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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山 南 北 绘 就 壮 丽 篇 章
——写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70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乔文汇 耿丹丹

在新疆大地上，他们像胡杨般顽强，在苍凉

大漠建设锦绣绿洲，让戈壁荒滩变身万顷良田；

在如诗岁月里，他们似红柳般质朴，用辛勤

双手打造现代工厂，使不毛之地崛起座座城镇；

在祖国怀抱中，他们如沙枣般坚韧，扎根在

西北边疆屯垦戍边，忠实履行担负的职责使命。

岁月峥嵘，山河壮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自 1954 年 10 月成立以来，几代兵团人扎根边

疆，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开创了新中国屯垦戍

边伟业，在天山南北挥写精彩答卷，为推动新疆

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

边防作出了历史贡献。

在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成立 70 周年之际，记者深入兵团，走进城市、团

场、连队，访问园区、市场、企业，探访兵团砥砺

奋进的红色足迹，采集奋斗者辛勤耕耘的动人

故事，聆听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

筑牢精神丰碑

位于石河子市的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浓

缩了兵团垦荒创业史，展现了一代又一代兵团

人为推动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

定 、巩 固 国 家 边 防 作 出 的 不 可 磨 灭 的 历 史 贡

献。展厅中，一件有着 296 块补丁的军大衣引人

驻足。

这件军大衣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是新疆

兵团军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由兵团八师一二

一团第一代军垦战士王德明捐赠。“这件文物见

证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尽管已不知看过多

少次，但还是会被深深打动。”兵团八师石河子

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康君说，从这件军大衣中，

可以读懂兵团精神。

当年，兵团人白手起家，为节约支出，将一

年发一套棉衣的制度改为两年发一套，衣服口

袋先由 4 个减到 2 个，后来又减去了口袋、衣领。

他们造良田、筑新城、办工厂、建学校，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奇迹。历经 70 年光辉历程，逐步孕育

和发展形成了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

业、开拓进取”为主要内涵的兵团精神。

70 年来，一代代兵团人自觉赓续红色血脉，

坚持传承和弘扬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

神，构筑起一座精神丰碑。

迎着朝阳，兵团四师六十三团乔老克哨所

护边员朱国利开始了一天的巡边工作。32 年寒

来暑往，他与妻子王利奔赴边境线，战风沙、斗

蚊虫，坚持每天巡边，用双脚丈量漫长的边防

线，以赤诚之心守护祖国边关。“过去条件那么

差，都没想过离开，现在条件好了，更应该站好

岗。”朱国利朴实的话语闪烁着兵团精神的光

芒：“我是一名兵团人，守边是责任。”

伴着晚霞，兵团十四师一牧场原政法办主任

张永进来到自己熟悉的地方。镶嵌在昆仑山的

一牧场是兵团最偏远的团场之一，张永进曾在这

里工作了 40 多年，骑行在昆仑山间，他学习维吾

尔语、医药等语言和知识，为各族职工群众排忧

解难，被称为“马背上的救命恩人”。“能帮助群众

解决难事，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虽然已经退休

了，但咱兵团人的责任不能退休。”张永进说。

巡边 60 年，在边境线走了 20 多万公里路的

魏德友；“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的

马军武；一家四代接力守边的草克特格斯；30 多

年骑行 26 万多公里，救治 2 万多人次的“马背医

生”李梦桃；在大漠深处守水护水的李青春⋯⋯

在兵团精神引领下，兵团涌现数不胜数的模范人

物，激励兵团各族干部职工扎根边疆、建功立业。

心相印，手相牵，绘出民族团结“同心圆”。每

到节假日，兵团十二师五一农场绿景花园小区格

外热闹，这里活跃着一支“新石榴花舞蹈队”。这

支队伍由汉族、维吾尔族、回族等民族居民组成，

他们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各民族要拧成一股

绳，携手共建幸福家园。”舞蹈队队长普拉提·库

尔巴诺甫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工程建设到哪里，民族团结工作就开展到

哪里，实事好事就做到哪里。以建设工程起家，

被誉为“西部建设雄师”的兵团十一师，以“民族

团结一家亲”等活动为纽带，长年开展各类联谊

和帮扶。新疆兵团市政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为十一师旗下企业，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曾

新迪说，“我们把民族团结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把民族团结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建设

