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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兵团开创维稳戍边新局面

本报记者

乔文汇

耿丹丹

马呈忠

炎热的火焰山下，第十二师二二一团种植的葡

萄挂满枝头；曾经的戈壁滩上，第八师一四三团的棉

田铺展千里，田成方、横成排、纵成行；广袤的大漠边

缘，第三师四十四团枣树成林，枝繁叶茂⋯⋯

盛夏时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布于天山南

北的师市、团场、连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

象。现代农业是兵团的传统优势，也是亮丽名片；

工业和服务业历经十年蜕变，如今结构更优、质量

更高、后劲更足；兵团城镇建设聚人才、兴产业，一

座座“年轻的城”焕发崭新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兵团发挥作为安边固疆稳

定器、凝聚各族群众大熔炉、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

进文化示范区的功能和作用，持续推进深化改革，

综合实力不断壮大，兵地融合开创新局面，奋笔书

写维稳戍边新篇章。

推进农业机械化

兵团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农业规模化生产、产

业化经营条件好。经过 10 年发展，这一优势更加

稳固。在兵团这片希望的田野上，从初春耕地播

种，到夏日田间管理，再到秋日丰收归仓，机械化

让人们实现轻松种地。

“初春播种时，在田里散步就能把棉花种了。”

第二师铁门关市二十九团十六连职工刘伟说。在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精准定位下，铺设地膜和滴灌

带、精量播种等环节一气呵成。“过去棉花成熟后

得靠人工采摘，大家都要下地干活。现在靠机械，

100 亩棉花三四个小时就能采完。”

夏日里，第八师石河子市一四八团一连职工

周付其在泵房点击鼠标就给地浇了水。“过去种地

最怕浇水、打埂子、修毛渠，都是体力活，一家最多

种二十几亩地。现在种地不用下地了。”周付其等

人种的千亩棉花地已完成自动化滴灌系统升级。

种地越来越轻松得益于兵团持续提高农业综

合机械化率，各师市不断夯实农业机械化产业基

础。第六师五家渠市、第八师石河子市、第一师阿

拉尔市等地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棉花产业耕种收农

机生产体系。

第十三师新星市通过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导向作用、培育壮大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措施，

补齐棉花、小麦生产全程机械化中的短板。如今，

各类农机保有量逾 2100 台，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水平达 96%。

第六师五家渠市引进培育的新疆天鹅现代农

业机械装备有限公司，从运行程序、液压电器元

件、采头摘锭等入手，经过 10 多年潜心钻研，生产

的三行、六行国产打包式采棉机受到棉农欢迎。

随着农业科技快速推广应用，兵团农业智能

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为整地、播种、植保、收

获全程机械化赋能。目前，兵团种植业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为 95.3%，棉花机采率达 94.2%，兵团

棉花在机械化、规模化、节水灌溉、科技支撑等方

面保持了较高水平。

建设幸福新城镇

入夜时分，位于第十三师火箭农场的前进大

道商业片区十分热闹。宋师傅香辣蟹店今年 4 月

初开始营业，店长曹建华告诉记者：“没想到把分店

开到前进大道商业片区生意这么好，一天营业额

能达 1 万元左右。”住在附近的居民陈燕说：“几年

前这里还是土路，谁能想到现在成了繁华商圈。”

