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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年前的5月，中央召開首次新疆
工作座談會，全面部署推進新疆

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新方略，大規模
的援疆工作同步啟動。兩年來，新疆
「疆電外送」，搭建電力絲綢之路造福全
國；富民安居和定居興牧工程助解全疆
難題，「讓流浪兒童回家」救助2,000
新疆籍兒童，更引領全國31省份民政齊
行動⋯⋯能源基建、民生教育、19省市
援疆工程全面鋪開，新疆精神和新疆效
率已然亮劍。

主政兩年扭轉遲滯局面
百聞不如一見，本報記者組走訪新

疆，參訪開發區基建、體驗轉型新經
濟，更與普通民眾深入交談，探察日常
生活百態，發現既往二十年新疆產業結
構單一、工業等諸方面基礎薄弱一朝難
改，震驚世界的「7．5」事件雖然過
去，但投射在民眾中的陰影猶在，中央
治疆新方略、張春賢執政新策實施兩年
迅速扭轉了經濟十年遲滯局面，更重新
凝聚廣泛民心贏得最大民意支持，但依
然面臨既往經濟與政策沉痾，仍待「刮
骨療毒」的沉甸甸考驗。
兩年來，中央在政策、資金、項目、

人才等方面對新疆的支持力度不斷加
大，出台政策之多、覆蓋範圍之廣前所
未有，但張春賢同時強調，經濟發展滯
後仍然是當前新疆的主要矛盾，同時區
域、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也較突出，特
別是南疆三地洲地區加快發展、脫貧致
富的任務很重，各族群眾收入水平與全

國其他地區的差距還很大，生態環境保
護工作亦有待加強。
張春賢表示，當前新疆社會穩定的基

礎依然脆弱、形勢依然嚴峻，「7．5」
事件的影響和陰影在短時期內還不能完
全消除。下一步，將繼續深入貫徹中央
關於維護新疆穩定的一系列重大決策部
署，反暴力、講法制、講秩序，充分依
靠和發動群眾，嚴厲打擊「三股勢力」
的分裂破壞活動，及時排查、化解、調
處各種社會矛盾，標本兼治、綜合施
策，做到維護社會穩定各項工作常態
化，確保全疆社會大局和諧穩定。

治疆須特殊方法和奉獻
會見中，新疆自治區黨委兩位常委白

志傑與爾肯江．吐拉洪在座，張春賢以
「四個忘記與一個牢記」與常委們共
勉。張春賢直言，新疆是國家的戰略要
地，面對複雜的歷史環境和國際環境，
做好新疆工作須有特殊方法和奉獻，做
到「四個忘記」，第一，要忘記浮名，

不計名利、不計榮辱；第二，要忘記疲
憊。新疆各地區之間的平均距離是500
公里，而縣與縣之間亦要達到250公
里，中央領導來新疆考察調研，經常也
要到晚上11時才能吃上晚飯，在新疆工
作一定更要忘記疲憊，有在艱苦中作戰
的決心與意志。
他特別指出，新疆的風險比較多，由

於國際國內、歷史及周邊的危險因素仍
然存在，且國際環境越來越不寬鬆。新
疆的風險雖然看不㠥，但確客觀存在，
在新疆工作一定要忘記風險。張春賢笑
言，在新疆工作還要忘記年齡，60歲的
人要當30歲的用，要充滿朝氣，「要像
小老虎一樣工作！」
張春賢同時強調，在新疆工作只能牢

記一個：即牢記祖國。張春賢歷數新疆
歷史人物，指出在新疆工作只能講境
界，體會「境界」、使命感都很現實。
要牢記「四個忘記，一個牢記」，才能
在新疆立住腳，才能真正實現跨越式發
展、長治久安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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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賢執掌新疆兩年來，其剛柔並濟
的治疆方略和「民生優先、群眾第一」
的執政新風，讓新疆以開放、自信和現
代的姿態展示在世人面前，而民間對張
春賢這兩年的感性評價是「民生書
記」。「人心暖了、人氣旺了、動力強
了、信心足了」，或許，人民群眾滿意
度和幸福感的提升就是對兩年來發展變
化的最高評價，也是對中央新疆工作座
談會的最好詮釋。