了十一师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按照‘就业我

助、困难我帮、技术我传’的理念，积极助困、助

业、助学、助医”。

弦歌不辍七十载，号角催征启新程。进入

新时代，兵团广大干部职工群众忠实履行职责

使命，越发坚定自信，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坚持用好兵团精神这一宝

贵财富，奋笔书写屯垦戍边的生动篇章。

提升综合实力

在位于石河子市中心的军垦文化广场，有

3 处景观令人印象深刻：一是屯垦戍边纪念碑，

其主体是一把利剑，直插云霄；二是“军垦第一

犁”雕塑，其主体为犁地场景，3 名军垦战士目光

坚毅、奋力向前；三是“军垦第一井”，见证了当

年勘探水源、规划新城的一幕。这 3 处景观可理

解为分别意指向上、向前和向深，正暗合了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经济发展特色。

向上，从无到有。荒漠变绿洲，戈壁成良田，

不毛之地崛起一座座花园城镇，创业初期的兵团

人在艰苦条件下，创造了将亘古荒原改造成万顷

良田，将在外国专家眼中的“植棉禁区”打造成优

质棉基地的壮举。70 年来，兵团在沙漠边缘、风

头水尾开垦农田 2000 多万亩。第一缕纱、第一

匹布、第一块方块糖⋯⋯作为新疆现代工业的奠

基者，兵团创办了新疆第一批大中型现代工业企

业，生产出新疆诸多“第一个”工业品。

向前，从有到优。农业是兵团的基础和优

势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如今已建成全国重要的

优质商品棉生产基地、全国节水灌溉示范基地、

农业机械化示范推广基地和现代农业示范基

地。目前，兵团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

过 95%，居全国领先。2023 年，生产粮食 405.94

万吨，增量占全国的 10.2%。在工业方面，兵团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去年工业增加值较上年

增长 6.9%；今年 1 月份至 7 月份，战略性新兴产

业、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

增长 22.9%、16.4%、24.5%。

向深，从优到强。立足农业生产基础，兵团

推进棉花和纺织服装业全产业链发展，培育综

合性纺织工业基地和服装产业集群；持续扩大

农产品生产和精深加工业规模，延伸农字号产

业链。坚持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一手抓

新兴产业培育，推动工业企业生产环节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聚力打造“千百十”亿元级产业、园

区、企业。通过优环境、强龙头、育品牌等措施，

拉动服务业增加值占兵团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逐

年提高，到 2017 年已超 50%，去年兵团服务业增

加值较上年增长达 7.1%。

板上发电，板下种草。走进中新建电力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生产一线，在位于兵团八

师石河子市的天富 40 万千瓦光伏项目中草药示

范地，光伏板熠熠生辉，板下艾草长势繁茂。“光

伏 板 上 凝 结 的 水 珠 滴 入 地 面 ，可 以 供 植 物 生

长。”中新建电力集团新疆天富金阳新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集控中心主任闫磊说。

这种草光互补发展模式，让工业项目与农

业项目牵手，实现绿色发展，努力使每一寸土地

都能得到充分利用。

在八师石河子市，经过四代兵团人开发建

设，这座“军垦第一城”已形成碳基、铝基、硅基、

能源、纺织服装、农产品精深加工六大支柱产

业，拥有 147 家规上工业企业、6 家上市公司，

2023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31.73 亿元，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 285.13 亿元，今年上半年

这两项数据分别增长 6.3%和 15.2%。

“我们积极探索‘双碳’目标下实

现能源和产业双线绿色转型升级，以

绿色能源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八师石河子市党委书

记鄂宏达表示，将坚定不移走好绿色发

展之路，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

挖资源禀赋，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

建设兵团绿色低碳转型示范区，为高质量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统计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兵团经济实力

迅速壮大，地区生产总值相继突破 1000 亿元、

2000 亿元、3000 亿元大关，去年达到 3696.58 亿

元，比上年增长 6.9%，去年兵团人均生产总值首

次突破 10 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4 万元。

增进兵地融合

兵团八师石河子市与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

城区间相距 15 公里，隔玛纳斯河相望。过去，交

通不畅成为制约两地融合发展的瓶颈，石河子

市 与 玛 纳 斯 县 为 此 决 定 共 同 修 建 石 玛 大 桥 ，

2020 年 10 月通车后，两地单行单程只需 5 分钟，

构建了一体化工作圈、生活圈，促进了两地配套

设施、产业布局、人才流动等方面协同发展。“石

玛大桥通车后，去石河子就像串门，相当于给玛

纳斯带来一座城。”玛纳斯县居民马进才说。

坐落在玛纳斯河上的肯斯瓦特水利枢纽工

程也让兵地共同受益。这项工程是兵团首个独

立建设的水利工程，兼具防洪、灌溉、发电等综

合功能，是兵团八师石河子市迈向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工程。八师石河子市水利工程管理服务

中心副主任姜波说，肯斯瓦特水利枢纽工程还

拉动塔城地区沙湾市、昌吉州玛纳斯县百余万

亩耕地农业灌溉保证率从 50%左右提升至 90%

左右；邻近水利枢纽的玛纳斯县农牧民大力发

展牧家乐等旅游项目，实现了“借水生财”。

滔滔玛纳斯河，见证兵地融合。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牢固树立“兵地一盘棋、兵地一家亲”

理念，深入推动思想理念融合、空间布局互嵌、

资源要素共享、基础设施共建、产业布局协同、

生态环境共治、民生事业联动发展、文化润疆一

体推进、干部人才双向交流。

去年，兵团二师铁门关市的 59 个连队分别

与 59 个邻近地方村建立“一对一”结对关系，双

方携手打造特色产业，实现抱团发展。二师铁

门关市二十一团五连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

静县巴润哈尔莫墩镇查汗赛尔村就开展了连村

结对，连队党支部联

合村党支部共同

开展“党旗映天

山”主题党日活动，连队的种植能手们帮助村

民发展特色种植。

“非常感谢五连的无私帮助，为

我们提供辣椒秧苗，在种植和管理

上进行指导，今年实现了辣椒丰收。”