火箭农场湘江路社区党支部书记陈彦斌介

绍，近年来，通过在前进大道建设精品小区、畅通

交通、完善绿化及修建大量停车场等举措吸引商

家入驻。统计显示，火箭农场地区生产总值居十

三师之首，团场城镇化率高于 95%。火箭农场党

委书记、政委王学斌表示，“十四五”期间火箭农场

将紧紧围绕“宜居、宜业、宜游”的新城区定位，打

造兵团特色城镇。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60 余年来，兵团人在

沙漠边缘、戈壁荒滩筑起一座座城镇、建起一片片

绿洲。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兵团不断推动城

镇化建设，一座座“幸福城镇”坐落在天山南北。

作为兵团第一座城市，第八师石河子市地处

天山北麓、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多年来，第八

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城镇化建设为主线，以重点镇、

示范镇、示范中心连队建设为突破口，以保障性住

房建设为抓手，不断缩小城市、团场面貌差距。

第八师石河子市大力推进标准化、规范化、数

字化城镇管理，进一步加快连队转型发展，对 103

个原连队居住区实施改建，促进转型，累计投入资

金超过 41亿元，建设了 5310套保障性住房，完成了

15个村 4370户的城中村（棚户区）改造任务。党的

十八大以来，第八师石河子市将市区老旧小区按

照综合改建、专项提升、商业再开发等模式分类，

统筹制订整体实施方案，惠及 16.7 万户居民。

第四师可克达拉市将城镇建设作为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引擎。中心城区 65 条主次干道及支路、

可克达拉大桥相继建成，交通网越织越密；33 个

民生服务类项目建成启用，825 家市场主体入驻

城市，4 个商业街区开街运营，城市公共服务供给

和承载能力大幅提升。去年，该师市城镇、连队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4.32 万元和 2.58

万元。

今年 4 月份，第十三师新星市举行红星一场

二道湖镇、红星四场骆驿镇、黄田农场黄田镇建镇

揭牌仪式，标志着新星市“场镇合一”迈上新台阶，

兵团城镇布局进一步完善。

今年 78 岁的黄田镇居民李新年告诉记者，黄

田农场过去是戈壁荒滩，现在是万亩良田，城镇高

楼林立、绿树成荫。“我的退休金一个月 5000 多

元，看病、生活都方便，日子过得很幸福。”

坚持兵地一盘棋

日落时分，头屯河谷森林公园河水清

澈，市民们在园内散步、健身。飘带桥上灯

光亮起，不时有人拍照打卡。就在几年

前，这里还是垃圾遍地的干河滩，如今已

成为“网红地”。

长达 190 公里的头屯河发源于天

山山脉中部，途经新疆乌鲁木齐市、昌

吉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十二师和第六师。过去，这

里因缺乏有效治理垃圾遍

布，是周边群众口中的“头

疼河”。

2012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启动实

施头屯河生态整治工程，兵团第十二师和昌吉回

族自治州先后启动河谷两岸综合治理项目，通过

兵地双方协同治理，头屯河变身为“幸福河”。

兵地一盘棋，融合共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

兵地融合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兵地双方在经济发

展、基础设施、生态保护、教育医疗等领域广泛开

展交流合作，各族群众共享融合发展带来的红利。

今年 5 月份，由兵团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承建

的第三师四十六团至艾力西湖镇公路建成通车，

成为连接兵团四十六团永兴镇、莎车县艾力西湖

镇、五十四团兴安镇的重要通道。

这段公路上的叶尔羌河特大桥，是该区域内

唯一的交通桥。以前想去河对岸的居民要绕行

30 多公里，现在开车只要几分钟就能到达对岸，

两岸居民出行更方便，联络更紧密。

近年来，兵地持续探索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新

形式、新载体，推进融合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第

三师图木舒克市组织各学校与喀什地区、克孜勒

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各学校开展校际结对帮扶、开

展兵地学校“教育教学、文化建设、教研互动”交流

活动，力促优质教育均衡发展。

此外，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与阿克苏地区联

合举行兵地文艺创作交流活动，推进文艺展演、文

艺进基层等，满足兵地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第

十四师通过深化与地方产业、文化、科技、教育等

全方位交流，建立了兵地互学共建机制，形成兵地

经济融合发展、文化交融共建、民族团结共创的良

好局面。

兵团第十四师四十七团与新疆和田墨玉县七

乡三镇穿插接壤，为了让地方群众尽快掌握先进

种植技术，四十七团邀请第十二师农科所定期派

驻技术人员开展培训。对此，墨玉县喀尔赛镇永

安 村 农 民 图 尔 荪 巴 克·图 荪 买 买 提 深 有 体 会 。

2015 年，他来到四十七团八连承包大棚，由于不

了解大棚作物种植特点亏了钱。经过兵团技术人

员培训后，图尔荪巴克·图荪买买提的种植技术有

了很大进步，如今已承包 6 座大棚，年收入 5 万元

以上。“团场大力帮扶我们，兵团技术人员还帮我

们安装了水肥一体化设备，我一定好好干，让日子

越来越红火。”

