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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篇兵团篇

从亘古荒原到绿洲良田，是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谱写的新中国屯垦戍边壮丽篇章。党的十八

大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中央的决策

部署为行动指南，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深化改革，

兵地融合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农业生产体系不断

完善。

今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强调，

兵团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在实现新疆工作总目

标中发挥更大作用。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将指引

新时代的兵团矢志履行职责使命，努力形成新时

代兵团维稳戍边的新优势。

聚力深化改革，塑造体
制机制新优势

7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第八师石河子

市一四三团和一线职工交流。“地都承包到职工了

吧，确权到位了吧？”总书记牵挂的是正在推进的

兵团改革。

改革如潮涌，后浪推前浪。如果将过去五年

的兵团事业比喻为一首交响乐，那么深化改革一

定是这恢宏乐章中的主旋律：健全和转变“政”的

职能、国资国企改革、团场综合配套改革……一系

列深化改革措施不断增强兵团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活力。

2018 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授予兵团行

政职能和行政执法权 3511 项，兵团“政”的职能进

一步健全，行政管理更加规范，基层治理和社会服

务更加有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

显提升。

为彻底改变政企不分，兵团近 1800 家团办企

业与团场行政分离，自主经营，兵团“企”的市场主

体地位进一步确立，国资国企改革取得阶段性成

果。截至 2021 年底，兵团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5929
亿元，同比增长 4.98%，国有企业的作用更加重要。

经过改革，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

效 益 快 速 提 升 ，从 籍 籍 无 名 的 小 微 企 业 跃 升 为

在 全 国 消 费 者 中 都 叫 得 响 的 品 牌 。 2021 年 ，天

润 乳 业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21.1 亿 元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19.32%。

充分发扬民主，选好连队两委；国有农用地确

权登记颁证，激发职工群众生产经营积极性；全面

取消“五统一”，将生产自主权交给职工群众……

五年来，兵团团场综合配套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农

牧一线职工收入较改革前增长 32.2%。

第二师铁门关市二十四团五连的铁门关市职

工 门 沅 峥 的 番 茄 地 里 ，已 经 挂 满 了 沉 甸 甸 的 果

实。“我们合作社今年试种了 160 多亩番茄，番茄苗

刚移栽进地里，就与公司签了收购订单，一亩地纯

利润有 1.5 万元。”门沅峥说。

以前种什么、怎么种、卖给谁都得等行政指

令，门沅峥说，团场综合配套改革实施以来，职工

都是自己说了算，大家种地舍得投入，田间管理也

更加细致。

团场改革后，职工在农业生产中有了更多的

自主权，利益得到了最大保障。但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要想发挥出优势，还得抱团发展，合作社就

成了职工的首选。

周润是第八师石河子市石河子总场北泉镇鸿

兴翔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目前，合作社有 523
户社员，拥有各类农机具 180 多台，耕地面积 54700
亩。”周润说，职工自发进入合作社后，土地仍然归

属职工承包，合作社通过市场化手段统一采购农

资 ，统 一 提 供 农 机 服 务 ，鼓 励 大 家 标 准 化 种 植

棉花。

2021 年，该合作社社员比普通职工在农资和

农业机械作业上每亩节省费用 70 多元。统一棉种

后提高了棉花品质，该合作社棉花每公斤销售价

高于市场价 0.2 元。

兵地一盘棋，融合走出
共同发展之路

盛夏的第八师石河子市绿意盎然，如翡翠镶

嵌在祖国边疆大地。7 月 13 日，在石河子市一四

三团花 园 镇 广 场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深 情 嘱 托 ：“ 要

深化兵地融合，建设一个美好幸福家园，过上幸

福美好的日子。”

兵地一盘棋、兵地一家亲。党的十八大以来，

兵地融合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兵地之间交往交流

交融日益密切。

比邻而居，兵地双方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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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第八师石河子市和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

