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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可克达拉

李忠杰

梦幻之地，你在哪里？

当年，一首《草原之夜》的美妙

歌声陶醉了无数人。

“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只

留下我的琴声。”

“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姑娘就

会来伴我的琴声⋯⋯”

深沉、舒缓，悠扬、亲切，充满细

腻的感情，也充满热情的期盼。如

同草原流动的河水，轻轻地袒露和

抒发着真诚的心声。

在 拍 摄 反 映 新 中 国 军 垦 事 业

的新闻纪录片《绿色的原野》时，编

导张加毅被一位垦荒小伙的故事

和柔情所感动，顿生灵感，在一个

纸烟盒上写下了这首《草原之夜》

的歌词，当晚就由田歌作曲，作为

纪录片的插曲。随即，迅速传遍了

大江南北。

婉转深情的歌声，回荡在月白

风清的夜晚，拨动着千万人的心弦，

也使可克达拉走进了无数男女老少

的心房。

可克达拉，你在哪里？我也和

许多人一样，被这首《草原之夜》深

深打动，但是，从来不知道可克达拉

到底在哪里，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

的神奇和浪漫的地方。

“可克达拉”4 个字中，“可克”

是哈萨克语，绿色的意思；“达拉”

是蒙古语，原野的意思。这片绿色

的原野在新疆伊犁河谷中部，现在

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的所

在地。东临伊宁，西接霍尔果斯，

南靠都拉塔口岸，北依天山北脉科

古尔琴山。

而整个四师，则地处天山北麓

西段，东起天山那拉提，西与哈萨克

斯坦接壤，被南北两条山脉成剪刀

状夹在中间，呈三角形向西展开。

下辖 18 个团镇、2 个街道、2 个开发

区，总面积 5765.43 平方公里。

绿色之城

走进可克达拉的第一个感觉：

这是一座绿色的城市。同行的同志

告 诉 我 们 ，全 城 的 绿 化 面 积 达 到

48%以上。从我们所住的河滨饭店

第四层朝南望去，眼前就是一片林

海，而且齐刷刷的树顶构成绿茵茵

的平面，就像平坦的地毯。没有房

屋冒头，只有在右前方的绿海之上，

矗立起一座斜拉索桥。两座索塔分

别连接起数十根拉索，构成两个巨

大的三角形。这就是可克达拉市的

标志之一——可克达拉大桥。到夜

晚，三角形的红色霓虹灯背景中闪

烁着移动的大字：“庆祝兵团成立 70

周年。”

