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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践

行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激励各级干

部在新时代扎根边疆、奉献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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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傍晚，走进乌鲁木齐国际机场西边、头屯河

岸边的兵团第十二师头屯河谷森林公园，清风徐徐，绿

树成荫，不少居民正在休闲散步。很难想象，两年前，

这里还是乱石裸露，环境脏乱差。

头屯河是乌鲁木齐市与昌吉回族自治州的行政界

河。由于历史原因，头屯河管理秩序混乱。尤其是上

游建成水库以后，下游河道来水减少，缺乏治理，一度

被称为“头疼河”。

2019 年，兵团第十二师启动头屯河沿岸综合治理

项目，致力将头屯河沿岸打造成生态修复示范区、产业

集合发展集聚区、城市形象展示区。

铺就绿色底色。在头屯河谷生态治理和绿化过程

中，十二师重点加强生态修复，实施水、草、林、土壤等

全方位生态整治，改善区域小气候。目前，头屯河谷新

增绿化面积 1 万余亩，300 万株树木、150 余种植物，绘

就万亩绿心、千亩花海，形成新的“城市绿肺”，实现绿

脉贯通。

绘就富民长卷。第十二师党委以头屯河生态治理

为抓手，全力推进休闲观光农业升级，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积极推进田园综合体建设，打造一批都市休闲目的

地、特色小镇，将分散的旅游景点串成线，构建多元化、

休闲化的城郊型旅游产品体系。

“我们一连就在头屯河谷公园 26 公里滨河徒步道

的起点。在生态优先的前提下，一连职工合作社决定

打造金海棠田园综合体，以河谷公园为依托，吸引更多

人来我们这里休闲、采摘、观光、度假。”十二师五一农

场一连党支部书记叶建忠说。

传播红色文化。夜幕落下，头屯河谷森林公园变

得流光溢彩、华灯璀璨，十二师主办的“永远跟党走”大

型红色主题灯光秀吸引游客驻足。

“十二师还将持续在头屯河谷森林公园注入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映兵团红色历史、彰显新时代蓬

勃向上精神的元素，将这里打造成一个传播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弘扬兵团红色文化、共铸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主流文化阵地。”十二师党委书记、政委王炳

炬说。

头屯河变成幸福河
程 煜 阿尔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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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犁河畔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

市的新居里，92 岁的老军垦闫欣秋轻声哼唱着经典名

曲《草原之夜》。

可克达拉位于新疆伊宁市以西 50 公里，原本是一

片荒草丛生、鼠洞遍布的荒原。是谁让可克达拉变了

模样？“是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几代兵团人。”闫欣

秋说。

闫欣秋是山西人。 1949 年初，他在太原报名参

军，后跟随部队来到新疆。后来，闫欣秋从一名现役

军人变为军垦战士。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这里沙丘

连绵，风沙肆虐，他和战友们吃的是苦野菜，住的是

“ 地 窝 子 ”。 环 境 的 恶 劣 、物 资 的 匮 乏 ，都 没 有 让 他

们退缩，越来越多满怀豪情的年轻人加入到军垦队

伍中，其中就包括与闫欣秋相恋 8 年、当时人在山西

的闫秀珍。

“她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有大专学历。 1957 年，

她放弃在城市的工作机会，义无反顾来到新疆，我们

就成婚了。”闫欣秋记得，婚后第二天，闫秀珍就干起

了农活，成为他们所在生产连队文化程度最高的新

农工。

1958 年秋，八一电影制片厂纪录片摄制组赴兵团

拍摄一部反映军垦战士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彩色纪

录片。年轻的曲作者田歌谱写一曲《草原之夜》，成为

纪录片《绿色的原野》主题曲，被广为传唱。

“秀珍特别喜欢唱《草原之夜》，在连队表演完后还

教别人唱。”闫欣秋说起他的爱人，眼里满是幸福。“后

来，闫秀珍被调入学校，从教师到校长，培养教育了几

代兵团人。遗憾的是，她积劳成疾，过早离世，没能看

到在我们当年拓荒的土地上，如今已经建起一座美丽

的新城——可克达拉市。”闫欣秋感慨万千。

“献了青春献终身 ,献了终身献子孙。”闫欣秋离休

后，并没有停歇奋斗的脚步。他与人合著了自传体小

说《可克达拉之恋》，展现老一代军垦人无私奉献的精

神。如今，他还经常与六十六团“老百姓宣讲团”成员

一起走进连队、社区、学校，用小故事讲述大道理，采取

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宣讲。他像胡杨一样把根牢牢扎

在祖国边陲，用心血和汗水书写着大爱。

可克达拉

真的变了模样
本报记者 杨明方 阿尔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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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皑皑天山，巍巍昆仑；茫茫戈壁，

漫漫大漠。在祖国的西陲，有这样一

支特殊的队伍：他们不拿军饷，不穿

军装，永不换防。这支队伍，就是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

2014 年 10 月 7 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在致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成立 60 周年的贺信中指出：“几代