相距 15 公里，隔河相望，两地群众在交通、教育、医

疗等方面互联互通，共享融合发展成果。2020 年

10 月 8 日，石玛大桥建成通车，两地直线连通，通

行时间缩短至 5 分钟，交流交往更加频繁。

今年 5 月 28 日，第三师四十六团—艾力西湖

镇公路建成通车，线路中的叶尔羌河特大桥是该

区域内唯一的交通桥。“没有大桥之前，我们想去

河对岸只能绕路，要多走 30 多公里。”喀什地区莎

车县艾力西湖镇居民阿来·赛力克说，现在开车几

分钟就能跨过大河。一座桥让各族群众出行更方

便了、农副产品卖得更好了、兵地联络更紧密了。

去年，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和喀什地区等地开

展兵地教育系统“手拉手”结对帮扶活动，师市 66
所学校与就近县乡小学建立帮扶关系，与喀什地

区各县乡互派教师结对交流，并积极开展各类帮

扶活动 58 次，有效推动兵地教育资源共享。

第九师一六一团和塔城地区裕民县相邻，自

2019 年兵地联合创建小白杨国家 5A 级文化旅游

景区以来，一六一团依托旅游资源优势，促进乡村

振兴，使旅游产业成为拉动兵地群众共同致富的

新引擎，兵地群众共享融合发展带来的红利。

产业融合在增强兵地之间联系、打破区域间

壁垒中发挥着独特作用。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和喀

什地区巴楚县毗邻，多年来，图木舒克市积极推进

与巴楚县兵地融合发展试验区示范区建设工作，

以 产 业 融 合 为 切 口 ，凝 心 聚 力 深 化 兵 地 融 合 发

展。图木舒克安欣牧业有限公司 100 多名在职员

工中 60 多人来自巴楚县，还在巴楚县建立了全资

子公司，通过产业化合作，带动当地 100 多户群众

参与养殖。

各地打造兵地融合发展试验区、第十二师主

动融入乌鲁木齐市“一港五中心”建设……在融合

发展的道路上，兵团处处展现新气象。

发 展 现 代 农
业，强化农业科技和
装备支撑

每年春季，兵团的棉花地里都会上演

让网友直呼“治愈强迫症”的画面：所有的播

种机都应用了北斗导航和无人驾驶技术，棉

花播种的株距和行距误差不超过 2%。这是兵

团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缩影。

7 月正是棉花的花铃期，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八

师一四三团考察调研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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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粮

棉油、果蔬生产等方面优势明显，要在保障我国粮

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近年来，兵团农业生产体系不断完善，农业机

械装备结构不断优化，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

支撑。截至 2021 年底，兵团种植业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达 95.3%，居全国领先水平。

兵团从垦荒起家，随着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

高，昔日新疆沙漠边缘、边境一线的兵团垦区，早

已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三大示范基地”。

目前，兵团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田、土、水、

路、林、电、技、管”8 个方面，近 3 年投资逾 50 亿

元，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1163 万亩。第一师十团

十五连棉花种植户毛成昌细数田间地头的新变

化，“以前地块分散、道路不通，浇地全靠抽水机，

既浪费水，地还浇不透，现在机械连片耕作，采用

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省时省力还省水。”兵团第八

次党代会报告提出，今后五年力争高标准农田占

比超过 70%。

目前兵团以大田滴灌节水技术为主的高效节

水灌溉面积已达 2061 万亩，占总灌溉面积的 83%，

年节水量超过 10 亿立方米，相当于一年“省”出喀

纳斯湖近 1/5 的水量。兵团膜下滴灌技术已走出

国门输出到 18 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棉花看新疆，新疆棉花看兵团。2021 年，

兵 团 棉 花 播 种 面 积 1305.20 万 亩 、产 量 208.32 万

吨。兵团以全国 28.73%的棉花播种面积生产了全

国 36.35%的棉花。2021 年是兵团“棉花质量提升

年”，通过强化棉花产业链质量协同管理，全面加

强选种、田管、采收加工重点环节监管，在选种上

推行“一主两辅”，确保棉花品种的整体性一致性

等，皮棉单产达 160 公斤，位列全国第一，棉花全部

6 项质量指标中，平均长度、马克隆值等 5 项指标

均为全国第一。

近年来，兵团着力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不断补齐农业发展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

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截至 2021 年底，兵团拥有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135 家，其中 22 家国家级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和 5203 家农工专业合作

社带动 16.6 万名职工群众增收。

农业是兵团的基础产业和优势产业，也是兵

团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兵团第八次党代会报

告提出，将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培育更多优

质农业品牌和产品，在全面推动农业大提质中

全面拓宽职工群众增收空间，有力推进乡村

振兴。

下图：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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