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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农垦的区域差异与地方适应

———云南农垦的非军垦之路

文　婷
（普洱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普洱 ６６５０００）

摘要：农垦系统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存在，新疆、黑龙江、广东、云南四大垦区分布广阔，各有特点，其中的云

南垦区起步稍晚，受当时“冷战”背景的影响，其生产内容为战略物资，垦区移民人口构成复杂，地域分布集

中。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整合，云南农垦走上了特殊的非军垦发展之路，是我国屯垦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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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垦系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存在，
它与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生产运动存在着密切联

系，同时也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是几千年的屯垦思

想在当代社会的延续和发展；它是中国农业中的一

支重要力量，长期以来向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商品粮

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畜产品；它积累了经营大农业

的经验；它在农业机械化方面发挥了示范作用；它拥

有数量庞大的农业企业职工队伍。１９５６年成立的
农垦部统一管理包括新疆、黑龙江、广东、云南四大

垦区及其他地区的国营农场。［１］１５四大垦区分布于

广阔边疆，并各具特点。其中，云南垦区在建立及起

因、发展的历程、人口构成与区域分布等许多方面都

与东北、西北农垦有所不同，是新中国农垦特殊而又

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建立时间及起因的差异———新中国阶段

性需求的体现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垦系统的重要垦区，无



论是北大荒的粮食、新疆的棉花还是云南的橡胶，都

是在满足国家需要的前提下，由政府统一部署实施

的。但三者建立的时间先后有别，建立的原因、生产

的主要内容也不尽相同：东北和西北农垦主要应景

国内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一个生产“吃”的物

品，一个生产“穿”的材料；云南农垦则是为解决国

家对战备物资———橡胶———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

东北农垦起步最早。东北地区国营农场是于

１９４７年秋天开始筹备，１９４８年建场。［２］９４１９４７年，为
了支援解放战争，巩固东北根据地，东北各省农业部

门开垦荒地并创建了一批国营农场。随着解放战争

的节节胜利，大批荣誉军人和复员转业军人需要安

置，越来越多被解放的国民党官兵也愿意留下来劳

动就业，于是在东北荣军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

了一批以安置荣誉军人为主的荣军农场和组织“解

放军官”生产劳动的解放团农场。［１］８１９５４年１月，
中央军委决定让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二师集

体转业，由其组成八千官兵的垦荒大军，挺进三江平

原；１９５４—１９５６年，经中央军委同意，铁道兵司令员
王震将军命令铁道兵复转官兵近两万人到北大荒安

营扎寨、开荒造田。［３］７７

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独具特色的农垦组织，它

以部队集体转业和工作团进疆为基础，在新中国成

立后建立起来。新中国成立伊始，面临着医治战争

创伤，克服经济困难，迅速恢复生产的困难，发展农

业显得尤为迫切，而随着战争的结束，大量军人也需

要安置。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５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
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发布《关于一九五年军

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２］１９１９５０年１月，新
疆军区贯彻执行这一指示，发布大生产命令，要求驻

疆部队除留一部分兵力担任国防、进军西藏、肃匪平

叛、维护社会治安外，组织１１万指战员投入大生产
运动。１９５２年２月，中央军委发布整编命令，将中
国人民解放军分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批

准解放军３１个师转为建设师，并以其中参加农业生
产的１５个建设师为主建立了一批农场，自此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初次迁移人口基本确定。［４］６５１９５４年１０
月，中央政府命令驻新疆人民解放军第二、第六军大

部，第五军大部，第二十二兵团全部，集体就地转业，

脱离国防部队序列，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

区生产建设兵团”，接受新疆军区和中共中央新疆

分局双重领导，兵团开始了正规化国营农牧团场的

建设，由军队自给性生产转为企业化生产，并正式纳

入国家计划。１９５７年１２月，国务院下达指示，要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有军籍人员凡未办理转业复员