城市的街道上，多条道路是快

车道、慢车道、人行道三道分离，都

有绿树相隔。尤为突出的是，无论

大树小树都排列非常整齐，横平竖

直，斜线也直，就像仪仗队排列在长

达 8.6 公里的迎宾大道上。除了绿

色之路外，全城还有 29 个大小不同

的主题公园和一个富有诗意的“朱

雀湖”，将可克达拉拥抱在五彩缤纷

的图画中。

对许多城市来说，绿树成荫，丝

毫不稀奇。但在兵团屯垦之初，这

里曾经是戈壁荒漠，甚至飞沙走石，

两相对比，完全是沧海变良田，戈壁

成绿洲。透过这绿色的林海，我们

看到的，是多少粗壮的大手、多少流

洒的汗水、多少机器的轰鸣、多少顽

强的拼搏！

绿 树 环 抱 的 街 道 ，有 多 条 以

“江”“山”命名，可谓绿拥江山、绿绘

江山。东西方向的街道多以江河为

名，如长江路、黄河路，南北方向的

街道多以名山作称谓，如昆仑山路、

岳麓山路。全城就像棋盘格一样整

齐布局，道路非常干净，给人以平静

祥和、心旷神怡的感觉。

在可克达拉，红色文化、英雄文

化、军垦文化、西部文化、草原文化

并行共生，交相辉映。

城 区 向 南 ，一 直 抵 达 伊 犁 河

岸。最南端的珠江路、赣江路、滨河

路，不是平直的，而是构成一道弯弯

的弧形，与迎宾大道交叉，左右对

称，构成一副弯弓待发的姿态，充满

着进取的动感。

在所有的道路中，有一条最主

要的大道，叫七一七大道。这与全

城道路的命名规则似有不同。

为什么会有如此整齐的城市规

划？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条别具一格

的大道？这就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和

主人联系在了一起。可克达拉市，

是一座光荣之城，但又是一座新建

之城，2015 年才经国务院批准正式

成立，因此规划也是最新的。这里

生活着的，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四师各族干部职工群众。兵团实

行师市合一的管理体制，可克达拉

既是四师的师部，又是自治区的直

辖县级市。

在可克达拉建市之前，这里是

兵团第四师的团场。四师的前身之

一，就是鼎鼎大名的三五九旅的七

一七团。七一七大道之名，记录着

兵团干部职工的足迹、汗水、青春和

热血，同时，也像一根巨大的平衡

木，为这座城市、为边疆的发展和安

全发挥着支撑作用。

创业之城

可克达拉，虽然早就声名远扬，

但其实最早也仅仅是伊犁河边的一

片荒原。经过屯垦干部职工的艰苦

奋斗，开辟为一片农田；在现代化的

进程中，又崛起为一座新城。可克

达拉，实际是从无到有的历史变换，

是梦幻到现实的凤凰涅槃。

我们走进可克达拉，不仅是走

进了一座似乎普通的绿色之城，也

是走进了一座书写着开拓创业、担

当奉献的光荣之城。

现在的四师可克达拉，是兵团

团场最多的师市、边境线最长的师

市，也是兵团农作物种类最多的师

市、粮油产量最大的师市、旅游资源

最丰富的师市、香料生产面积最大

的师市、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师市。

四师以自己是光荣之师、文化之师、

开放之师、生态之师、品牌之师而

自豪。

1963 年 8 月，从上海市轻工业

学校香料工艺专业毕业的徐春棠，

为发展薰衣草产业，主动要求来到

新疆，被分配在农四师清水河农场

园林队工作。在这里，他让来自法

国的几十粒薰衣草生根发芽，让伊

犁河谷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薰

衣草生产基地。他负责制定了《中

国薰衣草精油国家标准》，参与撰写

了《中国香料香精发展史》和《中国

香料工业发展史》。他把自己的一

生献给了中国薰衣草产业，被誉为

“中国薰衣草之父”。2006 年，四师

创建伊帕尔汗香料公司，集种植、研

发、生产、销售、旅游于一体，迄今已

开发出四大类 12 个系列 120 多种天

然香料产品。

如果说薰衣草花香醉人，那伊

力特就是“英雄气概”了。兵团创业

之初研制开发伊力特白酒，白手起

家，冲破艰难，靠的就是英雄气概。

经过三代伊力特人的艰苦奋斗，发

展成“新疆第一酒”。厂史展览里播

放的一幅幅沙画，真实反映了伊力

特艰苦创业的历史。沙画与沙漠正

好都姓“沙”，灵活流畅的指法，将浓

郁的文化气息注入原本枯槁的沙漠

戈壁，惟妙惟肖地展示了伊力特人

的坚韧与活力。

正是在四师干部职工的持续奋

斗下，可克达拉不仅真正出现在绿

