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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9 月 2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新

疆，新疆和平解放。解放后的新疆百废待兴，亟待

发展。为巩固边防、加快发展，1950年起，驻新疆

人民解放军将主要力量投入到生产建设之中。

1954年 10月，17万余驻新疆人民解放军集体就地

转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

团”，自此，军队自给性生产转为企业化生产，“一

手拿枪、一手拿镐”的军垦战士忠实履行着国家赋

予的屯垦戍边的光荣使命。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

在天山”。67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大军垦职

工们扎根边疆，同当地各族人民一道，把亘古戈壁荒

漠改造成生态绿洲，建起了一座座新型城镇。兵团

发展日新月异，军垦战士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

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却历久弥新。

屯垦戍边立精神

老兵精神展示馆、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新疆

兵团军垦博物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座座

展馆，用历史讲述着屯垦戍边的感人故事。

“1949 年 12 月，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

军第一兵团二军五师十五团的 1803 名官兵从阿

克苏出发，行程 1580公里，创造了徒步横穿‘死亡

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奇迹，胜利解放了和田。”

在兵团四十七团老兵镇的老兵精神展示馆里，讲

解员夏天讲述着沙海老兵的故事。

“一道命令，执行一生。”遵照当时的命令，官

兵们留在了和田，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在军垦

战线上开始新的奋斗。

“我的外公王有义就是其中一位沙海老兵。”

夏天指着展板上的老照片讲起外公的故事。“在团

场垦荒时，他以身作则，埋头干活，住地窝子、修涝

坝，被职工称为沙漠里的‘垦荒牛’。”

屯垦戍边汇聚了兵团儿女履行职责使命的强

大力量，几代人维稳戍边、建设新疆的伟大精神一

直延续至今。

清晨，驻守在中哈边境的第九师 161团“孙龙

珍民兵班”开始了一天的日程，早操、体能训练、学

习，姑娘们显得格外认真。

第九师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各团场倚山而居，

形成国防屏障，承担着戍守边境的重要任务。

1969 年 6 月 10 日，第九师 161 团怀有身孕的民兵

孙龙珍在一次边防战斗中光荣牺牲，献出了年仅

29岁的生命。孙龙珍牺牲后，她生前所在的民兵

班被命名为“孙龙珍民兵班”。之后，一代代年轻

的女民兵扎根边疆，忠实履行着戍守边防的使命。

“我从小就有当兵的情结，得知孙龙珍民兵班

招女民兵，就报名来到这里。”班长张艺是军垦第

三代，她说，民兵班主要任务是巡逻执勤，进入民

兵班后，从小听着孙龙珍故事长大的她，对保卫国

土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们一定会继续传承戍边守

边精神，为祖国守护好边境线。”

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第八师石

河子市的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为了让大家更好

地了解军垦历史，展示兵团精神，博物馆正在进

行第三次改造提升。

“上世纪 90年代，我曾是军垦博物馆的讲解

员，讲述了很多军垦故事。”兵团军垦博物馆研

究馆员张红彦说，如今，她成了“布展员”。“此

次改造提升对展馆展线做了大规模调整，对展示

的图片、文物进行了精挑细选。同时，我们新增

加了 《弘扬时代精神书写时代华章》专题，集中

展现军垦战士们发挥红色基因，弘扬兵团精神的

英模事迹。”

艰苦创业传精神

兵团初创时，面对的是“水到头、路到头、地到

头”的戈壁、沙漠、荒原，军垦战士们继承和发扬艰

苦创业的优良传统，在天山南北、自然环境恶劣的

大漠边缘白手起家，手推肩扛，开荒造田，建成了

一个个农牧团场。

“等到千里雪消融，等到草原上送来春风，可

克达拉改变了模样……”1959 年，一首《草原之

夜》唱响了可克达拉，也把兵团屯垦戍边的故事传

唱到祖国大江南北。

2015 年，兵团第八座城市——可克达拉市挂

牌成立。如今，行走在第四师可克达拉市，碧水绕

城，绿树成荫，真正让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的，是

一代代的军垦战士。

见证了可克达拉 60 多年来变化的老军垦战

士闫新秋回忆道，那时住的是地窝子，外面下

雨，屋里也下雨，吃不饱，穿不暖，尽管如此，

他们也不怕苦不怕累，努力搞建设。“现在路宽

了，楼高了，交通越来越方便，城市也越来

越绿。”

多年来，兵团逐步建立起涵盖食品加工、轻

工纺织、钢铁、煤炭等门类的工业体系，创造了

人类改造戈壁沙漠的奇迹。

已在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39

年的伊力特玻璃公司综合部部长樊勇介绍，他的

父亲是第一代员工，两代人见证了企业的飞速成

长。20 世纪 80 年代起，伊力特扩建厂区，成立

印务公司、玻璃公司。1999年 9月，新疆伊力特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企业一步一个脚

印，做好了品牌，做大了市场。”

