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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教育志》问世了，这是石河子历史上第一部《教育志》。

她的出版，是石河子教育事业建设的一大成果，也是垦区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农八师、石河子市历史同源，新城建设与垦区开发同步，将农八师垦区教育和
石河子市的教育修成一本《教育志》，是尊重客观历史的，也是修志的必然。

石河子南倚天山，北临准噶尔盆地，是浩瀚的古尔班通古特大漠南缘一块美

丽的绿洲，面积7529平方公里。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二十六师遵照

毛泽东主席“屯垦戍边"的命令，进驻玛纳斯河两岸，开展大生产运动。之前，这里

沼泽密布，苇湖鳞次，野兽出没，荒无人烟。老一辈军垦战士，犁开这亘古荒原，播

下第一粒丰收种子的同时，也培植了教育的苗圃。石河子以“军垦”闻名，素有兵团

“缩影’’之称，享有人才摇篮之赞誉。 ．

这里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所兵团石河子中学，有第一所兵团护士学校，．

有最早创建的兵团最高学府——石河子农学院、石河子医学院，有⋯⋯。

． 伴随着石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一代代社会主义军垦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这里茁壮成长。 ．

这里有抢救落水儿童，光荣牺牲，被自治区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初

二学生张岩；有在与歹徒搏斗中，为掩护战友血尽身亡，被国家民政部授予“革命

烈士"的人民警察王爱国；有在中越边界反击战中，血洒老山，壮烈殉国，追记二等

功、优秀共产党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革命烈士”的大学毕业生缪

勤；这里有在国际第三十届中学生奥林匹克数学大赛中摘取金牌的蒋步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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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的教育继承和发扬“南泥湾精神’’，经过几十年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辛勤耕耘，勤俭办学，从小到大，从单一的基础教育、扫盲教育发展到今天结构合

理、体系完整的教育。1993年有大学两所，在校生5299人；中专5所，在校生4429

人；技工学校两所，在校生2543人。1993年职业高中15所，在校生4289人；普高

30所，在校生10782人；初中45所，在校生20413人j小学73所，在校生33080

人；幼儿园163所，在园14971人；聋哑学校1所；并有一支近万人的师资队伍。教

育教学改革不断深入发展。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至-1993年，考取各类大专院

校的有15543人，考取中专、技工的有17704人。已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并基本普

及九年义务教育。1993年初中升学人数为5742人，占毕业生人数的69．9％。基本

扫除青壮年文盲。1993年有成人大专5所，在校生2519人；成人中专(部、班)10

所，在校生4576人。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公告，垦区总人口530733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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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是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教育合志，也是师、市建置(制)以来的第一

部教育志书。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

持实事求是和详今略古的原则，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史料性的统一。

三、本志上起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下止于1993年。

四、本志由概述、章节、大事记、附录组成。用概述叙写提要，统领全书；此专

志，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设十一章38节，章后附部分学校简介；大事记，记叙教育

事业的大事、要事；附录，辑重要文件资料。概述、大事记、附录不设章节，不入章节

序列。
‘

五、本志纪元，1949年10月1日以前，写国号与建元，夹注公元年份。10月1

日后直写公元年份。文中凡直书“××年代"一律指“20世纪××年代’’。

六、本志按各类教育设章，包括教育行政、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锈教育、学
校体育卫生、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教育经费、勤工俭学、教育人物。

七、本志为全方位专业志，叙述重点以教育局所领导教育事业为主，覆盖农八

师垦区、石河子市教育工作；以全日制教育学校为主，兼顾其他类教育学校；全日

制教育学校以中小学为重点；各级各类学校各项教育工作以具有时代特色和军垦

特色为重点；建国前和建国后，以建国后为重点；建国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为重点。