色的原野上，而且成了西部边陲的

一颗明珠。这座城市可以归纳为

“四、五、六”几个数字。

四—— 就 是 可 克 达 拉 Logo 的

四种颜色：红，代表兵团的红色历史

和光荣传统；绿，代表可克达拉的绿

色生态；蓝，代表美丽的伊犁河；紫，

代表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薰衣草。

五——就是五个“香”，即花香、

果香、酒香、肉香、米香。还有另一

种五个“乡”，即中国香料之乡、树上

干杏之乡、有机雨露亚麻之乡、冰葡

萄酒之乡、薰衣草之乡。

六——六个“一”，即一首歌——

《草原之夜》，一壶酒——伊力特酒，

一株草——薰衣草，一条河——伊

犁河，一座桥——可克达拉大桥，一

座城——可克达拉城。

这座在梦幻中诞生的新城，也

是全国一盘棋的产物。在可克达

拉，我惊奇地发现，居然有一条路叫

镇江路，另有一条路叫北固山路，还

有一个街道叫金山街道，一个住宅

小区叫江南文苑。在市中心，干脆

就有一个完全新建的“镇江高级中

学”。在相距数千公里的西北边陲

看到道地的镇江元素、镇江特色，令

人十分惊喜。

这些，是镇江对口援建的产物

和结晶。为了缩小东西部差距，我

国长期实行对口支援政策，东部多

个省市都有支援新疆和兵团的责

任。江苏负责支援的对象之一就是

可克达拉，由镇江市负责。在规划

帮助建设可克达拉的项目中，“镇江

高级中学”从硬件到软件，都由镇江

援助。校长和很多教师都来自镇

江。由于教学质量高，附近许多学

生都争相要进这所中学。

可克达拉更是一代接一代来自

四面八方的兵团干部职工接续奋斗

的产物。在七十八团，我们见到来

自湖北孝感、毕业于石河子大学农

学院作物栽培与耕作学专业、获博

士学位的政委。在七十七团，团党

委书记、政委是四川巴中人，从伊犁

师范学院毕业后，投身到四师教育

事业当中。副政委是湖北荆门人，

从湖北师范大学毕业后，来到四师

农科所工作。还有一位党委副书

记、团长，是哈萨克族人，已经是“兵

三代”，也就是说，他的爷爷、父亲都

为兵团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自

己又继承上两代的事业，为边疆建

设和维稳戍边继续作贡献。

屯垦之城

兵团成立至今，已有 70 周年。

70 年来，兵团干部职工为谁奋斗？

为谁贡献？答案一直都很清楚：为

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整个中华民族

的发展进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守卫着 2019

公里长的边境线。其中四师所在的

边境线有 402 公里。全师市拥有不

可移动文物 78 处，其中可追溯至春

秋战国时期的有 17 处。它们都以

无声的语言告诉我们，这里是中华

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兵团干部

职工的脚下，是中华民族大家园的

一片神圣土地。

走进四师的深处，一路上高速

公路笔直、通畅，国道、省道也修建

得很好。道路两旁矗立着绿色的银

杏、白杨或其他树种。远处是绿色

的草原或大片的油菜、玉米，地势蜿

蜒起伏，视野十分开阔。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在前往七

十八团时，途经并第一次知道这里还

有一座县城，叫八卦城。七十八团团

场就在八卦城附近。从行政区划来

看，八卦城属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下

辖的特克斯县。八卦，是地地道道的

中华传统文化。八卦城是在古有八

卦雏形的基础上，于 1936 年按照中

国古代的易经八卦建成的，城市布局

就是一张八卦图，2007 年被列为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世界上最大最完

整的八卦城。

在七十六团属地，我们见到了

临近边界的格登碑，全称“平定准噶

尔勒铭格登山之碑”，位于昭苏县城

西南 60 公里外的格登山上，立于清

乾隆二十五年。2001 年被国务院批

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名单，现在是兵团级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格登碑原先直接立于山头上，

