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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为立竿见影的是建立生产建设兵团，集国家之力，有计划大规

模地开垦宜农荒地。1952 年，中央军委命令驻新疆部队和工程

建设部队的一部分将士，就地转业为农业建设部队和工程建设

部队，以担负起边疆经济建设的任务。

1954 年 10 月 7 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标志着新

中国军垦事业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是一种屯垦戍边、寓兵于民、

平时务农、战时出征的新型屯田模式。此后，全国相继有 15 个

省份建立了军垦、农垦农场，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农副

产品，有力保障了新中国初期的粮食供给和肉、蛋、奶等副食

品供应。

由于国家耕地面积少，人口又众多，必须提高单位面积产

量实现粮食增产。20世纪60年代初，陈云提出把调整农村政策、

放宽农民自由作为解决粮食紧张问题的基础性对策，开始探索

农业包产到户的做法，这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尤其是

农村改革的重要思想源头。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粮食安全的基石。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采取水利、农业、林业和科技等综合措施，投入大量人力、

财力、物力，组织广大农民兴修水利、平整农田、改良土壤，

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作用，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

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物质支撑。

与此同时，党和政府逐年加大农民最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大力改善农村交通、饮水安全、电力等基础设施条件，

农村面貌大为改观。

此后经年，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根本提升，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的供给得到有效保障。粮食总产量远高于同期世界

粮食平均增速。在人口增长了 1 倍多的情况下，人均粮食占有

量也增加了一倍多。肉、蛋、菜、果、鱼等重要农产品产量稳

居世界第一，畜产品人均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农

业已经彻底告别了长期短缺的历史，用占世界 9% 的耕地解决

了世界近 20% 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我们不

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中，还为世界粮食安全作

出了重要贡献。

铁路、公路筑造奇迹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千多年前，诗人李白描述

了入蜀之路的崎岖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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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建设兵团。 红旗渠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