八、本志“教育人物”章中的“人物简介”记述垦区和市教育界有影响和贡献较

突出的人物，对这些人物去世的和健在的均写“人物简介"；对表彰的各类先进模

范人物，分师市、兵团自治区、国家三级列入“人物表"。同时，将特级教师和具有高

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一并收录“教育人物”章。 ·

九、本志用语体文、记述体、兼纳表、录诸体裁，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

记述之中。

十、行文使用规范化简体字。数字用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部公

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

十一、为避免文字冗长，单位名称一般均用简称。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

建设第八师’’简称“农八师’’；“石河子市第一中学”简称“市一中’’。

十二、资料主要由教育系统提供。部分取自师、市、兵团、沙湾县、玛纳斯县档

案资料，以及有关报刊、专著和I=l碑资料。所用资料，不作注处，经考证后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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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八师(简称：农八师)，师部驻石河子市，师辖．18个农牧团场

和330个大中小型工矿企业。农八师垦区位于天山北麓中段，准噶尔盆地南缘。地处东经84。

58’---85。24’．北纬43。26’～45。20'之间。区域地跨玛纳斯县、沙湾县、克拉玛依市和石河子市．东

与农六师毗邻，西和农七师相连，南靠依连哈比尔尕山北麓，北接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全师面

积7529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18．4万公顷，园地0．13万公顷，林地2．46万公顷，牧草地6．

4万公顷，水面4．42万公顷。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兵团最大的粮棉生产基地。

1990年国家人口普查统计：全区的人口共530733人，其中汉族人口为505734人，占总人

口的95．29％，少数民族人口为24999人，占总人口的4．71％。

石河子市位于垦区中部，是自治区直辖市，下属1个乡。石河子市是垦区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面积460平方公里。1990年国家人口普查统计：全市的人口为225851人．占全垦区总人

口的42．55％。 ．，

欧亚大陆桥——北疆铁路和316国道分别从市区南北两侧通过。十八世纪中叶前为过渡

牧场，清末发展成集镇，设置绥来县治(现玛纳斯县)。

石河子的教育事业，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设立绥来私立第四简易识字学塾，民国23

年(1934年)建立县立石河子初小，民国31年(1942年)建立县石河子小学。到民国33年(1944

年)绥来县设立石河子国民学校，至民国34年(1945年)．学校停办I．民国35年(1946年)石河

子划归沙湾县，石河子镇有维吾尔族小学1所，民国37年(1948年)沙湾县石河子学校，有4

个班，校长沙吾提。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1950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进驻

石河子。随着军垦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四十三年来，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的教育事业有了大

规模的发展。

一、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初创时期的教育(1950年1月_1956年12月)

1950年，驻垦区部队响应党中央“向文化大进军”的号召，师团设立“文化委员会’’，成立文

教办公室，各连队配备文化干事三人。文化教育面临很大的任务是扫除文盲。机关、连队按不

同程度编为初小班、高小班，排以上干部轮流抽调到师干训队学习。1955年5月，兵团在石河

子成立速成中学，部分营团干部离职到速成中学学习。生产部队每天抽出两小时，冬天集中三

个月时间进行文化学习。职务不分高低，年龄不分老少，人人都参加文化学习。

通过向文化大进军，扫除了文盲，提高了文化水平，为进行科学技术教育和政治理论学习，

创造了先决条件。 ．

一、

1956年，中央召开“全国职工业余教育会议”，兵团制订“生产建设兵团业余文化学校章

程”(草案)。据此，兵团石河子生产管理处，农八师、玛纳斯河流域水利工程处、兵团二医院等单

位分别办起了业余文化学校，设有高小班、初中班、高中班、政治理论班等，从此，石河子垦区的

业余文化教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垦区生产建设的发展，学龄儿童日渐增多，1950年九军二十五师子弟小学在小拐(现

一三六团)建立，二十六师七十七团(现一四三团)爱民小学成立。

1951)年二十五师在小拐组建幼稚园。1953年兵团子女校、兵团司令部各创办一所幼稚园。



至1955年全垦区有托儿所、幼稚园12所，教职工177人，在园(所)幼儿799人。

1952年二十二兵团子弟校(现市--d,)搬至石河子，1954年兵团第二子女校(现市--d,)成

立，后改为农八师子女校。1956年创办兵团第一所中学——兵团石河子中学(现市二中)。部分

团场连队也先后创办了子女小学。据不完全统计，1957年垦区有初级中学l所，小学玷所，共

有学生1679人。教师84人。

二、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发展时期的教育(1957年1月一1966年5月)

