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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 石河子大事记

编辑说明

一、《石河子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的编写原则是，以马克思

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贯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精神，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对石河子所发生的重大

历史事件加以记述。

二、记述的时限为 1949 年 9 月 -2004 年 8 月 30 日石河子发生的大

事。

三、《大事记》记述了中共农八师石问子市委员会的重要活动，师市

党委主要领导人的任免、工农业生产情况、师市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

重要事件、各条战线获兵团自治区、全国的奖项、党组织建设情况。

四、1990 年后(包括 1990 年)国内生产总值按 1990 年不变价计算。

五、《大事记》文字资料选自史志、档案、报纸，各项数据一律采用公

制，使用师市统计局的数字，计算价格除注明者外，一律使用 1980 年不变

价。

六、《大事记》记事以编年体为主，兼采纪事本末体，以事情发生的先

后，逐年逐月逐日记述。本年发生的大事，日期不详者放年末，以"是年"

列出;本月发生的大事，日期不详者以"是月"列出;同日发生的事件以

"同日"列出 O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一 -3 一

序
中共农八师石河子市党委书记、农八师政委宋志国

石河子市和农八师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 22 兵团 26 师及兄弟部

队在"屯垦戍边"中开创的，又是官兵集体就地转业以后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广大支边

者共同建设起来的一座美丽的城市和一个物产富饶的大型农垦区，广大农垦战士发

扬南泥湾精神，白手起家在玛纳斯河两岸开垦出 270 多万亩耕地，建起 18 个国有农

场和大、中、小型 325 个工业企业，形成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工交建商服综合经营的经济联合体。石河子经济欣欣向荣，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戈

壁绿洲"。

石河子的发展优势首先取决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她地处天山北麓中段，准噶尔盆

地南沿，北疆最发达的经济带中心，她背依天山，玛纳斯河、宁家河、巴音沟河、金沟河

贯穿其间，亚欧大陆桥- -兰新铁路和 312 公路国道分别从市区南北两面通过，交通

便利，广阔的天地给石河子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在石河子的建设中，广大军垦

战士艰苦创业，战天斗地，逐步形成"艰苦创业，开拓奋进，团结奉献，争创一流"的石

河子精神，使石河子的各项工作始终走在自治区和兵团的前列，在全疆十六城市竞赛

活动中，成绩优异夺竞赛活动"三连冠再获"天山杯"竞赛"三连冠"及"全国绿化

先进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称号，联合国授予的"人居环

境改善良好范例城市"奖。农场建立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有效地调动农工的生

产积极性，发展"两高一优"农业，增大科技含量，农工体会到改革带来的实惠，对未

来充满信心。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改革，

促发展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对工业进行全面改造，大力发展能源工业，垦区经济取得

前所未有的成绩，国家级开发区落户石河子，一批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拉动石河子经

济跨跃式发展，天业塑化集团、天宏纸业、天富电力集团三家上市公司成为石河子现

代化企业的"佼佼者"表明石河子己步入现代化城市的行列。如今石河子四季见

青，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青。"城在绿云中，人住花丛里，描绘荒滩锦绣春，

屯垦好儿女。"石河子人民安居乐业，建设美好家园。

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历史的聚集，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历史的内涵，没有党中

央的亲切关怀，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没有军垦战士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就没

有石河子的今天，但我们不能被己取得的成绩所陶醉，还要清醒地看到存在的差距和

不足，{大事记》记述得历史有时限，但石河子的建设是没有止境的，我们要发扬先辈

的优良传统，团结拼搏，与时俱进，谱写出石河子历史更辉煌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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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农八师师长、石河子市市长余继志

《石河子大事记》与读者见面了，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是石河子人民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口

这本大事记，记录了石河子人民建国以来奋斗的足迹，是石河子人民艰苦奋斗的

历史再现，读此书有助于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石河子。石河子这座美丽的军垦新城

是石问子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建成的，是军垦战士在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党委的

