⋯⋯⋯⋯⋯⋯⋯⋯⋯⋯⋯⋯⋯⋯⋯⋯⋯⋯⋯⋯

党员⋯⋯⋯⋯⋯⋯⋯⋯⋯⋯⋯⋯⋯⋯⋯⋯⋯⋯⋯⋯⋯⋯⋯⋯

纪检监察⋯⋯⋯⋯⋯⋯⋯⋯⋯⋯⋯⋯⋯⋯⋯⋯⋯⋯⋯⋯⋯⋯

干部工作⋯⋯⋯⋯⋯⋯⋯⋯⋯⋯⋯⋯⋯⋯⋯⋯⋯⋯⋯⋯⋯⋯

统一战线⋯⋯⋯⋯⋯⋯⋯⋯⋯⋯⋯⋯⋯⋯⋯⋯⋯⋯⋯⋯⋯⋯

政事纪要⋯⋯⋯⋯⋯⋯⋯⋯⋯⋯⋯⋯⋯⋯⋯⋯⋯⋯⋯⋯⋯⋯

第十六章行 政

第一节农场行政机构和工作部门⋯⋯⋯⋯⋯⋯⋯⋯⋯⋯⋯⋯⋯⋯⋯(230)

第二节营连行政机构⋯⋯⋯⋯⋯⋯⋯⋯⋯⋯⋯⋯⋯⋯⋯⋯⋯⋯⋯⋯《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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