1957年至1966年，是我国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这十年中，石河子垦区各项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教育事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各农牧

团场、厂矿企业涌现了一大批全日制小学和中学。为方便职工子女就近入学，生产连队普遍办

起了小学，全垦区小学入学率高达98％，堵塞了产生新文盲的通路，并着手努力提高中小学的

教学质量。 ．
．

·

1959年7月，在石河子召开全兵团教育工作会议，总结十年办学成绩，交流经验，检阅教

学成果。1960年，在兵团石河子子女一校和兵团石河子中学，试办中小学九年一贯制和小学五

年一贯制的学制改革试验。1961年，兵团石河子中学第一届高中毕业生20名，参加全国高考，

录取瞎名。石河子兴办水利电力学校、兵团石河子师专、兵团财经干校、兵团政治干校、农，田水

利学校、农八师农业学校、农八师子女校师范班、医专护士学校等。石河子的高等教育也从无到

有发展起来。1959年11月24日，兵团司令员陶峙岳，政委王恩茂下达成立兵团农学院的命

令；1959年12月，石河子相继成立兵团医学专科学校。

1962年起，石河子和全国各地一样，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石河

子垦区停办政治干部学校、兵团师范专科学校、水利电力学校。 、

1963年3月5日，发表毛泽东主席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垦区各学校开展学习雷锋的教

育，中学着重学习雷锋服从祖国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并结

合学雷锋进行阶级教育，组织学生访贫问苦，搞忆苦思甜活动等。小学开展“与雷锋叔叔比童

年’’等活动。青少年以雷锋为榜样，为集体做好事，助人为乐，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蔚然成风。 ，

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制订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全

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提出：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校长是学校行政负责人，

在当地党委和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下，负责全校工作。”垦区学校根据《条例》精神妥善安

排教学、教育和劳动时间，贯彻“以教学为主”的精神，教材相对稳定，课堂教学中加强基础知识

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加之，1965年，各学校学习贯彻毛泽东主席的“春节讲话’’和“七三’’批

示，学习人民解放军“郭兴福教学法”，改进教学方法，提倡启发式教学法，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

担，让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进行学习。因此，1963年至1966年，垦区的教学质量是历史上的

最好时期。

至1965年9月，石河子垦区有高等院校两所，中等专业学校7所，普通中学17所，农业中

学7所，小学196所，幼儿园29所。

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出现以劳动代替教学，以学工学农代替学文化的倾向。

教师的来源及其队伍的构成是独特的。 一

教师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他们中有经过万里长征的老红军，有参加过南泥湾大生产

的老八路，有陶峙岳将军率领的起义官兵，有山东、湖南参军的姑娘和来自各大军区的转业战

士；有国家统一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有立志“到大西北”的青年学生，有河南、湖北、江苏垦



三、“文化大革命”的+年(1966年5月一19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同样，垦区的教育事

业也受到最严重的摧残。各级各类学校出现了“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

局面。 ．

1967年兵团派军宣队进驻学校支左、军训；1968年9月，又派工宣队进驻农学院、医专、兵

团石河子中学；随后，又派工宣队、“贫管会”进驻各中小学，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和“工人

阶段领导一切”。

1969年4月，兵团决定撤销农学院、政治干部学校、兵团石河子中学、兵团石河子子女一

校的建制，将兵团医专降格为兵团卫生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小学设政治、语文、算术、革命文

艺、军事体育、劳动六门课；中学设毛泽东思想教育、农业基础，工业基础、革命文艺、军事体育、

劳动六门。 ·

四、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教育事业开创新局面(1976年10月一1993年12月)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工作被列为国家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这

为垦区、石河子的教育事业注入了生机，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拨乱反正，重新调整各级教

育组织的领导班子，学校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彻底否定“两个估计”，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各项

