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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国营黄岭场志》的编写是成功的。

这是我场职工的一件大事。广大职工读到这本场志一定与我的

心情一样，是十分激动的，振奋的。

作为一名农垦老战士，回顾二十六年来农场发展的历史，使我

体会最深的是有了正确路线的指引，人的精神面貌就好，生产发展

就快；路线不正确，生产发展就慢，甚至倒退。

六十年代建场初期，由于受“左”的路线干扰，生产发展缓

慢。1962年，我们贯彻了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

八字方针，生产大幅度发展。仅三年时间就开荒定植橡胶5000亩。

1966年至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这一时期，虽然花了

很大力气，但是讲进度不顾质量，开的多，丢的也多。十年开荒

21000亩，丢了14000多亩，经济损失达140多万元。1977年后，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场坚持贯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在劳动分配上贯彻执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在生产上坚

持高质量、高标准。并在生产管理技术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譬如

早春定植等。定植后部分胶树6—7年就可以开割，在本场橡胶生

产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1985年，我们贯彻中央两个1号文件后，

农场一派生机蓬勃。职工认准致富的门道，生产劲头更足。职工家

庭农场的兴起和建立，经济联营的推进，使橡胶生产和多种经营又

得到迅猛发展。预计今年干胶生产突破1000吨；到2000年，年产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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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可达3000吨。

当我们回过头来寻觅农场建设所走过的足迹时，我们清楚地看

到，艰苦奋斗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艰苦奋斗精神鼓舞着我们走过

了漫长的岁月。也可以说，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也就没有我们农

场发展的今天。

大家知道，加握地区是革命的老根据地。一九四八年中共新民

县委所在地就在我们场六队的大榕树下。斗争的烈火锤炼了老区人

民。老区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为了推翻“三座大山”，

英勇作战，流血牺牲。他们以生命和鲜血，换来了加握天地。当

年，我们第一批垦荒队员到达这里时，就得到老区人民的大力支

持。后来，他们又加入农垦队伍，与我们并肩战斗。革命的光荣

传统激励着我们不断夺取胜利。忆当年，当我们在荒坡上支起三足

灶，把野菜倒进铁锅、土罐里的时候；当我们晚宿茅寮，四周野

兽肆意狂嚎的时候；当我们刚刚睁开惺松睡眼，摸到的却是飞蝗侵

袭后流的斑斑鲜血的时候，一部分人退却了，而我们大部分人则留

了下来，战斗下去。想当年，当我们顶着南方酷暑，挥锄舞刀鏖战

在蛮荒丛林里的时候；当我们迎着瘟疫的肆虐，有的战友溘然倒下

去的时候；当我们遭受到历史性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打击，暂时

进退维谷的时候，我们没有后撤，没有低头。我们把向荒山莽林要

胶的进军号吹得更加嘹亮。道路，尽管千回百转；工作，尽管千辛

万苦。可是我们终于开辟出黄岭农场今天的崭新天地。历史证明，

我们是顶天立地的硬汉。今天，当我们分享胜利喜悦的时候，我们

不能忘记已经倒下去的战友，不能忘记为了黄岭农场的巩固和发展

建立汗马功劳的先辈。更不能忘记在加握这块土地上英勇作战、壮



烈牺牲的先烈们。我们要把先辈的顽强作战不怕牺牲和勇于开拓、

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把我们农场建设得更加美

丽，更加昌盛。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还要指出的是，当我们翻开这本场志时，我们要感谢为编写

这本场志付出艰苦劳动的同志们。他们广泛搜集资料，认真考证，

严肃撰写，终使成书。他们记下了我们的挫折和胜利，录下了我们

的痛苦和欢乐。为我们场的后来人留下珍贵的真实的历史回音。让

我们向这些辛勤工作的同志衷心致意!