兵团人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

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扎根

新疆沙漠周边和边境沿线，认真履行

党和国家赋予的职责，切实当好生产

队、工作队、宣传队、战斗队，充分发

挥建设大军、中流砥柱、铜墙铁壁作

用，在开发建设新疆、增进民族团结、

推进社会进步、巩固西北边防等方面

作出了重要贡献。”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三 次 中 央 新 疆 工 作 座 谈 会 上 强 调 ：

“要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践行

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激励各级干部

在新时代扎根边疆、奉献边疆。”

把戈壁变成良田，
把荒漠变成绿洲，用热
血铸就对祖国的忠诚

1954 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成立，拉开了新中国屯垦戍边历史伟

业 的 序 幕 。 他 们 扎 根 边 疆 、无 私 奉

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把戈壁变成

良田，把荒漠变成绿洲，用热血铸就

对祖国的忠诚，谱写了一曲曲建设祖

国、保卫边疆的壮歌。

67 载春华秋实，67 载艰苦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兵团精

神”板块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那段激

情燃烧的岁月。展板上，兵团战士挥

舞镐头，在戈壁荒原上开垦耕种，展

现出战天斗地的豪情。“当年没有现

在那么多先进的生产工具，挖渠开荒

都是肩挑背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师老军垦人杨飞鹏回忆，兵团成

立初期，没有油和柴，就用盐水掺着

苞谷面凑合吃，冬季还要从外地运大

白菜和萝卜。“上班一担肥，下班一担

草，中午打沙枣，晚上围着火炉剥棉

桃”是他们每天真实的生活写照。

“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水、不与

民争地”，兵团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驻

地选择在风头水尾、沙漠边沿和边境

沿线。兵团第十师一八三团驻地，气

候 极 其 恶 劣 ，冬 季 长 达 5 个 半 月 之

久，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老军垦人

李莲芝回忆，有一次，连里派 4 名同

志 上 戈 壁 滩 打 柴 ，凌 晨 1 点 多 才 回

来，一名没有穿毡筒的同志的脚和棉

胶鞋冻在一起脱不下来，10 个脚趾头

全被冻坏，只能用刀子把鞋子割破。

但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兵团人

以火一样的热情屯垦戍边、接续奋斗，

让沙漠披上绿衣，把荒野变成良田。

“正是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一

代 代 兵 团 人 屯 垦 戍 边 ，成 为 巩 固 边

防、开发新疆的生力军。”新疆生产建

设 兵 团 党 委 党 校 副 校 长 王 小 平 说 ，

“兵团精神是我们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激励新疆各族儿

女共同奋斗的宝贵精神资源，必须继

承好和发扬好。”

兵团战士们辛勤耕
耘、忠诚守卫，做“永不
挪动的界碑”

“割不断的国土情，难不倒的兵

团人，攻不破的边防线，摧不垮的军

垦魂”，号称“西北边境第一团”的兵

团第十师一八五团一连房前石碑上

刻着的这段话，就是对兵团人守土卫

国的最好写照，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

深沉热爱早已化为无声的行动。

阿拉克别克河虽然只有 60 公里

长，却是中哈两国的界河。1988 年，

阿拉克别克河突发洪水，大坝决口，

3000 多 亩 耕 地 、林 带 被 毁 。 危 急 时

刻，一八五团全团迅速成立了上百人

的“敢死队”，历经 16 个昼夜的艰苦

奋战，终将缺口堵住。

时年 19 岁的二代军垦人马军武

也参加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为

了预防水灾隐患，兵团在缺口处设立

了一个水文点，马军武主动申请在此

驻守。这一守就是 30 多年。30 多年

来，马军武和妻子张正美听坏了几台

收音机，烧坏了几盏柴油灯。“一生只

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马军武

的话慷慨激昂。

类似的事迹在兵团比比皆是：为

国巡边 50 多年、总里程达 20 多万公

里的魏德友，祖孙四代接力守护边境

线的王传德，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守卫

水库 30 多年的李炳清，守护灌溉万

亩良田的水渠达 26 年的蒋兴晖……

“ 我 家 住 在 路 尽 头 ，界 碑 就 在 屋 后

头。”67 年来，在新疆漫长的边境线

上，兵团战士们辛勤耕耘、忠诚守卫，

做“永不挪动的界碑”。

“热爱祖国是兵团人的本色，也

是‘兵团精神’的灵魂和旗帜。对祖

国忠诚，对人民负责，是兵团人不变

的价值取向。”兵团党委书记、政委王

君正说。

1966 年，17 岁的上海知青姜万富

踏上了西去的火车，火车跑了 3天 4夜

才到吐鲁番，而这里离他工作的地方

还有 1500多公里。在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农三师叶城二牧场，迎接姜万富的

是低矮阴暗的“地窝子”、扑面而来的

蚊虫，冬天这里的温度低至零下 20 多

摄氏度……在这个平均海拔 3000多米

的高原牧场，姜万富工作了一辈子，凭

借精湛的技术，成功实施了 2000 多例

外科手术，无一感染，被各族群众亲切

地称为“驴背上的白衣天使”。

同来的知青后来纷纷返城，姜万

富却选择了留下。年迈的父母需要

照顾，千里之外的女儿让他牵挂，可

姜万富说：“我的医术放在上海不值

一提，大医院里有本事的医生多了去

了，但在这里，乡亲们需要我……有

我这样的医生在，就能给病人争取到

救命的时间。”