规章制度；坚持以教学为中，L-，1978年又针对师资水平，教学条件，学生学习程度不齐的现状，

采取按学生文化程度编为快、中、慢班进行分班教学的措施。陆续恢复年级组、教研组，加强学

校管理和教研活动，建立和建全备课、讲课、批改作业、辅导、考试等教学常规。根据邓小平指

示：“大、中、小学都要办重点学校”的精神，1981年确立市一中中学部、市二中、市五中小学部

为自治区首批重点中小学校。健垒学校管理体制，恢复共青团、少先队、学生会组织。

从1980年至1985年，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由教师中选拔91人进入学校领导班子，提拔

110人加强教学业务领导。师市从地方财政中为教育拨款446万元修建校舍、住宅8万多平方

米。之后，十八个农牧团场都相继盖起教学大楼、实验室。市区的八一毛纺厂、八一棉纺厂、八

一糖厂、造纸厂、织染厂、柴油机厂、电厂、第二毛纺厂、二运司、六建、农科院等厂矿企事业，也

拨款为所在厂矿企事业学校修建教学楼、电化教室、实验室等。市民族中学、一中、二中、五中、

一职高、二职高、-d,、-d,、--d,等中小学学校也先后新盖和扩建教学楼、电化教室、实验室、

市教育局、市区有的厂矿修盖起规范的幼儿园；一二_团、一四八团、一五零团等团场也相继修

建规范化的幼儿园。：

大力培训教育行政干部及中学教师，端正办学思想，强调中小学必须树立以教学为中心，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的思想，要德、智、体全面抓，好、中、差全面抓，废除快、

慢班。加强教学研究活动。 ．

1985年，各类学校学生共十六万四千余人，占石河子总人口的30．9％。其中：职工大学、电

大、广播师大的学生计3889人；农学院，医学院学生计3247人；中等专业学校学生计2061人；

成人中专在校学生计3242人；技工学校在校学生计802人；普通中学(含职高)，在校学生

76900人，比上一年增加5．3％；小学312所，在校学生69060人，比上年下降10．3％；小学入

学率98％；聋哑学校一所，在校学生207人；幼儿园(所)351所，在园(所)儿童7845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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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有：大中专教师637人，其中正副教授44名，讲师324名，助教260名；高中教师994

人；合格率14．8％；初中教师3457人．合格率11％；小学教师4031人，合格率 57．3％；幼

儿教师503人。 ．

1993年，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嬲B小平文选铭三
卷的指弓I下，中共农八师石河子委员会、石河子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师法》的决定。教育局年初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以基础教育为重点，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中

心，实现“一堆、二建、三改革”。“一推”，即积极推进九年义务教育；“二建”，即加强教育管理队
伍和教师队伍建设；“三改革”；即加快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和教学领域改

革。市一中《关于专业技术职称评聘双轨制》、市二中《全员目标管理，有限结构工资试行方案》j

一四三团《关于加强学校内部管理的若干规定》、石总场《关于推行“四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相

继出台；市一、二职业高中推行“一校两制”改革，对职高部进行企业化管理，主动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需求；教学领域改革不断深入．举办九年义务教育新教材教师上岗培训班，实施新教材。

“目标教学”，“愉快教育”、“注；提”实验、小学“现代数学”实验向纵深发展。课堂教学质量明显

提高。市二中结合本校实际制定出《教学工作六十条》。

教育局加强调查研究，对基础教育、幼儿教育、民族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德育工作都进行

了调查研究，并制定出相应的措施。

成人教育在加强成人大、中专管理、社会力量办学管理、自学考试管理方面都取得明显效

益。垦区农村成人教育，以农牧民实用技术为突破13，继续扫除剩余的青壮年文盲，在巩固扫盲

成果的同时，大力开展农村实用技术教育．
。 ‘：，

教育局对垦区6所民族学校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并组织各民族学校领导到乌鲁木齐市十