我是这本场志的第一个读者。编志领导小组的同志要我说几句

话，我便写上这些，是为序。

多炙舄J唛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k-,日



本场志初版后记

编写国营黄岭农场场志，是本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

大工程。经过半年的资料搜集和编写，本场志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

这首先感谢上级领导机关和广大农场职工的鼎力合作。可以说，没

有广大职工的大力协助，本场志至少今日还未能与同志们见面。

《国营黄岭场志》的编写，始于1986年春。本场遵照中共中

央、国务院[80]16号文件中提出的关于修订地方志的具体要求，

在屯昌县志办公室的热心帮助下，根据本场实际，成立了编写场志

领导小组，并设立办公室，指定四位同志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场志的编订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资料的征集阶段。本场建场以来，由于各方面原始材料管理不

善，造成六十年代资料佚遗，给编写工作带来困难。针对这一情

况，修志人员多方出访，收集资料，走访建场元老，参观建场

初期旧址，到屯昌县和海南区有关部门搜集资料。并向部分老同志

征集回忆录，请他们讲述有关建场的重大事件。场机关各科室为

编订本场志提供了大量的资料。终于顺剩完成了资料的征集工

作。

编写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主要采取专人归编材料，全体人

员分章修改，集体讨论定稿的方法。在这一期间，曾得到屯昌县志

办公室有关领导的帮助，场领导的明确指导，机关各科室的积极支

持。经过全体工作人员的昼夜操劳，使这一阶段的任务如期完

成。



初稿审定阶段。场领导对场志的编写十分重视，专门召集建场

初期直至现在仍在本场工作、居住的部分老同志座谈会。把初稿逐

章逐节逐段读给他们听，请他们对建场以来各阶段的重大事件提出

质疑和考证。他们是：何子权、黄胜、陈雷、蔡琼珊、赵经培、李

日裕、王祚颖、唐辉淦、汤志清、冯保存、王文斗、陈国忠、谢国

波、李祖生、刘胜、吴清昌、黄如意、谢乙昌、张锦标以及黎族苗

族职工王开波、盘文明、王太忠等。党委书记张昌浩、副书记肖明

荣、副场长刘振华、陈光荣等参加了审稿座谈会。在这一基础上，工

作人员又分头深入基层，广泛征求广大职工群众的意见。从而保证

了本场志资料的翔实性、严肃性。可以说，本场志完全是可靠的历

史性资料的汇集。尔后经中共广东省国营黄岭农场第六届委员会审

定最后定版。

本场志编写领导小组组长：陈光荣、黄胜；办公室成员：翁若

凤、唐辉淦、吕华耀、梁伯乐。

本场志在编写时，王锡鹏同志在文字上进行了修改润色，并撰

写部分章节。

我们对在编写本场志工作中曾给予我们帮助，并提供方便的各

位同志，表示深深的谢意。他们是： 李玉进、陆中山、陈进勤、

王成明、陈列佳、秦思聪、林必桂、蔡琼珊、李光国、陈 雷、黄

宏瑶、李日裕、王祚颖、梁昌水、姚崇振、李同明、袁林雄、范高

峰、陈和涛、叶君斗、朱焕贵， 马惠珊 汪南云、 林汉城、李振

成、陈文达、曹桂生、林喜星。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且时间仓促，特别是在搜集资料工作过程

中，因为人手少，或工作疏忽，难免有纰漏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

出，以便在再版时补遗斧正。

广东省国营黄岭农场场志编写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



凡 例

一、本场志取事从1960年本场组建始至1985年止。场组建前的

资料一般不收入。

二、本志分地理、经济、政治、军事、科教文化卫生、社会、

人物共7卷，共31章85节。

三、为节省篇幅，《大事记》中的一些内容，本志不再另立章

节，以免有重复之嫌。

四、不为生人立传是史家通例。但考虑到本场实际，《人物

卷》中，我们编进被海南农垦局以上单位评为模范的英雄先进人物

名单和他们中部分人的主要模范事迹，以备后入查阅。此只当入

志，不做立传。

五、本志的一部分资料录自本场各科室的年度总结和记录存档

的材料。本志不具体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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