手续者立即补办手续，不再隶属正规的军队序列，成

为一支不穿军装、不拿军饷、不吃军粮，又保持中国

人民解放军组织形式的军垦部队。［４］６８

在东北和西北，军垦是农垦系统建立和发展的

基础，大批退转复军人是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农垦职

工。军垦农场轰轰烈烈开展的同时，国家也大幅度

地投资，迅速发展大型农场，农业部及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都陆续建立了地方国营农场。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前期，云南也有一些就地安置
军人的军垦农场，以及一些地方发展农业的小型国

营农场，但数量不多。云南农垦起步于 １９５１年 ９
月，云南省农林厅林业局成立林垦处。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之初，橡胶种植不成规模，橡胶工业原料不

能自给。橡胶进口“１９４６年为２１１万吨（ｔ），１９４７
年为３８９万吨（ｔ），１９５０年为７１５万吨（ｔ）”［５］，朝
鲜战争爆发后，橡胶的进口也无法保障了。为了解

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尝试克服困难种植和生产橡

胶。１９５１年，成立广东农垦及海南垦殖分局，建立
国营农场。当时，陈云强调指出：中国别的地方也有

宜于种橡胶的，产量虽不像南洋群岛那样高，但是比

没有强。我们是非常需要橡胶的，今后要尽可能多

种。［６］根据中共中央建设华南橡胶生产基地的战略

决策，政务院在１９５１年８月３１日召开的第１００次
政务会议上做出了《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

要求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内以最大速度在广东、广西、云
南、福建、四川等５个省区种植巴西橡胶及印度橡胶
７７０万亩（５１３ｈｍ２），［７］３３７随即，在华南地区加大、
加快橡胶的发展，并在西南主要是云南调查产胶植

物资源。为此，云南省农林厅林业局于同年９月成
立了林垦处，并在滇东南金平（勐拉）、滇南普洱（车

里）分设了两个林垦工作站，在滇西保山设立林业

办公室（下设林场）。１０月，以著名植物学家秦仁
昌、蔡希陶及冯国楣为首组成了三个调查队，分赴滇

西、滇东南和滇南地区进行产胶植物资源调查。［８］２５７

１９５３年１月，西南局派一批干部到云南筹建云
南省垦殖局；２月，云南垦殖局成立，云南农垦正式
创建。从１９５６年开始，云南省正式布点建立垦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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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橡胶及热带作物生产。１９５７年３月，农垦部王
震部长来云南视察后，将省热作局改为省农垦局，由

农垦部和省委双重领导，原垦殖场则改为国营农场。

同年，新建国营农场５个，接管军垦农场和地方农场
１３个。［８］２５７这样，以种植和生产橡胶等热区经济作
物为主的国营农场成为云南农垦的主体部分。

综上，三大垦区建立的时间有先后之分，阶段递

进，分别应对了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及经济建设的

不同需求。其中，云南的解放稍晚于东北和新疆，其

农垦事业起步也更晚，但后来却以“中国第二大天

然橡胶基地”之称而位列农垦部的“四大垦区”

之中。

二、直线发展与曲折发展的差异———局势的影响

全国管理农垦或国营农场的机构，最初是１９４９
年底农业部设立的垦务局，１９５０年改为国营农场管
理局；１９５２年１２月，农业部决定成立国营农场管理
总局，进一步加强对全国国营农场的管理；１９５６年５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农垦部，并由王震任

部长，［１］１４－１５全国的军垦农场和地方经营的各类农

场统一归口管理。１９４９—１９５５年，大批军人成建制
参加生产建设，建立了许多军垦农场，这是农垦部成

立的大背景，但是必须注意到除了大批军垦农场外，

还有以其他形式存在的农场。

１９５１年，中国还处于初步稳定政权的过渡时
期，生产凋敝，经济尚未恢复，外部环境严峻，想要自

行生产橡胶，但资金、设备、技术等方面都存在问题。

因此，云南省成立林垦处后，并未开始橡胶垦殖。这

时的苏联，同样面临自身无法生产橡胶，在“冷战”