四中、三十八中学习考察；召开民族教育研讨会．总结交流经验，产生提高民族教育质量的“会

议纪要”。 ，

师市有幼儿园163所，在园幼JL 14971人；教职工2877人，其中园长35人，教师703人；

幼教学历达标率为59．6％；取得“专业合格证书”78人，占11．1％。

有小学73所，其中少数民族学校3所；在校生33080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2735人，占8．

8％；小学教职工2726人，其中专任教师2172人，其中少数民族教师110人，占 -

5．1％。专任教师中师以上学历达标率为47．5％，有高中学历的占28．2％，取得“专业合格证

书”的556人，占25．6％。其中少数民族教师合格学历为61．8％。，有高中学历的占
’’

22．7％。专任技术职务小教高级占10．5％，小教一级占28j 4％。其中少数民族小教高级占5．

5％，小教一级占26：4％。教职员工中有共产党员637人，民主党派2人，‘团员185人。学生团’

员5人。 一‘
：

．有初中45所，其中少数民族学校2所；在校生20413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t030人，占

5％；专任教师、．1947人，其中少数民族教师65人，占3．3％；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为。

51．5％，其中少数民族学历达标率为35．3％，取得“专业合格证书”的96人；占4．9％；专业技

术职务中教高级占1．O％，中教一级占13．4％，其中少数民族中教高级占3．1％，中教一级占

15．4％。 ．’

普高30所，其中少数民族学校1所；在校生10782人，其中少数民族在校生321人，占3．

O％；专任教师1046人．其中少数民族教师34人，占3．3％；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为18．5％，其

中少数民族教师达标率为23．5％；取得“专业合格证书”131人，占12．5％；专业技术职务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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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占．4．7％，中教一级占26．8％，其中少数民族中教高级占5．9％，中教一级占23．5％。中学

教职工有4629人，其中共产党员1189人，民主党派25人，共青团员482人，学生中团员8000

人。
·

小学毕业生5630人，全部就近升入初中；初中毕业生8217人，升入普高3717人，升入职

高1362人，升入中专283人，升入技校380人。升学的占毕业人数的69．9％；普高毕业生5482

人，应、历届生考入大学本、专科1497人，另有自费生1011人，计2508人；上中专193人，上技

工250人。累计2751人。

高一年级地理会考参加人数2919人，及格率为97．1l％；高二会考参加人数为3787人；

物理及格率为98．23％，化学及格率为98．47％，生物及格率为96．25％，外语及格率为92．

17％，历史及格率为98．17％。

参加“专业合格证书”考试的幼儿教师参考人次124人，及格者63人次，占参考人次51．

0％；小学教师参考人次140人，及格者55人次，占参考人次37．3％；初中教师参考人次110

人，及格者人次54人，占参考人次49．9％；高中教师参考人次274人，及洛者人次198人，占

参考人次72．26％。 、

独立设置的职高15所；在校生4289人，占高中阶段在校生的28．5％。其中少数民族学生

113人。招生1362人；毕业生2058人；学生中团员903人；教职工695人．其中专任教师430

人，合格学历率为9．8 oA，取得“专业合格证书”20人．占4．7％；专业技术职务高级教师占2．

9％，一级教师占16．0％，教职员工中共产党员198人；团员53人；民主党派9人。

中专5所；在校生4429人，其中少数民族在校生739人；教职工668人，其中专任教师251

人；招生1180人；毕业生1354人．．

技工学校2所；在校生2543人；招生555人：毕业生1232人；教职工510人，其中专任教

师227人。

高等学校2所；在校生5299人，其中少数民族在校生770人，教职工1874人，其中专任教

师703人；招生1800人，其中少数民族160人，毕业生1019人，其中少数民族160人。

成人大中专报考和录取人数是历年来最多的一年。报考大专4675人，录取2850人，占报

考人数的60．9％；报考中专1865人，录取1280人，占报考人数的68．3％。

本年两次自学考试参加人数为17358人，报考科次为37197科．及格率为54．7％。毕业人

数为263人；有4．986人获得课程合格证；其中一次通过四门的有121人。及格率较往年提高

10％。

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委员会为使社会力量办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召开专门会议，并产