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下，蘸着汗水，一砖一瓦地辛勤建设起来的。此书虽

然仅是一些大事的记述，但它包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它凝聚了石河子儿代人的辛

苦和创造。当我们读着它的时候，当年军垦战士那人拉肩扛的开荒场面，那激动人心

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石河子为什么能从昔日的戈壁荒滩变成今天鲜花盛开的

"戈壁明珠这本书就是有力的说明，它包含着石河子人的精神、创造和进取，它是

石河子人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读之，可以振奋精神，受到鼓舞，更加热爱石河子。

这本书是石河子历史的一个缩影，它质朴无华，真真切切，没有修饰虚美之嫌，可

每一个条目都可以演绎出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虽然历史的风烟早已逝去，但它留

给人们的记忆并没有消失。沧桑巨变，抚今追昔，它的主人公一一石河子人民创造的

辉煌业绩正化为一曲壮美的歌。我们为石河子骄傲，它的辉煌和壮丽将载入史册，流

芳百代。石河子人应该了解自己的历史，这本书有助于满足人们的这一需要。

电垦铸丰碑，戍边建伟业。五十余年的奋斗，石河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

今的石河子是一个以国有农牧团场为依托，大中型工业企业为主体，农林牧副渔全面

发展，工交建商服综合经营，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农工商一体化的新型经济联合体。

是新疆重要的粮、棉基地，瓜香果香飘四海，羊毛品质甲全国;工业则形成以轻纺、食

品为主体，化工塑料、能源、机械、建材等行业基本配套的工业体系，500 多种产品，远

销日本、美国、加拿大、独联体和港澳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 60 多种产品己进入国

优、部优、省优的行列。

石问子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石河子人回首往事，豪情满怀;展望未来，信心百

倍。石河子的明天一定更美好。本书是献给兵团成立五十周年的一份厚礼，又是激

励石河子人勇攀高峰，再创佳绩的加油站。石河子人一定能谱写出更辉煌的历史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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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1950 年初，王震司令员 ( 右囚)、陶峙岳

自由l 司令员 ( 右三 ) 、陶晋初 ( 右二 ) 、 *t主

( 右- ) 等同志共同研究石河子垦区规划

②、用当地农民的原始农具二牛始枉，艰辛耕耘

③、二十二兵团指战员战斗在石河子鹰菇湖水库

工地上

④、 1954竿 ， 石河了新城办公楼在欢度国庆的节

日气氛中举行竣工典礼

⑤ 、 1952年，玛纳斯河水利工程处七团、五四修

建的蘑菇湖水库竣工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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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一③一④
①、 组织突击队 ， 向荒野开战

②、 人拉犁开荒

③、 1950年，指战员用二牛抬杠开荒犁地

④、 艰苦创业 ， 盖起"地窝子自手起家



主
①、 屯垦初期农场使用马拉双轮双铐犁犁地

②、 人工把地

③、 1955年，在下野地开荒

④、 1955年，在下野地勘测规划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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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①、 没有机器和牲畜 ， 就人工拉犁

②、 边开荒边造林

③、学习识字，扫除文盲



① 

② 

③ 

①、 1958年9月朱德副主席视察石河子

②、 1958年7月 1 日 ， 共青团农场 ( 一五零团场前身 ) 建场典礼

③、 1958-1959年 ， 连队挖土井解决人畜饮水



① 

JII 

②

可
①、 拉沙改土大会战

②、 拉沙改土

③、 人工沙漠植被

④、 土 i襄俭测

惊飞

.6 r.
d 

句、

一一



① 

否同

①、 1965竿7月 ， 周恩来总理 、 陈报副总理视察石河子

②、 1966竿 ， 农垦部副部长张省三在团场讲解条田规范

③、 机械化作业



乎
可

①、挖渠奋战

②、 修渠收水

③、 收割小麦

④、 枫爽英姿

⑤、 场乡共同规划



①、 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②、 群众张贴大字报，批判刘少奇写的 《论共产党的修养》

③、劳动前学习 《毛主席语录 》

④、 工人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

⑤、革命干部受到残酷的批斗

⑥、工厂停工开展"斗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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