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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害

序 言

正当全国人民满怀豪情刚刚进入90年代第一个春天的时候，《香兰

劳改支队志》已同大家见面了。这是全支队干警、职工值得庆贺的一件

大事!回顾往昔、展望未来，对于我们继续发扬劳改干警的光荣传统，

做好新时期的劳改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香兰劳改支队既是对罪犯实施惩罚与改造的专政机关，又是从事经

营与生产的特殊企业。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

至今已有38年的历史。在这漫长而又曲折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已经付

出了两代人的艰苦奋斗。很多老干部从事劳改工作一辈子，他们不但献

出了青春，而且献出自己的子孙，下一代接过老一辈的接力棒，不负众

望，继续为劳改事业默默无闻地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发挥自己的聪敏

才智。

38年来，由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坚持了“改造第一，生产第

二”的劳改工作方针，认真贯彻了惩罚与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与政治

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教育、改造，挽救了两万余名罪犯，使其成为

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和社会主义新人．收到了减少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

社会效益，而且为国家生产了31万吨粮食。

在创建香兰支队过程中，不少的同志，长期以来为劳改事业呕心沥

血、积劳成疾，过早的离开了我们。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远载入史册，

传诸后人；还有很多老干部，老职工为香兰支队披荆斩棘，战天斗地，

艰苦创业地发展生产，给国家创造无数财富；还有历届的支队领导，他

们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带领全支队干警、职工，冲破“左扫的和

“右”的路线干扰，洗刷了十年浩劫的创伤，克服重重困难、渡过了一

个又一个难关，迎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曙光。在改革，开放的

新形势下，坚持执行经济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单产



鲁兰劳改支队卷

不高、总产不稳的落后面貌，使农业生产向稳产高产方向稳步前进，为

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到2000年翻两番的宏伟目标早日实现而不懈的奋斗。

《香兰劳改支队志》是1 953-"-'1 990年建队以来的一项较大的文史

资料，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它不仅总结了历次成功的经验，也记述了

失败的教训。借以鉴往资治，服务当代，惠及子孙，为后代留下一部前

有所稽，后有所承的宝贵资料，望能为大家广泛利用，达到鞭策当前，

展望未来的作用。

支队长刘宗喜

党委书记 郭熙瑜



凡 伪

凡 例

一、《香兰劳改支队志》是建队以来第一部志书，在编纂过程

中，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力求

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书取事，上限1953年建队起，下限1990年年末止。

三、本志书体裁，采取横排竖写，以志为主，以综述编年为经，叙

事起讫为纬，力求纵横明晰，详实并存。

四、本志书共设：概述、改造罪犯、经济、政治、地方政权、文教

卫生、人物等8篇48章1 53节，全书约50万字。另有图28幅、表1 39

份，以弥补文字不足，以资考证。

五、为统览全局，将。大事记置于书首”。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为主，

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重大事件集中表述的形式。开篇有序言、凡例，篇

尾加地名略考、历史沿革二章分别简述1953年建队之前的历史面貌。

六、资料来源，录自支队档案资料和历年统计资料，以及近年来

各科室年终总结，兼集口碑资料。

七、本志所用数字，以1987年2月1日起试行的“国家语委”等七

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除习惯用汉字表

示者外，一般用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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