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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阳高照，天空湛蓝，白云朵朵。兵团第八师

石河子市一四三团农一连，棉田一直延伸到山

边。高温时节是棉花的生长旺季，棉花长势喜人，

再过一个多月，这里将变成洁白一片。

“这块地 320 亩，种的是新品种。”农一连党支

部书记黑胜利说，“我们的棉花种植技术非常先进

——无人驾驶农用机械精量播种，一穴一粒；膜下

滴灌技术，让浇水、施肥、打药一次完成；收获用的

是国产大型采棉机。已经实现全过程机械化。”

相距不远的九连绿色有机蟠桃种植示范园

内，果农倪泽寒和老伴正忙着摘桃子，“现在每天

卖 100 多公斤，主要是零售，供不应求！”倪泽寒脸

上笑容灿烂。公路从桃园旁经过，路边建有销售

亭，往来游客络绎不绝。

“示范园共有 400 余亩，我承包了 15 亩，种了

7 个品种，一亩地年收入 1 万多元。此外还种了 30
亩制种玉米，去年家庭收入约 20 万元。明年还想

扩大桃园面积，也准备学习线上销售。”倪泽寒说。

当年的戈壁滩，经过兵团几代人艰苦奋斗，如

今已变成万亩良田，该团团部所在地还被命名为

花园镇。随着近年来大力发展商贸物流和文化旅

游业，职工收入节节攀升。一四三团党委副书记、

副政委康君说：“去年职工人均收入 9.7 万元，目前

正在建设铁路空港综合物流园。”

“居民区布满小花园，健身步道随处有，几乎

每家都住楼房、开汽车。”一四三团职工杨雪说，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兵团精神，用自己勤劳的双手

把团场建设得更加美丽。”

戈壁滩上 美丽团场
本报记者 韩立群

“我种植的薰衣草品种多，从 6 月到 10 月都能

观赏。”7 月 21 日，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六十六

团八连职工葛胜利站在田埂上，拿起手机与重庆

网友拉起家常。

第四师可克达拉市是世界三大薰衣草产地之

一，也是我国最大的薰衣草种植基地。从 1964 年

开始，第四师试种薰衣草，成功选育出多个薰衣草

新品种，收集和创新薰衣草种质资源 170 多份，建

立起我国最大的薰衣草种质资源圃，填补了我国

薰衣草种质资源收集空白。

2003 年，葛胜利在连队第一个迈出“薰衣草

种植+观光旅游”的发展脚步，刚开始年收入不足

1 万元。随着薰衣草产业不断发展完善，现在年

收入已达 30 万元，葛胜利一家依靠薰衣草种植、

观赏、深加工产业，日子越过越滋润。

2014 年 9 月，集旅游、观光、休闲、摄影、购物、

餐饮为一体的伊帕尔汗薰衣草观光园被评定为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2017 年 11 月，入选国家工业旅

游示范基地。

六 十 六 团 立 足 薰 衣 草 观 光 游 ，不 断 完 善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通 过 大 力 支 持“ 旅 游 + 民 宿 ”的 产