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原师部所在

地大营房出发，向东行驶 20 多公里，一座新城跃

然眼前。五星大道宽阔平坦，两旁绿植郁郁葱

葱；档案馆、规划馆、博物馆、图书馆初具雏形；中

心城区生态绿地、科创产业园、市民（行政）服务中

心等一批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热火朝天⋯⋯

“生在井冈山，成长在延安；转战千万里，扎

根东天山。”70 多年前，有着“红星”之称的第一

野战军第一兵团第六军第十六师穿过星星峡，进

驻哈密，在天山东部留下屯垦戍边印记。

2021 年 3 月份，第十三师新星市挂牌成立，

成为兵团第 11 座城市。一年多来，城市建设稳

步推进，产业发展欣欣向荣。去年，第十三师实

现生产总值 156.04 亿元，同比增长 8.0%。这座

兵团最年轻的城市正朝气蓬勃，阔步向前。

在新星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生产大型陆上

风电叶片的企业将于今年 9 月投产。“公司 2021

年落地园区，园区为我们提供了标准化厂房，让

我们能快速进入生产状态，投产后预计今年能生

产 100 套风机叶片。”该公司供应链保障中心副

总经理郭文璐介绍。

今年以来，新星市科学精准谋划项目，严格

落实师市领导包保责任制，落实“容缺受理、并联

审批、限时办结、逾期默认”项目审批服务机制，

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

在新疆班超镁业有限公司，年产 5000 吨金

属镁技改工程正在紧张施工中。该公司总经理

助理李政阳介绍，新城带来新发展，随着营商环

境不断优化，企业在技术改造中大大节约了项目

审批时间。“园区相关部门还经常上门服务，现场

解决问题，我们发展的信心更足了。”

新星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祁帅

介绍，今年上半年，经开区对现有硅基产业上下

游补链，扩大金属镁产能并向下游镁合金延伸；

同时，对接了一批源网荷储项目。今年 1 月至

6 月，园区累计签约额超 659 亿元。“去年园区产

值达 80 亿元，预计今年产值会突破 100 亿元。”

按照规划，新星市在城北建设新星轻工产业

园，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就业，重点发

展农副产品加工、装备制造等产业；新星市西南

片区规划了产教融合园区，新星职业学院正在建

设中，与职业教育相配套的服装小镇项目已开工

建设。在新星市，产业支撑城市发展的基础正在

不断筑牢。

一年打基础、三年大变样、五年现新城。第

十三师新星市党委常委、第十三师副师长、新星

市副市长王志武介绍，一年多来，新星市坚持“以

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的发展思路，坚持

规划引领、项目支撑，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谋划储

备项目 670 个，总投资 2825 亿元。“‘十四五’时

期末，师市国民生产总值预计将达到 230 亿

元，城镇化率达到 80%。”王志武说。

冉冉“新星”产业兴
本报记者 耿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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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塔里木垦区三十三团大漠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塔里木垦区三十三团大漠、、胡杨和胡杨和

棉田构成一幅绚丽画卷棉田构成一幅绚丽画卷。。 韩韩 峻峻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兵团第八师兵团第八师企业新疆天业企业新疆天业（（集团集团））有限公司的科技工作人有限公司的科技工作人

员在开展膜下滴灌水稻研究员在开展膜下滴灌水稻研究。。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呈忠马呈忠摄摄

图图③③ 俯瞰兵团第十四师四十七团二连俯瞰兵团第十四师四十七团二连。。 刘秋月刘秋月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