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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瓜果飘香。远在西部的新疆也是如
此，不仅有香甜的哈密瓜和提子，广袤的棉田也进入
收获期。

“全国棉花看新疆，新疆棉花看兵团。”根据国家
统 计 局 数 据 ，2017 年 ，新 疆 兵 团 棉 花 种 植 面 积
1030.4万亩，总产量167.9万吨，分别占全国总种植
面积的21.3%、总产量的30.6%。

为了解今年棉花的种植和收获情况，经济日报
记者日前专程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花产区实地
探访。调研发现，尽管今年自然灾害频发，借助团场
综合配套改革，兵团棉花产量预计仍将超过去年，未
来随着土地流转等政策红利的持续，新疆棉花生产
优势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综合配套改革全面铺开

今年开春期，新疆的天气对棉花来讲并不“友
善”。

3月份气温异常偏高，高温导致积雪融化早。4
月份气温波动大，部分地区出现大风沙尘、冰雹及低
温霜冻等灾害性天气，对设施农业生产及林果开花
授粉产生了不利影响。随后的5月份，部分地区又出
现霜冻和强沙尘暴。据兵团农业局统计，今年全兵
团棉花受灾面积占全兵团棉花播种面积的近17%。

兵团供销合作社主任尤小春介绍，针对不利影
响，兵团农业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田间管理，截
至5月，受灾严重的棉田已补种完毕，补种效果目前
看非常好。

“今年，兵团棉花生产的最大特点是种植面积和
产量大幅增加，预计产量超过 180 万吨。”尤小春表
示，这主要得益于积极推进的综合配套改革。

2017 年1月，党中央对兵团深化改革作出顶层
设计、全面部署。2017年6月，兵团党委确定在第六
师五家渠市进行团场综合配套改革整师推进试点。
今年，综合改革在兵团全面铺开。

在推进团场综合配套改革进程中，兵团按照建
立身份地、职工、民兵“三位一体”的职工管理新机制
要求，民选连队“两委”、划分职工身份地、取消“五统
一”，开展土地确权颁证、团场机关事业单位纳编定
岗、国资国企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等，实现团场政企
政事政资政社分开，奠定了新疆兵团党政军企规范
高效运行的基础。

在兵团第八师石河子总场朱家庄，记者见到了
团场职工于伟，今年他们夫妻二人种植身份地 80
亩，自愿接受流转120亩，种植了新陆早64品种，测
产每亩458公斤，与往年相比亩产增加52公斤，增产
13%。

于伟说：“现在都是自己决定种什么、怎么种，农
资也都是自己买，开支明显减少了。”

按照预估的 7.5 元/公斤的价格，于伟一家今年
的棉花纯收入有40万元左右。

石河子总场副场长康东岭介绍，综合改革后，团

场全面取消了“五统一”，从购买农资到种植农作物，
从农机作业到产品销售，全部由团场职工自己决定，
职工根据市场行情，哪种作物效益好就种哪种作
物。兵团职工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由于土地可以
自主经营，职工的投入意愿增加。取消了“五统一”，
农资自己买，省去中间环节，每亩成本明显下降。

同时，连队“两委”也取消干部身份，由职工选举
产生，他们的收入和职工的收入直接挂钩。连队“两
委”服务职工的意识明显增强。

朱家庄五连支部委员江卫是对接于伟一家的
“两委”成员之一。在年初分地后，他和另外4名成员
担任“两委”职务，为支部311户职工的2.3万亩土地
提供服务。取消“五统一”后，他们连队“两委”从14
人减到5人，管理模式由以前的行政强制管理转变为
以服务引导为主的生产管理。

“今年棉花采收期从 9 月底到 10 月底，持续了
一个月左右。”江卫告诉记者，在播种种植期，他们
就引导职工选择早熟优质高产的品种，宣传使用达
标的农资标准规格，组织学习技术。眼下，他们开
始忙着整理今年的档案，一户一册，准确记录改革
后职工的各项情况变动。为了做好改革后的配套
服务工作，江卫今年将自家的 40 亩地也流转了出
去。“等改革工作基本完成后，还是要自己种的，现
在顾不上。”

江卫介绍，在以服务为主的管理模式下，五连棉
花产量达到一个新高度，初步预测总产达7798吨，较
往年增产 1169 吨，单产提高了 15%以上，得到广大
职工一致好评。

土地确权提升棉农积极性

“去年分到的 50 亩地今年我全部种了棉花，按
照现在的长势，收成会很不错。”指着自家地里白花
花的棉朵，对于即将到来的收获季，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六师五家渠市的杜国清满心喜悦。