的环境中也很难从其他国家进口橡胶的难题。在这

种情况下，双方经过权衡和谈判，最终于１９５２年９
月１５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帮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胶、割胶、制胶以及售与苏联橡胶

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协定》签字生效后，

政务院在年底便决定正式开辟云南植胶区，勘察适

宜植胶区域的工作提上日程。１９５３年１月，在前期
产胶资源调查的基础上，西南局组建了中苏专家调

查队分赴蒙自（金平、河口）、普洱（西双版纳）、保山

（德宏）地区进行橡胶宜林地调查。１９５３年２月，云
南省垦殖局成立。同年３月至７月，中国科学院有

关专家、东北森林测量队和西南有关高等院校的教

授、讲师、学生以及由垦殖局和当地政府配给的行政

领导和卫生、会计人员共１３０６人，到保山、蒙自、思
茅三个地区调查勘察，首次测出宜林地１５万公顷
（ｈｍ２），［８］２５８随后在这些测出的宜林区域开始橡胶
树的试种工作，由此揭开了云南农垦事业发展的

序幕。

从林垦处到后来垦殖场建立的过程来看，云南

垦区的创建与当时的“冷战”背景密不可分，而后来

这一垦区的发展道路也由于国际形势的影响而曲折

多变，经历了自由探索试验、创业奠基、曲折缓进、不

断发展的过程。

云南农垦建立时正处于朝鲜战争时期，我国急

需橡胶，《中苏橡胶协定》的签署进一步促成了云南

垦殖局的建立。但实际当时在云南规模种植橡胶的

条件仍不成熟，中共中央也意识到云南边疆民族地

区社会情况复杂，交通不便，困难较多，云南南部自

然条件虽可植胶，但橡胶生长、产胶情况尚需进行科

学试验。１９５３年４月底，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
平指示：“云南植胶涉及兄弟少数民族，应谨慎从

事，应该考虑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压缩勘测计

划”。［７］３４０另外，早期的华南橡胶因种植任务大、时间

紧，对生产的土地条件、物资供应考虑不周，出现成

本高、质量低的情况，而１９５３年８月朝鲜战争结束
后，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有所松动，“锡兰就公开

同我们订立了橡胶贸易合同”。［３］１３０综合这些情况

后，１９５３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基本同意关
于暂停云南植胶问题和紧缩华南植胶计划两个指示

草稿，［９］云南橡胶垦殖工作收缩，转入小规模试种，

除留少数干部和科技人员成立云南特种林实验指导

所（后改为云南热带作物试验指导所）继续进行橡

胶等热带作物的小规模试种外，云南垦殖局及所属

机构全部撤销。［７］３４０

１９５５年，因国家对橡胶和偿还苏联贷款的紧迫
需求，云南垦殖场再次得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

视与支持，［１０］农业部热带作物司通知，云南除继续

进行橡胶树的试种观察外，同时进行新建垦殖场的

勘测规划设计，为生产性开发做准备；１９５６年，云南
开始正式布点建立垦殖场发展橡胶。１９５７年３月，
云南省热作局改为省农垦局，实行农垦部和省委双

重领导。原垦殖场改为国营农场，同年又新建国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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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５个，接管军垦农场和地方农场１３个，职工达
到９９３０人……当年定值橡胶苗７３３３公顷（ｈｍ２），
两年累计达到１０３３３公顷（ｈｍ２）。［８］２５８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后半期至６０年代中期，云南农垦国营农场边生
产边建设，发展迅猛，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６年共种植橡胶
２７６万亩（１８４ｈｍ２），基本实现了良种化，生产整
齐，保苗率高，成为云南第一批建成的稳定高产胶

园。［７］３４２云南农垦从此奠定了以天然橡胶为主体的

格局，后来又发展成橡胶单株及单位面积产量居全

国之首的第二大天然橡胶生产基地［１１］８６。

从其发展历程来看，由于主要生产的橡胶是战

略物资，而非满足国内需求的生活物资，因此云南农

垦的建立过程受复杂国际形势的影响较大；“冷战”