业发展模式，助力职工群众增收致富，持续推动

乡村振兴。

今 年 6 月 25 日 ，第 四 师 可 克 达 拉 市 第 三 届

伊帕尔汗薰衣草文化艺术节开幕，当天旅游接

待 人 数 突 破 1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20
万元。

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薰衣

草精油及精油添加型护肤品，进一步挖掘薰衣草

的经济价值。2020 年 7 月，公司通过混合所有制

改革，引进山东福瑞达医药集团投资。“未来，双

方将在生物制药、化妆品、文化旅游等方面进行

全面合作，推动薰衣草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伊

帕尔汗公司总经理饶良波说。

薰衣草香 致富路开
本报记者 胡仁巴

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在南疆

“第一人口大县”莎车县县城西北十几公里，就是

布古里沙漠。在沙漠腹地，静静矗立着一个“团

龄”刚满 4 年的新建团场——兵团第三师五十四

团兴安镇。

7 月的南疆大漠，骄阳似火。机耕道、排碱

渠笔直延伸，一侧是满目黄沙、沙丘连绵，另一侧

却是如茵绿毯，远观像“草原”，近看似“韭菜”。五

十四团兴安镇党委书记、政委陈军说，这是一种适

合在荒漠中生长的经济作物油莎豆，有“地下核

桃”之称。

五十四团兴安镇是兵团精神的生动注脚。在

团场党委的带领下，几千名职工群众撸起袖子加

油干，向沙漠腹地推进数公里，让 4 万多亩漫漫沙

丘变成良田，其中半数田地种植油莎豆。

五十四团兴安镇曾尝试种植棉花、小麦、玉米

等农作物，收成都不理想。如何兼顾产业发展与

生态平衡？“油莎豆浑身是宝。”陈军娓娓道来，“油

莎豆的茎叶是上乘的饲草饲料；果实味道香甜，可

生食、炒食、榨油；榨过油的饼粕可加工成糕点，也

可提取优质淀粉、纤维素；余下的粉渣是很好的精

饲料……”经过引进试种，耐沙性土壤的油莎豆落

地生根。“这种一体多用的新型作物，对于治沙、治

荒、土壤改良，以及发展养殖业、带动职工群众增

收，都具有重要意义。”

向沙漠进军，向沙漠要效益。如今，团镇油莎

豆种植面积从最初的 2000 亩增至 2 万多亩。团镇

构建起以油莎豆资源为核心的油莎豆标准化种植

基地、油莎豆种业基地。通过招商引资，打造油莎

豆产业园，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大漠深处 “草原”万亩
本报记者 杨明方

“小朋友嬉戏玩耍，大人谈天说地，处处洋溢

着阳光、健康的气息。”7 月 23 日，来自海南的游客

刘洋行走在兵团第十二师五一农场头屯河谷森林

公园里，感受着兵团五一新区的魅力。

要不是听当地群众说起来，游客们很难想象，

3 年前这里垃圾遍布、污染严重。

长 达 190 公 里 的 头 屯 河 ，河 道 治 理 是 个 大

难题。怎么办？头屯河的变化，必须从机制开

始 。 以 河 长 制 为 抓 手 ，乌 鲁 木 齐 市 、昌 吉 回 族

自治州与兵团第十二师、第六师等地多次组织

联 合 执 法 ，实 现 了 多领域、多部门联防联动，终

于形成了头屯河治理的“合力”，奏响了“绿色交

响曲”。

第十二师党委以兵地融合发展为目标，与昌

吉州共同开展头屯河综合治理，坚持兵地总体规

划一体制定，区域规划统筹协调，统筹编制兵地国

土空间规划。

兵地还共同调整了 5500 亩土地用于环境综

合整治。如今，头屯河治理项目完工，头屯河谷新

增绿化面积 1 万余亩，造就了万亩“绿心”、千亩花

海，形成新的城市绿肺。原来的“头疼河”现在被

沿岸人民亲切地唤为“幸福河”。

如今，作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的头屯河谷森

林公园，更成为游客和周边民众休闲观光的好

去处。

“下一步，第十二师将加快推动兵地在

交通体系、水利资源、电力网络、城镇建

设等各方面的共建共享，建立完善兵

地统一的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切实

让兵地融合发展成果惠及兵地

职工群众。”第十二师党委副

书记、师长侯国俊说。

兵地融合 绿色交响
本报记者 胡仁巴

曾经，这里千里戈壁，满

目 荒 凉 ；如 今 ，这 里 开 放 繁

荣，文明宜居。无论处于什

么样的环境，家国情怀一直

深植于兵团人心中，为兵团

维 稳 戍 边 事 业 提 供 不 竭

动力。

“新形势下，兵团工作只

能加强，不能削弱。做好新

疆工作，必须把兵团工作摆

在重要位置，在事关根本、基

础、长远的问题上发力。要

发挥好兵团调节社会结构、

推动文化交流、促进区域协

调、优化人口资源等特殊作

用，使兵团真正成为安边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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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