奉献已融入兵团人的血脉：终身

从事细毛羊事业、培育出“中国美利

奴”的科学家刘守仁，30 多年走了 26
万多公里、救治病人 2 万多人次的好

医生李梦桃，30 多年走遍南疆牧场、

为各族群众防治病虫害的农业专家

吴翠云……

岁月流逝，青春无悔。一代代兵

团人在平凡的工作中践行着“献了青

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忠诚

誓言。

新一代兵团人继承
和弘扬前辈留下的精神
财富，把兵团精神融入
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的
奋斗中

“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风吹

石头跑。”兵团团场大都分布在自然

条件极其恶劣的戈壁沙漠。但就是

在被一些外国专家认定为“不适合人

类生存”的严酷环境里，兵团人硬是

用自己的双手开垦出千万亩良田，建

立起座座现代化新城，构建了数千公

里生态屏障……昔日瀚海戈壁，今日

黄沙披绿、稻麦飘香、果树成行、银棉

如山……

石河子市被誉为“共和国军垦第

一城”。第一代老军垦陆振欧回忆当

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那时只有车

马店、卖馕的几户人家，除了北面芦

苇地，到处是荒滩戈壁。”第一代兵团

人喝盐碱水、睡“地窝子”，人拉肩扛、

挖渠引水、改造苇湖、开垦荒地，在荒

无人烟的大漠之边打造了一座现代

化新城。如今，石河子市碧水绕城、

绿意盎然、鸟语花香，绿荫掩映座座

现代化厂房。石河子崛起为新疆重

要工业基地，享有“戈壁明珠”的美

名。“石河子从一张白纸起家，发展到

现在，靠的就是兵团人艰苦奋斗、开

拓创新的精神。”陆振欧感慨地说。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新疆兵

团军垦博物馆，一件补了 296 块补丁

的军大衣令参观者为之动容。这件

“镇馆之宝”是军垦战士艰苦奋斗、牺

牲奉献精神的见证。几代兵团人正

是秉持这种精神，创造了令人刮目相

看的发展奇迹：新疆每 3 亩耕地中有

1 亩是兵团开垦的；新疆粮食产量的

19.9％、油料产量的 30％、甜菜产量

的 44.5％来自于兵团。全国最大的

棉花生产基地在兵团，兵团棉花单产

多年保持全国纪录。

60 多年来，兵团人治理了数十条

河流，修建了上万项水利工程，栽种了

上亿棵树，在万古荒原、戈壁、沙漠中

建起了近 200 个大小城镇和一个个花

园式的农场，创造了人进沙退的奇迹。

今天，新一代兵团人继承和弘扬

前辈留下的精神财富，把兵团精神融

入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的奋斗中。

在脱贫攻坚一线，处处闪耀着新

一代兵团人的身影。清华大学博士

生、现任兵团党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处

处长魏宇杰曾在南疆兵团第三师五

十一团工作了近 3 年。他和同事们

利 用 废 旧 厂 房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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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个国家

级深度贫困团场顺利脱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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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抗击疫情一线，处处挺立着新

一代兵团人的身姿。2020 年 2 月，石

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0 名

骨干组建救援队驰援武汉，收治患者

1760 人，治愈患者 868 人，实现了住

院 患 者 零 死 亡 、舱 内 医 护 人 员 零 感

染、出院患者零复发。石河子大学医

学院基础医学系学生林雨谦说：“老

一辈兵团人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光

辉历程令人钦佩和鼓舞，我们会继承

发扬老一辈人的光荣传统，不畏艰难

险阻，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光和热。”

在融合发展道路上，处处诞生新

的创造。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主

动参与喀什地区“一市两县”轨道交

通 项 目 建 设 ，通 车 及 在 建 公 路 里 程

达 465 公 里 ，惠 及 近 70 万 名 兵 地 群

众 ；第 八 师 石 河 子 市 与 玛 纳 斯 县 共

同 投 资 4.9 亿 元 ，建 设 横 跨 玛 纳 斯

河、连通两地的石玛大桥，打通了新

的交通渠道……

兵团精神代代相传。今天，青年

一代像先辈们一样义无反顾，“到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新疆的发展，

为祖国的边防继续贡献青春与热血。

传承兵团精神 扎根奉献边疆
本报记者 张 贺 杨明方 郑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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