作为兵团改革的试点地，五家渠市率先进行
了改革。杜国清分到了 50 亩土地，拿上了国有农
用土地证。杜国清至今还清晰记得领到证时，全
家人高兴传看的情景。“这就像一颗定心丸一样，
让我更加有归属感，也让我今后种地更加有积极
性。”杜国清说，确权后的土地就像自己的孩子，
爱护得很，选择农资农药化肥时，会优先考虑优
质产品。

不仅分到地的兵团职工积极性提升了，改革后，
种棉大户也忙活起来。在五家渠市的新疆准噶尔棉
麻有限公司共青团分公司，经理赵栋梁正忙着与种
棉大户们签订收购协议。他告诉记者，采棉季来临
前，公司会提前与一些种棉大户签约，为收购期到来
做好准备。“今年，棉花的种植面积和产量明显增长，
生产压力还比较大，整个轧花工作的持续周期也会
相应延长。”

种棉大户刘世彬也在等着签约。这位45岁的棉农
今年种了1700多亩棉花。“承包了900亩经营地，还有
800亩是流转了16家原来种葡萄的地。”刘世彬说。

记者跟随刘世彬来到他承包的经营地。一眼望
去，采收在即的棉花格外密集饱满，与蓝天白云相互
映衬。这在刘世彬眼中不仅是美景，更寄托着他对
美好生活的期待。

“现在这样好，我和流转的16家都受益，他们一
年 2 万元流转费直接到手，我这边种植管理上也便
利。比如用水高峰期，挨家等着就受影响，而我自己
的地可以按照每块地的情况进行调控。”刘世彬种地
的账算起来的确合适。作为种植大户，农资农药和滴
灌薄膜等农资，他的价格比小户便宜了不少。“省下
的就是挣下的。唱着歌干活，心情也不一样了。”

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供销合作社主任赵铁江
说，六师今年棉花种植面积扩大了46万亩。以往还
有些地种植番茄、葵花子、西瓜、甜瓜，可效益都不
好，而棉花价格保底，改革后棉花面积一下子起
来了。

赵铁江说，2018 年预计五家渠棉农人均增收 1
万元。按人均50亩地计算，其中单产增加14公斤，
按照预估的7.5元/公斤的价格将增收5250元；师市
取消了农业“五统一”政策，农业职工享有独立的经
营自主权，农业生产资料自主采购，生产成本每亩下
降100元，增收5000元。

尤小春向记者介绍，截至目前，根据兵团农业局
农情报表统计，2018年度兵团棉花播种面积、产量比
上年度明显增加，有市场需求，有市场价格，兵团的
种棉户们肯定会抓住机会。

科技助力提升棉花品质

在第八师石河子市的石总场泉水地七连例东轮
8号条田里，郭玉玲正在地头忙活，身边的大布袋里
已装了大半袋籽棉。“过几天就要机采，得赶紧把机
器采不到的地边棉花手工采了。”郭玉玲说。

“以前施肥全靠人，全靠铁锹一下下地干出来，
现在都是自动加到水里。采收时，以前靠人工手摘
要一个多月，现在 3 个小时，就全部完成了，费用还
低”。别看郭玉玲这会儿辛苦，其实现在兵团种棉机
械化程度很高，只有很少量的工作还需要人工。

“每亩地机采费用120元至140元，听说大户还
更便宜。人工采棉慢而且贵，一公斤2.5元，一亩地
就贵出好几百元。”杜国清高兴地和记者说，最近科
技人员还在研究用手机来操作管理棉田的水肥，“以
后会越来越先进啊”。

棉花播种GPS卫星导航、全程机械化采棉、大数据
引领智慧农业发展……这是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农业
现代化发展的全景，农业现代化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效
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农业机械化管理处处长
赵志鸿介绍，目前，兵团棉花滴灌、水肥一体化、加厚地
膜（0.01mm）使用达到100%。5000多台农机装备了
北斗导航系统，广泛应用于棉花犁地、播种、植保等环
节，应用面积达到800余万亩。预计今年棉花机采比
例达到80%，机采面积接近1000万亩。

不过兵团棉麻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擎明也表
示，目前机采棉所使用的大型机械都从国外进口，成
本较高，如果可以降低这部分成本，对于未来新疆棉
花走出国门竞争国际市场将有不小的作用。