察时强调。

聚焦履行职责使命，兵

团加快设市建镇工作，至今

兵 团 管 理 的 城 市 已 增 至 11
座 ，建 制 镇 超 过 56 个 。 如

今，兵团城镇综合承载力和

辐射带动能力明显增强，一

座座军垦城镇，成为维稳戍

边的坚强堡垒、各族群众安

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3
个工作日，登记注册 1 日办

结，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当

场（即时）办结……兵团不断

健全和转变“政”的职能，深

化“放管服”改革。营商环境

不 断 优 化 ，2021 年 ，兵 团 辖

区 新 登 记 市 场 主 体 44208
户，比上年增长 26.2%。

2017 年 9 月 29 日，兵团

生产的第一根光缆问世，这

是兵团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大突破。一批科技

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

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企业正在兵团

大地崛起。

石河子花园机场、图木舒克唐王城机场、阿拉尔塔

里木机场通航，图木舒克铁路、阿克苏至阿拉尔铁路开

通运营，阿拉尔至图木舒克公路、甘莫公路等一批重点

工程、战略通道和垦区干线道路相继建成投用……兵

团步入立体交通时代。

从团场到企业，从工业转型到交通发展，从产业

聚集到制度革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推动形成以城镇化为载体、新型工业化为主导、

农业现代化为基础的发展新局面，一系列日新月异

的变化共同汇聚成新时代维稳戍边的支撑和保障。

新征程、新蓝图，兵团正勇毅前行，忠诚履行职责

使命，续写维稳戍边新篇章，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

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疆贡

献兵团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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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兵团第四师七十九团风光秀丽。

王新平摄

图②：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女民兵在

进行拉练。 刘笑天摄

图③：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小学的学

生表达爱国之情。 周国福摄

图④：兵团第二师二十一团职工驾驶

农机收获辣椒。 李嘉成摄

①①

③③

④④

瓜 果 飘 香 时 节 ，从 阿 拉 尔 塔 里 木 机 场 起 飞

的航班上，每天都有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的新

鲜 果 品 被 运 往 乌 鲁 木 齐 ，随 后 转 运 至 其 他 城

市。“早上新摘的水果，当天就能送到全国各地

消 费 者 面 前 。”阿 拉 尔 塔 里 木 机 场 副 总 经 理 康

雄说。

截至 7 月 16 日，阿拉尔塔里木机场通航“满

月”，共计保障航班 202 架次，旅客吞吐量达 15284
人次，货邮吞吐量 1610 公斤。

近年来，阿拉尔市不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力度。5 年来，阿拉尔市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

资超 100 亿元，已经建成了塔中沙漠公路等 6 条对

外联通的重要公路。随着铁路和机场的建成投

用，阿拉尔市立体交通格局正式形成。

便利的立体交通，助力当地经济发展走上快

车道。很多当地企业表示，产品外运方便快捷了，

成本也在下降。

今年 1 月，阿克苏至阿拉尔铁路全线开通运

营。阿拉尔青松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产品从阿拉

尔发车，既提高了货物运输效率，又降低了运输成

本，“截至 6 月底，阿拉尔铁路货场发运了近 5000
吨我们公司的聚氯乙烯，和以前相比，每吨能节省

20 元运费。”该公司销售经理李忠新说。

随着交通越来越便利，第一师十一团逐渐发

展成为现代特色林果业示范区和鲜食水果优生

区，种植了冬枣、西梅、樱桃等特色林果。十一团

十三连职工余国振 2016 年由种植红枣改种特色

林果，完成了从卖干果到卖鲜果的转变，“每亩地

能 增 加 上 千 元 收 入 。”幸 福 的 笑 容 挂 在 余 国 振

脸上。

立体交通 助力发展
本报记者 李亚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