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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上的这一周

将新疆全部生产部队合并管理，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纪录电影《绿色的原野》有一幕的台词这样写道：当战斗中，

战士们曾幻想着有一天能回到这里唤醒草原，今天，他们回来了，

不过胯下已经不是战马，而是建设边疆的拖拉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全国各地大批的青壮年、复转

军人、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也纷纷加入兵团行列。经过兵团人

的艰苦奋斗，到 1966 年兵团农场已达到 158 个，人口规模 148 万，

形成多门类工业体系，各项事业发展都达到较高水平。

但到了 1975 年，兵团被撤销。中央决定于 1981 年恢复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此后，兵团进行了二次创业，将建设和发展

推入新时期。

艰苦创业 代代传承

2014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说，兵团成立 60

年来，广大干部职工扎根新疆沙漠周边和边境沿线，发挥了建

设大军、中流砥柱、铜墙铁壁的战略作用。

在“西北边境第一团”兵团十师一八五团一连陈列室门前

的一块石碑上，刻着这样一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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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广大兵

团职工群众履行维稳戍边职责使命的生动体现。

在小区散步的八师一五〇团退休职工毕秀芳感慨地说：“我

们当初来兵团时憧憬的生活都已经实现了，特别是现在，团场

树多、风沙少，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幸福。” 

艰苦创业，这一兵团精神的重要内容，在兵团建设发展的各个

时期都得到弘扬。

据兵团军垦博物馆讲解员介绍，解放初期为了支援新疆工

业建设，王震将军动员全军指战员节衣缩食，将每年两套单军

装改发为一套，一年一套棉军装改成了三年一套，衬衣的翻领

省掉，军服口袋四个改成两个，甚至省下口粮用来投入工业。

为了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水，不与民争地，兵团选择了

条件恶劣的“两圈一线”（“两圈”是指环塔克拉玛干沙漠圈

与环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圈，“一线”是指边境线）进行部署，

留在了水、电、路三到头的茫茫戈壁滩进行开垦。

此后兵团基本条件得到改善，但吃苦耐劳的精神一直延续

了下去。在兵团第八师 150 团附近，负责维护古尔邦通古特沙

漠边缘防风阻沙基干林的护林员马晓华，每天需要行走二三十

公里来浇灌树林。这里的林子有 380 亩，要整个浇完一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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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9日，朱德、张国焘、
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总部、红四方面
军总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
军会师。

1940年 10月4日至6日，新四军
取得黄桥战役胜利。

1945年10月10日，经过 43天的谈判，国共双方代表签
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1949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儿童
队（中国少年先锋队前身）成立。

1950年10月6日至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昌都战役，
解放藏东政治、文化中心昌都地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为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出
《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
令要求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
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
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并任
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兼政治委员。

半个月。

马晓华说，他的父亲曾也是这里的护林员，在父亲去世后，

他便一直守护在这里，虽然条件很艰苦，但如果没有这片林子，

大家的日子会更苦，“我们就是被风沙刮穷的”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 5 个团场，为给后人留下一条绿

色长廊，用双手遏制沙漠合拢，让这里有了生态林、防风林、

道路林等 5 道屏障。2017 年，他们便把两大沙漠各推后了 6 公

里和 8 公里。2019 年年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贫困团场全

部摘帽、贫困连队全部退出、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兵团脱贫攻

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每一个兵团人都是一部长篇小说，都有一个传奇的故

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家韩天航在小说《春暖》中描述道：

“太阳暖融融地照着大地。树枝上已经吐出几片嫩芽，黄绿黄

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