曾经在一次地震中受损。为了更

好地保护它，国家建设了一座传统

重檐歇山顶式建筑，红墙黄瓦，格

登碑便位于建筑之中。格登碑是

国家主权和领土的重要标志。当

年，外交官曾纪泽、大臣长顺等依

据“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

抗词力争：“格登山是我国镇山，上

有 高 宗 纯 皇 帝 勒 铭 格 登 山 之 方

碑。”终于使中国在光绪八年将格

登山及特克斯河以北、伊犁河以南

大片国土（今新疆昭苏、特克斯、巩

留三县）收复。所以，格登碑是维

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历史

见证。

明代思想家李贽说，屯田乃千

古之策。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立，我国的屯垦戍边事业进入了一

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屯垦戍边，

既是屯垦，也是戍边，是为着和平

安 宁 的 屯 垦

戍边。

由安静作词、田歌作曲的

《军垦战士的心愿》唱道：“面对蜿蜒

的界河，背靠亲爱的祖国。我们种

地就是站岗，我们放牧就是巡逻。

要问军垦战士想的是什么？祖国的

繁荣昌盛就是我最大的欢乐。”这是

四师六十二团的团歌，也是全体干

部职工的心声。

赤诚之心

在格登山上，我们看到山脚下

国境线内侧，有一座独立小屋。蓝

色的屋顶，白色的墙壁，长方形的屋

子。屋子左前侧的旗杆上，飘扬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七十六团副

政委告诉我们，这就是兵团巡边员

的执勤站。

屋 子 的 主 人 是 一 对 蒙 古 族 夫

妇。60岁的男主人叫草克特格斯，由

于紫外线的照射，脸色黝黑泛红，他

们脸上的皱纹，就像树木的年轮，刻

录着数十年艰苦而光荣的守边岁月。

他们已经是四代守边了。二十

世纪 60 年代初，草克特格斯的爷爷

阿拉西就开始守边。1978 年，草克

特格斯的父亲接过了守边接力棒。

1983 年，18 岁的草克特格斯又接过

父亲的接力棒，后来又带着妻子一

起守边护边。40 年来，草克特格斯

夫妇牢记职责使命，用忠诚和坚守

延续着一家人守边护边的故事，现

在他们的儿子阿英格又承担起守边

护边的责任。

草克特格斯说，他们曾经住在

条件艰苦的地窝子里，格登山每年

积雪封山 6 个月，最冷时零下 30 摄

氏度，但都熬过来了。后来兵团为

他们建了新房子，屋前修了水泥地

坪，通向公路修了水泥小路。这座

独立的小屋，进门后分为三间，都写

着牌子。左侧是餐厅和厨房，中间

是卧室，右侧是荣誉室。执勤站通

了电，能看电视，能用手机，做饭也

是用电。房前屋后还能种点蔬菜。

随着经济的发展，执勤站也今非昔

比了。

荣誉室的一侧墙上挂满了各种

各样的荣誉证书，另一侧墙上则是

一家四代人守边护边的照片，这些

都记录着一家人对祖国的忠诚。草

克特格斯夫妇负责的执勤站是边境

线上的夫妻哨所之一。在兵团，像

这样赤诚之心的故事并不少见。兵

团人的赤诚之心既体现在维稳戍边

上，也体现在建设、改革、发展的各

项事业上。

1964 年支边进疆的第六师五家

渠市奇台医院原党委书记李梦桃，

在海拔 3000 多米、年均气温 2.4 摄氏

度的中蒙边境北塔山牧场为牧民行

医 40 多 年 ，走 遍 了 牧 场 的 每 道 山

岭，累计行程 26 万多公里，救治病

人 2 万多人次，接生 800 多个婴儿，

赢得了牧区人民的尊重和爱戴，被

誉为“哈萨克人民的好儿子”，成为

兵团唯一一名“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

来感动中国人物”。

1949 年在天寒地冻中徒步穿越

“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官兵

们，后来扎根在和田，绝大多数再也

没有离开。今天，他们被誉为“沙海

老兵”。

1994 年，兵团领导慰问四十七

团老兵时，询问老兵们：

“你们回过老家吗？”答：“没有。”

“你们坐过火车吗？”“没有。”

“你们到过乌鲁木齐吗？”“没有。”