不仅田间地头有了科技助力，在皮棉加工环节，
科技同样大显神通。

在第八师石河子市银力集团的银北加工厂，厂
长张宏兵对厂里的“宝贝们”如数家珍。“我们有4套
轧花生产线，最先进的当属171生产线，加工出的皮
棉一致性特别好，异型纤维含量低，产品非常畅销。”
张宏兵沿着厂里的加工步骤挨个介绍。从收购籽棉
到厂，棉检员用电脑自动计算水分，合格后开始取
样，取样后生成二维码，送去检验。

“这个过程中任何人是不见面的，检验完显示在
大屏幕上，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预，设备会根据籽
棉的各项数据，自动生成价格。”张宏兵说，现在放开
后，全市可以流通，给棉农最大的选择权，也对企业
提出了更高的服务要求。交易达成后，厂里开正规
发票，5天后银行打款。

随着近年来兵团坚持优棉优价的正确市场导
向，倒逼团场增强质量意识，转变观念，变丰产高产
为优质高效，对全力恢复巩固兵团棉花的质量优势
和品牌声誉、全面提升市场竞争力起到积极作用。

质量和价格是兵团棉花的两条生命线。据了
解，今年兵团取消“五统一”后，按照现代农业的发
展方式，走龙头企业+合作社+农工的生产发展方式，
大力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用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发
展，实现“订单农业”促进兵团农业健康发展。

2017年度，兵团送检的132家棉花加工企业、公检
的140多万吨棉花，6个棉纤维主要质量指标中，颜色
级、轧工质量、长度、断裂比强度4个指标都有上升。

对此，尤小春表示，随着兵团在机采棉的品种选
育、种植模式、管理方法、采摘技术、加工工艺和棉花
质量检验等多个环节技术的日趋成熟，兵团机采棉
在国内纺织市场已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和较好的销售
价格，已被国内纺织企业广泛接纳和使用。未来，随
着土地流转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兵团棉花还将有
更好的表现。

深 化 改 革 富 棉 农深 化 改 革 富 棉 农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花产区调研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花产区调研记

经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刘 瑾瑾

兴山县是鄂西山区县、三峡库区
县和老区贫困县，县内大小山头3580
座，溪河156条。上世纪70年代，兴山
立足县情，打造了小水电和磷化工两
大支柱产业。进入新时代，化工围江和
小水电过度开发造成的环境问题已成
为当前兴山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
矛盾。

“作为长江经济带上的山区县，我
们正在探索一条绿色发展之路。”湖北
兴山县委书记汪小波认为，兴山正赶
上长江经济带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
机遇，要突出保护修复长江生态环境、
高质量发展两大重点，做好生态修复、
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三篇文章”，在生
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飞地经济协同
发展等方面走向全省前列。

生态修复 共抓保护

随着厂房机电设备被逐一拆除，
位于长江支流香溪河流域的湖北兴山
耿家河水电站终结了它生产发电 49
年的使命。工人师傅们依依不舍地拆
卸发电机组等设备。这意味着香溪河
流域内的耿家河、卧佛山两座小水电
站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三峡库区
修复长江生态的重要一步。站长吴广
颇为伤感地说：“哎，电站没有了。但对
于下游群众来说是件好事，他们从今
往后再也不会为用水犯愁了。”

兴山县水资源丰富，水能蕴藏量
32万千瓦，上世纪70年代，当地按照

“水电起步、矿山突破、林果特开花”的
思路，拉开了小水电开发的序幕。星罗
棋布的小水电虽然改善了山区人民生
产生活条件，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现
在看来，也影响了当地的生态系统。

“兴山县对待小水电的态度，符合水利部提出的‘关、转、改’的措
施。”国际小水电中心主任程夏蕾解释说。从去年初开始，兴山县就对
全县小水电采取了分类管理措施，对拟关停电站进行评估，列出清
单；对全县80座引水式电站采取工程措施，保证10%-30%的生态流
量泄放，同时在河道内建设生态堤坝，并全面禁止在河道采砂；关闭
流域范围内50头以上畜禽养殖场。去年底，兴山县集中开工“河流生
态修复、景区生态开发、城镇污水处理、码头环保防尘”等十大生态修
复项目，总投资17.2亿元，计划3年内完成。

今年上半年，县里还启动了污水处理厂提标升级改造项目，建成
了平邑口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完成了刘草坡化工厂污水处理深度
治理等项目；加快了香溪河绿色廊道景观建设进度，已完成人工造林
3700亩，封山育林5000亩；强化了施工、道路、港口、码头和工业物
料堆场扬尘治理，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位居全市第一。这些举措都是十
大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开建的前奏。