结束后，天然橡胶作为经济作物，受到世界金融和国

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较为突出，农垦发展也与国

际局势紧密联系。与劳动密集型垦荒和发展机械大

农业的东北和西北农垦相比，云南农垦在创建后并

没有直线向前发展，而是经历了收缩和转型，最终才

定型为大规模生产橡胶。

三、人口构成与区域范围的差异———地方适应

农垦系统是接纳移民的重要部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初期计划迁移的人口大部分移入国营农

场。无论是北大荒的粮食、新疆的棉花还是广东、云

南的橡胶农场，几大垦区的生产都需要大量的劳动

力，而云南农垦不是以军垦农场为主体建立的，因此

其人口构成情况较东北、西北更为复杂。同时，云南

农垦在省内的分布区域上具有集中连片分布于南

部、西南部边境的特点，与西北、东北广泛分散的格

局不尽相同。

在机械大面积开荒的条件下，发展大型农业的

粮食或棉花农场仍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尽管军

人成批转业参加生产建设，人员还是不够，后来又由

国家组织迁入了大批人口。橡胶垦殖也需要人力，

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早期的橡胶垦殖主要在海南岛，
而云南开展的产胶植物资源调查、小规模试种、宜林

地勘测等工作，需要的主要是科研技术专家和少量

管理人员，劳动力问题并不突出。１９５８年，中共中
央发起“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

会主义建设运动”，经国务院批准将内务部移民局

合并到农垦部，负责移民工作。［１］４６０其间产生的农垦

移民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是罕见的，据统计，“１９５８
年至１９６１年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农场工作的青
年共９３万人，随迁家属４３．８万人”。［１］１７然而，运动
最初并没有做出移民云南的计划。为了大力发展农

业以支援工业的需要，同时缓和内地农村紧张的人

地压力，这次移民的重点在西北和东北等具有广大

可开垦土地，能够生产粮食和工业原料的地方。

但是，１９５８年的云南农垦已经开始生产性开
发，１９５９年，农垦部、化工部党组《关于大力发展天
然橡胶的报告》又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

除现有的１２０多万亩（８万多 ｈｍ２）橡胶外，拟再发
展１０００万亩（６６６万 ｈｍ２）。其中广东 ６５０万亩
（４３３万ｈｍ２），广西 １００万亩（６６万 ｈｍ２），云南
２５０万亩（１６６万 ｈｍ２）”。按照报告提出的发展规
模，“主要植胶区如海南岛及云南南部劳动力均极

缺乏”。［１１］７８２历史上，云南开发较内地晚，人口自然

增长缓慢，富余劳动力也不多，而且宜胶区的各民族

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橡胶种植能够带来收益，加之长

期受封建领主制经济的影响，生产积极性不高。本

省的劳动力无法满足缺口，因此在这次“支边”运动

的契机下，云南向中央打报告后，中央书记处发出

《关于从湖南原决定支援新疆自治区的劳动力中抽

调５万人给云南的通知》。云南省与湖南省按规定
签订《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协

议书》后，湖南青年到云南省边疆农场参加建设。

１９５９年底至１９６０年初及１９６０年底至１９６１年初，来
自湖南醴陵和祁东的３万“支边”移民分两次迁入，
有学者将其称为“橡胶移民”。［１２］湖南移民的迁入，

在当时极大地增强了发展橡胶生产的力量。１９５８—
１９６０年，云南垦区新建国营农场２７个，接管地方农
场３７个，使国营农场猛增至９０个，地州管理农垦国
营农场的机构———临沧、德宏、红河、思茅（辖西双

版纳）、文山农垦局也相继成立。［８］２５７虽然３万移民
在当时整个“支边”运动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但却

