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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 推动事业发展

图①：十四师民兵感受当

年老兵沙漠行军的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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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上空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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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流淌在兵团人的血脉里，是兵团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不竭动力。

近年来，兵团人不忘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不断夯

实基层基础，持续深化党的作风建设，传承弘扬老一辈兵

团人的优良作风，忠实履行党中央赋予的维稳戍边神圣使

命，努力为兵团更好履行职责使命，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

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以一流作风推进新时代兵团事业不断

迈上新台阶。

当好“贴心人”

夜已深，但六师军户农场三连连长韩岩虎办公室的灯

还亮着，一天的忙碌还未结束……韩岩虎这个连长，是连

队职工投票选出来的，所以他深感责任重大，“可不敢辜负

了大伙儿的信任！”

“连队职工打算种植甜菜、制种玉米等作物，不愁销

路，但劳动力不足，得上门帮忙协调解决……”打开笔记

本，是他列出的计划，全部都和连队的职工有关。今年春

耕期间，韩岩虎和连队管理委员会其他成员一起，为职工

提供田间技术指导、农机协调以及农资调配等服务。职工

要是有事找他，去田间地头，一准儿能找到。

韩岩虎的故事，是深化团场综合配套改革的一个缩

影。兵团把民主选举连队管理委员会作为团场综合配套

改革的重要任务，加强和创新连队民主管理，改委任制为

选任制，在一线职工中民主选举产生连队管理委员会。同

时，兵团以连队民主选举为基础，规范连队民主决策的基

本程序，职工参与连队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大大增

强，连队党支部在职工中的威望明显提高。

如今，连队“两委”成员认真当好职工群众的“服务

员”，成为职工群众的“贴心人”，在带领职工群众增收致

富、解决农业生产难题、改善人居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农忙时，他们在地里指导农业生产；农闲时，他们在

职工家里，嘘寒问暖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说起连队

“两委”，六师一〇二团四连职工赵洪顺赞不绝口，在连队

“两委”的带领下，2020 年该连 60 多户年收入超过 20 万

元，有 20 多户超过 50 万元。

搭起“连心桥”

十四师皮山农场九连位于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

漠南缘，曾是兵团深度贫困连队。这几年，九连变化喜

人。连队有了托幼所，适龄幼儿可以就近入学了；职工有

了稳定收入，2020 年人均收入近 1.5 万元，比 2018 年翻了

两番……

这一切都离不开兵团司法局“访惠聚”（访民情、惠民

生、聚民心）驻连工作队的努力。这些年，他们和连队“两

委”一起理思路、定措施，因户因人施策，多举措助力贫困

户脱贫致富。

在天山南北，还有很多这样的驻连（村）工作队。2018
年，兵团党组织聚焦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推进“访惠聚”

驻连（村）工作常态化长效化制度化。6 年来，兵团先后向

基层基础薄弱的 750 个连队（村）和邻近自治区地方村选

派干部 12334 名，驻点开展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兵团各驻连（村）工作队聚焦热点难

点和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提供便民服务、改善基

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工作举措，切实为群众办实

事好事，以实际行动温暖群众、凝聚力量。2019 年底，兵

团提前一年实现深度贫困团场全部摘帽、贫困连队全部

退出、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同时，兵团各级党委坚持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作为

“访惠聚”驻连（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主体作用和驻连（村、社区）工作队、第一书记的传帮带作

用，打造“带不走”的工作队，筑牢基层战斗堡垒，增强了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组织力。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今年以来，兵团各级机关和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党委关于作风建设的部署要