从建设城市，到发展产业，进入新时期，兵团

精神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努力创业。第一师 13

团 11 连职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三

八红旗手、全国道德模范尤良英就是其中一个。

多年来，尤良英帮助各族群众，指导大家种植

技术，成立合作社帮助乡亲们共同致富，用实际行

动“帮助一个人、带动一批人、致富一群人”。

开拓进取扬精神

兵团的历史，是艰苦创业的历史，更是开拓

进取的历史，兵团成立以来，不断实现突破，把

掌握的生产技术应用于生产中，在新疆现代农

业、工业、商业等多领域开创了先河。

近日，天业集团 2 万吨/年氯化高聚物新建

项目已进入单机试车准备阶段。天业集团党委副

书记、总经理周军介绍，该项目的落地，打破了

国外气固相法氯化高聚物技术封锁，实现了技术

工艺及设备的国产化、绿色化。

中国企业 500强、中国工业奖、全国第一批

循环经济试点企业、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作为

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的大型国有企业，在科技创

新上不断攻克难关。

进入新时代，“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不仅

体现在产业发展中，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

各项社会事业也取得长足发展。

1958 年 10 月创办的塔里木大学，是一所以

“农”为优势，以生命科学为特色的综合性大

学。近年来，学校发挥自身的科技人才优势，以

第一师阿拉尔市为中心，不断向周边辐射，分别

建立了畜牧生产实训示范基地、红枣设施园艺综

合配套技术示范基地、设施农业示范推广基地、

沙区生态环境重建示范基地、特色林果高产高效

示范基地等，扎实开展科技服务。同时，学校为

自治区、兵团 20 余个部门驻地方村和南疆师团

“访惠聚”工作队提供人才、科技、技术推广、

文化教育、民族团结、增收致富等方面的帮助，

惠及南疆110余个基层村 （连）。

位于第八师石河子市的石河子大学，坚持

“以兵团精神育人，为维稳戍边服务”的办学特

色，为兵团履行职责使命、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石河子大学团委书记管欣介绍，石河子大学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是学校兵团精神践行的重

要载体。近年来，学校组织了 489 个团队深入兵

团农牧团场、连队社区等开展多种形式社会实践

活动。“通过平台深入团场、连队社区，与职工群众

交流，结合专业优势和特色提供服务，让学生们走

进兵团基层，了解发展，切身感受兵团精神丰富

内涵。”

国境线上接力守边
本报记者 耿丹丹

一身旧衣服透着汗水，一双布鞋满是泥土，很难想

象，几年前还在山东一家企业从事质检工作的魏萍，现

在正汗流浃背地干农活。“以前在单位上班，哪干过农

活，回来之后才开始学习。”魏萍说。

魏萍是“七一勋章”获得者、被誉为边境线“活界

碑”的魏德友的二女儿。4 年前，为了方便照顾父母，

她选择辞职回家。她也接力父亲魏德友，成了一名护

边员。

1964 年，24 岁的山东小伙魏德友从部队转业，来

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九师 161团兵二连屯垦戍边。魏德

友和战友们开荒、种树、掏地窝子，在这里扎下根来，

筑起长达20公里的“移动界碑”。

1984 年，魏德友所在的兵二连被裁撤，百余户人家

陆续搬迁到其他连队驻地。魏德友原本可以被分到离

城市更近的连队，但他主动留下来，一家人义务戍守

边防。

从魏萍记事起，他们兄妹 4 人便和父母一起住在这

个 50 平方公里杳无人烟的地方。“很小的时候周边还有

几户，后来大家都搬走了，只剩我们一家。”魏萍说。

在魏萍的记忆里，为了守好边防，父母很少管他们。

因为要上学，她 7 岁就带着妹妹跟着哥哥姐姐在团场租

房住，只有寒暑假才回家。魏萍说，后来，她和哥哥姐姐

们都回到山东上学、工作，只有父母留在了这里。

“每次我们回来探亲，父母总会说，等我们退休的

时候，就都回去了。”魏萍告诉记者，但直到父母退休

那天，父亲还是不愿意回去。“后来想是不是因为习惯

了团场生活，于是给他们在团部买了一套楼房，结果父

母还是不愿搬家。”

直到 2016 年，父亲魏德友在时代楷模的发布大厅

里说了一句话：“我会一直走到走不动的那天”，曾经当

过兵的魏萍才真正体会到父母坚守半个多世纪的初衷。

“现在肩上有责任了。”魏萍说，成了护边员之后，

每天全家人都会 6点多起床，她和父亲则带上干粮出发

前往边境线，牧羊巡边的路一走就是十几公里。“父亲

还是带着老三样，望远镜、收音机和水壶。”魏萍笑着

说，巡边路上，父亲魏德友每天都会“训话”：“你现在

是一名护边员了，要负起责任，碰到异常情况及时汇

报，一定要把边境守好。”

如今，老两口依然保持着老习惯。每天起床后，魏

德友和老伴刘景好总会先升起一面五星红旗。只是现

在升旗的队伍越来越庞大。

上图上图 在军垦博物馆在军垦博物馆

内内，，雕塑雕塑《《当祖国需要我当祖国需要我

们们》》吸引吸引参观者拍照留念参观者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耿丹丹耿丹丹摄摄

底图底图 石河子夏日美石河子夏日美

景景。。 （（新疆生产建设兵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八师宣传部提供团第八师宣传部提供））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