是云南农垦最大规模的一次省外人口集中迁入。

为了解决生产所需的劳动力问题，云南各农场

在不同的年代分别吸收了自流人口、军队复员转业

官兵、海外难侨等，并自行到省内人口较多地区的农

村招工，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还吸纳当地的一些少数
民族村寨“并寨进场”。东北、西北农垦的人口，主

要来自于各种大的运动、政策，如部队成建制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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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基本上是集中迁移

集中分配的。云南农垦移民在来源和数量上则更为

分散，由于吸纳了相对较多的省内移民和当地民族，

所以尽管和当地村寨存在一些矛盾，但云南的农场

仍不断整合当地文化、云南文化和外来文化，并非单

纯的“移民社区”或“空降社会”。

在地域分布上，黑龙江垦区的农场分布在黑龙

江省１２个地（市）６９个县（市、区），横跨小兴安岭
南麓、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地区。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下辖１３个农业师和１个建工师，总共１７４个农牧
团场，遍布新疆 １４个地州市，全面融入新疆社
会。［１３］东北和西北两地农垦在各自省域内广泛分

布，遍及所有县市，云南农垦则不然。据统计，至

１９９９年，云南农垦国营农场，分布在昆明市和西双
版纳、红河、临沧、德宏、思茅、文山、保山等 ７个地
（州）、２８个县（市）。［８］２５８从地域上看，除省会昆明
外，这些农场全部在滇南及滇西南，这种集中连片分

布在总体规模上虽然不及西北、东北的分散分布，但

在发展地方经济、建设边疆社会方面却更容易集中

力量、发挥作用。

总之，云南农垦在省外移民和地域的规模上不

如东北、西北农垦，但在人口构成上更为复杂，在地

域分布上更为集中，有利于边疆民族融合、社会发展

和经济建设的开展。

四、统一政令与地方需求———云南独特的

非军垦之路

　　中国农垦系统的几大垦区都是计划经济时代在
统一政令下建立的，但从以上诸方面看，云南农垦与

西北、东北垦区的建立及发展有较大不同，其主要生

产物资也更具有特殊性。非军垦的发展，使云南农

垦在移民及地域范围上不及东北、西北农垦的规模，

与浓墨重彩的号称“十万官兵”“百万知青”的“进军

北大荒”和“开发大西北”运动相比，地处西南的云

南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但是相比东北、西北农垦以

军队建制建立、以垦荒和生产衣食等生活资料为主，

云南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走上了“非军垦之路”，以发

展橡胶为主，建立和发展起非军事化的国营农场。

整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是中国军垦轰轰烈烈开展
的时期，军垦农场的建立得到了各方关注。１９５８
年，中央政治局下达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各种军

垦农场的意见》，指出：军垦既可解决军队复员就业

问题，又可促进农业的发展，在有些地区还可以增强

国防和巩固社会治安。因此，在有大量可垦荒地、当

地缺乏劳动力，又有复员部队可调的条件下，应实行

军垦。中国历史上有诸多屯垦形式，但都以兵屯为

主，新中国也概莫能外。尽管如此，其他形式的屯垦

在政权经济建设、地方社会发展、民族融合等发面仍

有自己的长处和特点，也具有军垦或兵屯不具备的

灵活性，而云南农垦恰恰进行了新中国非军垦之路

的实践。

１９５７年农垦部建立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全国农
垦系统在体制上基本保持一致，各种政策和管理都

是整齐划一的。１９７８年，为了加强对国营农场的管
理，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农垦总局，其中，黑龙江、新

疆、广东、云南４个垦区实行国家农垦总局和省、自
治区双重领导，以省、自治区为主。［１］７０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后，随着改革的深入，计划经济体制下过分整齐划

一的管理不再符合新时代的需求，于是“四大垦区”

开始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其中新疆和云南的发展

各有特点。

目前，兵团体制的农垦仅在新疆存在，这一区域

也曾有过非常短暂的“非兵团”———农垦总局时代

（１９７５—１９８１年），但鉴于新疆边境团场的防务责
任，又于１９８１年１２月决定恢复兵团建制，名称由原
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改