查汗赛尔村村民买买提·依明说。

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幸福生活。

在新疆塔额盆地，坐落着塔城地区 3 县

1 市和兵团九师白杨市 10 个团场。双

方建立了“相互学习、相互走访”制度，九

师白杨市和塔城地区主要领导密切沟通

联系，师市机关各部门与地直各部门也都

成了“亲戚”，团场、连队和乡村之间更是

常联系、勤走动。

推进产业融合是密切兵地联系、打破区

域壁垒的重要手段，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要求。兵团九师白杨市积极参与和推进新疆

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工作，以产业

融合为切口，凝心聚力深化兵地融合发展。

今年，兵团九师一六一团与塔城地区裕民

县加大旅游业融合力度，引导一六一团各连队

的红色旅游资源与裕民县江格斯乡江格斯村、

阿克铁克切村等地的民俗旅游资源牵手，联合

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兵团与地方旅游资源各具

特色，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将双方优势发挥出

来，就会产生 1+1>2 的效果。”兵团九师一六

一团党委书记、政委于进步表示。

兵团十二师与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

治州共同编制各类专项规划，推进兵地在交

通体系、水利资源、城镇建设等方面共建共

享。“我们打破区域壁垒，探索联动创新发

展，推动三坪集装箱中心站、乌鲁木齐综合

保税区等重要平台共享，加快资源要素跨区

域流动配置，围绕各自优势领域加深合

作、协同发展。”十二师商务局党组书

记、局长彭燕说。

进入新时代，兵团主动融入新疆

“九大产业集群”建设，大力发展新能

源、新材料、现代服务业等 7 大主导

产业、21 条重点产业链，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凭借地域辽阔和

得天独厚的光热条件，

成为新能源企业竞相

投资的热土。

担 当 为 笔 织 锦 绣
乔文汇

担当为笔勤为墨，锦绣画卷映天阔。

金秋时节，多彩画卷在新疆大地铺展，描

绘这幅画卷的，正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白色的棉花、红色的番茄、绿色的香梨、金

色的稻穗⋯⋯分布在天山南北的兵团各

座城市、园区企业、农牧团场，分别以各自

擅长的“画笔”，绘就多彩兵团，装点新疆

大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70 年来，广

大干部职工群众扎根辽阔的新疆大地，手

执妙笔书写时代答卷，为推动新疆发展、

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

边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站在

新的历史节点上，兵团将继续执笔作答，

再创崭新业绩。

牢记使命志如坚，笔耕不辍写新篇。

眼下，兵团正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

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

位要求，充分发挥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凝

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

文化的示范区功能，奋笔书写中国式现代

化的兵团篇章。

这支笔，起笔轩昂，贵在“补白”。兵

团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不与民争利的原

则，将团场、连队布局在自然条件恶劣的

区域，发展生产，屯垦戍边，让昔日戈壁荒

滩变身万顷良田。新征程上，仍需这种

“补白”意识，持续通过土地整治、土壤改

良、水利设施、农电配套、机械化作业等措

施，提升农田质量和生产能力，绘出别样

“丰”景，为端稳端牢“中国饭碗”贡献兵团

力量。

这支笔，运笔遒劲，重在“描绿”。从

“沙进人退”“沙逼人走”到“绿进沙退”“人

沙和谐”，70 年来，兵团人创造了人间奇

迹，让荒原从沉睡中醒来，使沙漠边缘、戈

壁碱滩披上层层绿装。兵团干部职工群

众扎根的新疆，是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最

大、分布最广、危害最严重的省份，沙化土

地面积占国土面积近 45%，生态建设任务

依然十分繁重，因此须继续以遒劲的笔

锋，在天山南北不断绘就一抹抹新绿。

这支笔，落笔精巧，意在“合韵”。荒

原造田，戈壁筑城，徒手建厂，哪一幅画面

不令人感动？共守家园，携手并进，同心

逐梦，哪一种场景不让人感慨？这背后，

是 70 年来兵团坚持国家利益就是兵团利

益，新疆大局就是兵团大局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在新征程上，兵团继续坚持主动融

入和服务新疆大局，在深化兵地融合，开

展文化润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重点着

墨，在忠实担当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过程

中，把兵团建设得更强大更繁荣更美好。
本版编辑 周颖一 美 编 倪梦婷

图③ 在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霍尔果斯片

区兵团四师区块，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内正在进行吊

装作业。 李 惠摄

图① 兵 团 二 师 三 十 三 团 葫 芦 岛 景 区 秋 色

如画。 李嘉成摄

图② 游客在兵团四师六十一团观赏杏花。

杨俊钦摄

图④ 兵团七师胡杨河市远眺。 桂 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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