“兴山是三峡库区水土保持功能区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生态屏
障，贯穿全境的长江一级支流香溪河作为兴山的母亲河，其生态大保
护尤为重要。我们必须把流域生态修复好，确保一河清水入峡江。”汪
小波告诉记者，下一步还将关停一批影响香溪河生态修复的小水电
站。保护长江母亲河是大事，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事，必须实行流域整体
联动、系统推进，目前兴山县正在谋划与神农架、保康、房县等周边地
区开展区域协作和生态联动，推动流域共治，确保一河清水汇峡江。

飞地经济 跃出大山

“找遍全县，没有一块连片百亩的平地；客商下了飞机，要颠簸4个
小时到兴山。”兴山县骨干企业兴发集团总经理易行国回忆过去的情
形时说，山区县的工业经济基础设施薄弱，吸引投资曾经很不容易。
2004年，在宜昌市和猇亭区的支持下，以兴发集团收购原宜昌中磷
化工为契机，兴山在宜昌开发区猇亭工业园“借地”500亩，建起宜昌
精细化工园。

“跳出兴山、发展兴山”，困难迎刃而解。兴发集团在猇亭工业园
以商招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纷纷集聚，生产成本大幅下降；随着产
业链的扩展，工业园从最初的500亩扩大到4000亩；如今，全集团
已有 1800 多名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其中 70%集中在猇亭工业
园。如今，兴发集团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六偏磷酸钠和中国最大的三
聚磷酸钠生产企业。

兴发集团的案例是兴山县打造全省“飞地经济”示范县的缩影。
山区县发展与保护的矛盾非常突出，飞地经济是破解矛盾的有效方
法。兴山坚持县内发展与“飞地经济”两手抓，县内按照“转型、提标、
升级”的要求改造现有园区，加快发展碳基硅基新材料产业，鼓励支
持乡镇招商项目落户园区，不搞“遍地开花”，不搞“村村冒烟”，减轻
了县内生态环保压力。县外在宜昌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县属
国有企业兴发集团牵头，与兄弟县市借地借力，按照“共建共享、协同
发展”的原则，先后建设了10平方公里的“飞地经济”工业园区，有力
支撑了县内大保护。

文旅融合 农兴民富

昭君故里，香溪河畔，一个曾叫“陈家湾”的移民村悄悄变了脸，
成为了昭君别院。沿路在村里逛一圈，路过不同形态的民宿，看看千
年古史的古井，对着大榕树许个愿，再去逛逛百年老宅。累了，去有落
地玻璃的奶茶店或者老宅改造的茶书吧歇歇脚，再顺着木质步道往
山上爬，摘摘路边的柑橘，直到爬到山顶，在昭君歇过脚的昭君台上，
远眺香溪河畔的兴山美景。如今，小村不仅告别了脏乱差，还成为年
接待28万人次的旅游村。

昭君别院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是湖北省首家乡村旅游合作社，成
立于2015年，由昭君别院88位农民组成。陈学新是合作社理事长，也
是昭君别院旅游带头人。他介绍，村民以现金、房屋、土地入股，由合作
社统一规划、改造、装修、经营、服务和结算。同时，打造不同旅游业态，
可以由房屋所有人自己经营，也可以交给合作社请人经营。社员可在
合作社工作，领取工资。年底，合作社利润分红，利润50%留作继续发
展资金，30%作为社员分红，20%用于村里的集体经济和帮扶贫困户。

昭君别院的旅游模式，为村里传统农业带来了新变化。村里家家
户户都种柑橘，通过陈学新打造的电商平台，网上最高卖到每斤8元
左右。目前，昭君别院已改造120多户民居，打造出“美食一条街、电
商一条街、民俗一条街、农特产一条街”。这个不卖门票的村落，依靠
美食、民宿、农副产品等，将乡村游变为乡村经济。

“如今的兴山县，绿色生态有机农业生产体系初步建立，精品果园、
高效茶园、标准菜园、生态药园等高标准产业基地遍地开花，环保生态
养殖模式兴起，昭君白茶、薄壳核桃、兴山脐橙供不应求。农村电商加快
发展，大山深处也能一窥天下。农旅实现深度融合，绿水青山、田园风
光、乡土文化成为兴山富农增收的摇钱树。”兴山县县长曹宏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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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棉花种植面积1030.4万亩，总产

量167.9万吨。今年，兵团棉花种

植面积和产量大幅增加，预计产

量超过180万吨。面对部分地区

出现的大风沙尘、低温霜冻等灾

害性天气，兵团是如何做到提产提

质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种棉大户刘世彬承包的900亩棉花长势喜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银力集团的
银北加工厂在卸机采棉。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的石总场
泉水地七连例东轮8号条田里，连队工作人员帮助
郭玉玲（左一）采摘地边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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