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实，从最初的建立及人

员构成来看，新疆农垦的军事特征一目了然———它

最初全由转业军人组成，后来又不断吸纳全国各地

的复员、转业军人、支边青年等移民作为人员补充。

考虑到兵团中的大量干部和职工拥有部队经历，以

及它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能够十分有效地应对突

发事件，所以重新组建兵团就成为符合当时国家战

略需要的举措。研究新疆兵团的学者认为，新疆兵

团“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集中了生产、行政、军

事等职能，旨在对新疆实行更加有效的全面治理。

在考察这一特殊的国家组织时，要将新疆、兵团同时

放入中国，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否则

就难以理解在市场经济盛行的今天，为什么还要保

留兵团这种看似计划色彩浓重的组织和体制……所

以，对新疆兵团的评价，不能使用一般经济意义上的

衡量方式，而应更加侧重它的政治效能”。［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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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农垦在“冷战”结束后，其政治性和战备功

能已有所削弱，特别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主要在
经济领域发挥作用，而非军垦的发展道路则使其成

为农垦改革及改制中最快最完全的垦区。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云南农垦调整产业结构，巩固提高以橡胶

生产为主的第一产业，大力发展橡胶制品、食品、电

力、建材、医院等第二产业和商贸、物资供销、旅游服

务业等第三产业。［８］２６０１９８０年１２月，云南省总局制
定了《云南农垦企业扩大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对企

业的生产计划、利润留成、资金使用、产品销售、工资

支付形式及奖励办法、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物资购

销方面给予了一定的自主权。１９８３年，根据改革形
势的发展，云南省农垦总局改为云南省农垦农工商

联合企业总公司，原各垦区分局改为分公司。［７］３４４

１９９６年２月，云南省政府批准组建云南农垦集
团，并成立云南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８］２６９２００２
年１０月，云南农垦被云南省委、省政府正式纳入全
省１０个优势产业和重点行业整合重组范围。２００２
年１２月，云南省国企改革领导小组批准了云南农垦
改革方案，云南省政府于２００３年２月批复了这一方
案，云南农垦系统全面推开了在农业生产一线的职

工家庭承包经营、实行农场政企分开、组建云南天然

橡胶产业股份公司等工作。２００７年，云南省委、省政
府发布《关于深化改革和加快农垦发展的若干意见》

（云发〔２００７〕１２号）；２００９年的云发〔２００９〕１９号文
件，提出将３９个农场划归所在州（市）实行属地管理，
撤销农垦分局，人员和资产整体划归所在州（市），改

造重组云南农垦集团公司，农场普遍实行家庭承包经

营等意见；２０１０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农场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机构编制意见等５个方
案》（云政办发〔２０１０〕１０８号），并在当年１２月底完成
了云南农垦各个农场的全部交接工作。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
到云南视察工作时曾说：“农场，你们要用土办法，

现在有新疆的道路，有黑龙江的道路，你们要有云南

自己的道路。新疆投资几十个亿，你们如果一开始

就搞大的，一定就是几个亿，那就行不通。……军垦

的道路是成功的，但是有缺点的，你们要创造一种自

己的道路，几年之内国家补贴，以后就可以上缴利

润。你们要创造一种云南道路。”［１４］邓小平提出的

“云南道路”的方向，经过５０多年的摸索，形成了独
特的非军垦发展之路。云南农垦是在中央统一政令

与地方具体需求的双重互动的作用下形成的，其发

展的大趋势受国家宏观调控、经济计划、政策影响和

行政制约。然而，在统一政令的实施过程中，云南并

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调整适应，并在地方经济文

化建设与民族融合等方面具有灵活、适应性强的特

点。云南地方的这种选择与适应，对于中国这样一

个地域较为广阔且存在区域差异的国家建设具有自

身特色的农垦之路有特殊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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