一连听到三句“没有”，这位领

导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当场

落泪了。后来，兵团领导立即安排

有关部门将老兵们接到乌鲁木齐走

走看看。

尽管如此，这些战士仍然教导

下一代传承使命。“兵二代”“兵三

代”便长留于此。他们一代接一代

无私奉献，默默肩负起历史的重任。

时代新声

四师可克达拉市的规划展示馆

里，陈列着当年张加毅手写的《草原

之夜》歌词。这首东方小夜曲诞生

已经 60 多年。它带给人们诗意和

深情，也带给人们憧憬和希望。

几 十 年

来 ，兵 团 四 师

干 部 职 工 ，以 几

代 人 的 青 春 和 生

命，滋养、润化着千年

荒 野 。 今 天 的 可 克 达

拉，既有雪山冰川、戈壁草

原的西北风光，又有潺潺流

水、绿树遍野的江南秀色；既

有历史厚重、内涵独具的人文

景观，又有特色鲜明、优势明显

的现代产业；既有着装漂亮、翩翩

起舞的广场大妈，又有身背行装、

随时拍照的四方游客。

无论长居于此还是短暂旅游的

人，都熟知《草原之夜》。可克达拉，

是诗与歌共情的地方。一代代四师

人用诗与歌讲述着戈壁荒漠变身锦

绣绿洲的故事。可克达拉的诗与歌，

就像一面历史的镜子，折射出四师干

部职工的光荣业绩和精神风貌。

2023 年早春时节，由四师可克

达拉市党委、四师可克达拉市主办，

中国广播艺术团承办并策划的大型

声乐套曲《可克达拉组歌》，在清华

大学上演。序曲由 4 句歌词组成：

“有一首歌常在心中回荡，有一

座城常在梦里相望，天山下有我久

恋的可克达拉，它像珍珠撒落在美

丽的草原上⋯⋯”

走进可克达拉，就像走进了诗

与歌。走进了诗与歌，也就像走进

了可克达拉。

可克达拉早已改变了模样。今

天的可克达拉到底是什么模样？好

像能描述，但似乎又很难描述。

一个场景映入我的眼帘。当早

晨我们的车子出发时，一轮旭日正

在冉冉升起。但它不是通常的一轮

红日，而是害羞地躲在一片淡淡的

白云后面。这些白云下方，又是一

片片自下而上叠加成的一个倒置的

梯形。它们像什么呢？我脑海里忽

然蹦出一个词——花篮。是的，很

像花篮。一只花篮，正托起一轮跃

跃欲升的太阳。虽然这轮太阳没有

完全露出脸，但它的光芒已经透过

一层层白云，射出一道道金光。

可克达拉是不是就像这美丽花

篮托起的旭日？我不敢如此夸张。

但其形象、意境，却倏然与可克达拉

连接在了一起。那份美、那份情、那

份活力、那份希望，不都是可克达拉

所具有的吗？扩而大之，不也是我

们祖国所具有的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兵团人铸

就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

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是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用好这些宝贵财富。

可克达拉就是兵团精神的写照

和体现。可克达拉的诗与歌，就是

兵团精神抒写出来的。可克达拉的

美与情、活力与希望，都与兵团精神

融合在一起。可克达拉的旋律，就

是兵团精神的旋律。

《可克达拉组歌》唱出了四师可

克达拉市的历史，也唱出了这样的

美、这样的情、这样的活力、这样的

希望。组歌里有一曲《再出发》，是

压轴作品，充满着力量和信心，把组

歌 的 气 氛 和 效 果 推 向 了 高 潮 。

今天的可克达拉，就如同当年

的草原之夜，是美的，但不能说

已经完美。一切都是过程，一

切都需要继续修饰、继续描

画、继续创造，因此，需要

再出发！

未来的可克达拉，

还 会 变 成 什 么 样 的

新 模 样 ？ 我 们 期

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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