求，牢固树立“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理念，持续完善各项

制度，坚定不移推动机关作风建设走深走实。

2021 年 2 月，兵团召开兵直机关动员部署会议，启动

机关作风建设“能力提升年”工作。

会议召开以后，兵团部门迅速行动，结合部门干部队

伍能力现状，制定了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贯彻落实举

措。组织部围绕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制定作风建设

“能力提升年”20 条具体措施，着力打造模范部门和过硬

队伍；商务局制定《兵团商务局“能力提升年”实施方案》，

明确责任领导和责任处室；住建局实行能力提升“一帮

一”，对机关干部能力现状进行分析梳理……

基层看机关，群众看干部。二师铁门关市制定为基层

减负增能 16 项清单，牢固树立凭能力用干部、以实绩论英

雄的鲜明导向，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务实担当、恪尽职守。

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做到“一窗办、一网办、简化

办、马上办”，职工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

为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今年 3 月以

来，七师一二三团设立争先创优光荣榜，每月对机关党员

干部进行综合评比，把评比结果作为年底绩效考核的重要

依据，提高党员干部工作效率和服务职工群众水平。

通过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兵团各级机关党员干

部的精气神更足了，工作执行力更强了，作风更加务实

了。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担当与责任，统筹推进高标准

高质量高效率推动各项部署落实落地，推动兵团工作再

上新台阶。

党建引领发展 忠实履行使命
本报记者 杨明方 阿尔达克

清华大学博士生魏宇杰进疆六年了。2015 年 8
月，他告别清华园，只身来到乌鲁木齐。后来，他来

到南疆任兵团第三师五十一团党委副书记、团长，在

脱贫攻坚主战场挥洒青春和汗水。

魏宇杰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每一个

清华学子耳熟能详的铿锵誓言。2017 年 11 月，他被

选调到兵团党委团场改革办工作。“既然选择了西

部，就要勇往直前。”魏宇杰带领组内 10 名同志每天

加班，连续 8 个月，每周休息不到半天，以出色的工

作成绩赢得了认可。

2018年 11月，魏宇杰被派到南疆兵团第三师五十

一团工作。五十一团是国家级深度贫困团场，也是南

疆师团中人口最多的团场，当时建档立卡贫困户占兵

团贫困人口的 44%，是兵团脱贫攻坚的“坚中之坚”。

“群众最关心的还是如何增加收入。”魏宇杰开

始一家一家地了解情况，把群众的需求一条一条记

录下来。

稳定就业是“牛鼻子”，被放在首要位置。魏宇杰

与团党委班子决定，利用废旧厂房办起纯净水厂、生活

纸厂、防冻阀厂、馕厂、红柳烤肉厂，让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打工，既能赚钱有收入，又能照顾老人孩子。

学前教育是五十一团的“短板”。其中，师资力

量薄弱是最突出的问题。2019 年 6 月，魏宇杰通过

清华校友会了解到，清华幼教资源中心正在新疆大

力开展帮扶工作。经过多方协调和努力，一个月

后，五十一团与清华幼教资源中心达成合作协议，

引入清华幼教中心的先进管理办法、科学保教理念

和优质教学资源。这两年，五十一团在各方面都有

了让人欣喜的变化。在冒着沙尘勇往直前的日子

里，魏宇杰和各族群众打交道的能力提升了，与群

众的感情距离更近了。

“每当夜深人静，我都在想，来到兵团工作，最大

的收获就是精神上的富足。”魏宇杰说，如果时光倒

流，他依然会选择来新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魏宇杰——

到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去
本报记者 杨明方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

头，凝聚着中华儿女‘不做亡国奴’的怒吼……”5 月

31 日，升旗仪式结束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一

师新疆建咨集团“国旗下的微党课”第六讲《几度沧

桑 国歌诞生》如期开讲。全体党员在主讲人李江深

情讲述下，重温国歌的诞生过程。

“国歌唱出了亿万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愈挫愈勇

的心声，不断激发出广大人民群众一往无前、自强不

息的精神。聆听国歌的诞生过程，在场人员无不心

潮澎湃，为伟大祖国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取得的辉

煌成就感到无比自豪。”建咨集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樊晓丽说。

随后，两位党员带着饱满的热情，为大家诵读了

红色经典作品《我的祖国》。“通过红色作品，我们可以

更好地了解我们党一路走来的艰苦历程，进一步增强

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诵读者吴涛说。

“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全体党员唱响红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这期微党

课在洪亮的歌声中结束了。

建咨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少军介绍，从 4 月

19 日开始，建咨集团利用每周一升国旗时间，开展国

旗下的“微党课”活动，各单位党支部书记依次在每周

一升国旗时讲“微党课”，并开展红色经典诵读、红歌

嘹亮等活动，让学习“实”起来，让形式“活”起来，使党

史学习教育深入职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建咨集团将以党史学习

教育为契机，昂扬拼搏，不吃老本、再立新功，打造高

质量现代化企业。”王少军说。

第十一师新疆建咨集团——

国旗下的微党课
本报记者 阿尔达克

行走天山南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辖的 14 个师市、

100 多个农牧团场和建制镇，坐落在广袤的新疆大地上。

兵团是一部厚重的书，它的底色是红色。

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有一座“渤海教导旅纪念馆”。

它记录了时代变迁，传递出改革创新的气息：过去的农二

师，艰苦创业、开拓进取，迎来开都河畔第一春；今天的二

师铁门关市，奋力改革、求新求变，续写改革开放新篇章。

兵团六师五家渠市是闻名遐迩的“亮剑之师”。这里

有“将军街”“将军府”，还有一座由向守志上将题写馆名的

“将军纪念馆”。纪念馆集中展现了 90 多年来六师五家渠

市的光荣历史和前身部队走出的 124 位开国将帅、革命志

士，为中华民族解放、新中国成立而奋斗的光辉历程。一代

代兵团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永不换防、永

不退伍，在亘古荒原上筑就一座生态文明之城。

在美丽的军垦名城、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中心点，一

栋绿树覆盖的红砖楼房，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所在地。

这里最早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创业时办公旧

址，后来曾作为兵团农八师师部。一幅幅历史图片，生锈

的农具、机器和汽车等珍贵展品，是兵团精神的缩影。兵

团人勤劳朴实、无私奉献，在戈壁荒滩上建立一个个绿洲，

像夜明珠镶嵌在新疆广袤的土地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碑，耸立在昆仑山北

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兵团第十四师四十七团老兵镇

广场上。纪念碑的红色部分，由南向北看，形似一把犁；由

南向北看，形似一把盒子枪，寓意沙海老兵仗剑扶犁、屯垦

戍边的英雄壮举。

位于四十七团老兵镇西边的沙海老兵村，真实记录了

老兵和他们的后代从居住地窝子到住草把子房、砖房，再

到住楼房的变化，是老兵屯垦戍边生活变化的历史见证，

也是几代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历史见证。

勤劳朴实 无私奉献
杨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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