生《会议纪要》。自治区教委将《会议纪要》转发全疆。市区有46个单位和公民个人举办各种类

型教育的学校或班，有6453人参加学习。

举办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班637期，有干部、群众88631人次参加脱产、半脱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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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石河子市、农八师建置沿革] ． (

一、石河子市

石河子一带，汉时为乌孙东境，--N时为乌孙，后为突厥铁勒诸地；唐为西突厥处密部，明

为卫拉特。清为准噶尔呼拉玛游牧地。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行屯田制，始设营屯。乾隆三

十二年(1766年)，行刑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招民开荒，石河子一带形成散落式村庄。

石河子，北有苇草湖名石河子湖，东有泉水汇成的小河，其底多石，因以得名。乾隆四十三

年(1778年)设绥来县，石河子在绥来县治内。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设行省，石河子属绥来

县西乡村庄之一。清末，“石河子已有汉、回铺户五十余家，回民礼拜寺一处，附近村庄相属，为

绥邑乡镇第一。”民国33年(1944年)，绥来县编设乡(镇)、保、甲，分二镇五乡，石河子为五乡

之一。1945年9月，三区革命军进据后，石河子是沙湾县三区革命政府管辖下的一个镇。 ，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10月民主建政，沙湾县将所辖五个镇

(乡)，编为三个区，石河子为第三区，区公署驻石河子。

1950---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二十二兵团司、政机关及其直属队、二十六师，

骑兵第八师、新疆军区后勤运输部生产总队、骑兵第七师三十团先后进入石河子一带垦殖，并

在兵团统一领导下，开始建设石河子新城。。

1958年11月，沙湾县星火人民公社成立，石河子区公署撤销。1961年，经自治区批准，星

火公社及所属4个大队划归生产建设兵团。至此，石河子成为以农八师为主体，有兵团石河子

生产管理处、工程建设第二师共同开发建设的一个垦区。

1975年3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撤销，6月15日宣告成立石河子地区及石河子

市。地区公署设在石河子，辖石河子市与沙湾、玛纳斯2县。原兵团在石河子的直属企、事业单

位、农八师全部、农七师一二一、一二二、一三二、一三三、一三四、一三五团场及玛纳斯县新湖

总场划归地区管辖，所辖农场由地区农垦局直接领导。

1978年9月，石河子地区撤销，保留石河子市。1979年2月成立石河子农工商联合企业，

与石河子市合署办公，实行政企合一；管辖原兵团石河子垦区的所有企、事业单位，农七师一三

六团场由克拉玛依市划入，新湖总场划出。1981年12月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建制，

与石河子农工商联合企业为同一机构，两块牌子，继续与石河子市实行政企合一，合署办公。

1984年9月，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决定，石河子市为自治区直辖市，与农八师合组一个党委，

政企分设。1985年8月石河子市召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市人大常委会、市长、副

市长。

二、农八师
‘

、

1949年9月25日，国民政府新疆省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陶峙岳率部通电起义，12月20日

所部整编七十八师二二七旅及一七八旅骑兵团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步兵二十六

师。1950年进驻宋胜宫、壳兴宫、博尔通古、乌兰乌苏、泉水地、黄渠、石河子一带生产。

1953年3月，新疆军区整编，同年5月西北军区转发中央军委命令，二十六师编为新疆军

区生产部队，更名新疆军区农业建设第八师。1954年8月，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

设兵团，同年10月7日新疆军区发布命令，由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及从事生产建设的农工交

建商等部队集体转业，组成新疆军区牛产建设兵团。1954年10月30日二十二兵团建制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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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八师改隶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1975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颁发了中发[1975]ii号文件，批复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关于改变兵团体制的报告，批准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垦总局，农八师建制随之撤销，所属单位全部划归石河子地区管辖。

1981年12月3．日“中发(1981)45号”文，批准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82年5月复建

农八师，与石河子农工商联合企业为同一机构。农八师与石河子市实行一个党委领导，政企分

设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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