「變化」是張春賢對新疆兩年來發展
的最好總結，在會見王樹成一行時，張
春賢指出，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召開之
後，新疆在人心、社會面貌、物質層
面、理論、思維方式等方面都有了重大
轉變，新疆總體與局部形勢趨好，穩定
形勢可控向好日趨明顯。

開微博 聽民意察民情
2011年兩會期間，張春賢開通微博，

聽民意察民情，作為新疆的「兒子娃
娃」，他說「民生連㠥民心」，他把2011
年確定為「民生建設年」推出安居富
民、定居興牧、廉租公租房、棚戶區改
造等22類80項重點民生工程，並在規定
時間內全部兌現。
在此基礎上，張春賢指出，今年自

治區將繼續開展「民生建設年活動」，
堅持惠民政策不變、支持力度不減，
高起點高水平高效益抓好25類、90項民
生工程建設。他承諾，要努力把民生
建設變成人民群眾看得見、摸得㠥的
幸福生活。

經濟速度、幸福感受之上，張春賢有
㠥更高層面的思考與戰略舉措，他說，
新疆的能源儲量、向西開放等優勢以及
涉及面之廣在全國獨一無二，作為全國
小康社會建設的支點，中央定位新疆為
中國向西開放的橋頭堡和能源基地，同
時也是西部開發的重中之重。新疆要變
化變革、敢於擔當，務求實效，敢於
「一破一立」實施戰略佈局、推動思維
的變化，舉務實之風，來實現新疆的跨
越式發展。「經過我們的奮鬥，新疆一
定能夠成為中華民族建設小康社會的戰
略支點。」

兩年前，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召
開時，為新疆提出到2015年新疆人
均生產總值達到全國平均水平的目
標，這就意味㠥新疆生產總值平均
增幅必須高出全國平均水平3.5個
百分點以上。也就是說，新疆要實
現「十二五」發展目標，就必須創
造出在這一特定時代的新疆速度。
兩年來，新疆用時不我待，只爭朝
夕的新疆效率，創造了一個又一個
新疆速度。

去年GDP增12.3%
十年最高速

數字見證新疆巨變。2011年
GDP增長12.3%，是十年最高增
速，新疆GDP增速在全國的排名
由2010年的第29位躍升至今年的
第16位。如今，張春賢主政新疆
已經兩年，南疆的喀什為「深圳
夢」勾畫藍圖，北疆的奎屯正成
為金三角的新動力，天山南北迎
「巨變」，國家戰略新十年大幕已
經開啟。
張春賢指出，中央新疆工作座

談會對推進新疆跨越式大戰和長
治久安作出了全面戰略部署，為
新疆發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歷史
性大機遇。兩年來，自治區按照
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五個始終」
的要求，大力實施「穩疆興疆、
富民固邊」戰略，確立了「以現
代文化為引領，以科技、教育為
支撐，加速新型工業化、農牧業
現代化、新型城鎮化進程，加快
改革開放，打造中國西部區域經
濟的增長極和向西開放的橋頭
堡，建設繁榮富裕和諧穩定的美
好新疆」的具體戰略選擇，勾畫
出了新疆發展戰略路線圖。
對新疆未來五年的奮鬥目標，

張春賢提出了明確要求：到2015
年，全疆生產總值實現翻一番、
超萬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到
全國平均水平；地方財政一般預
算收入確保翻一番半，力爭翻兩
番。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城
鄉居民收入實現翻一番，這個目
標的實現，將在天山南北創造新
的人間奇跡。

民生書記 剛柔並濟

兩年前張春賢調任新疆前，王樹成曾計劃
到湖南拜會。不曾想，短短一個月後，張春
賢赴新疆上任；再一個月，中央首次召開新
疆工作座談會，對新疆發展作出戰略定位，
中央治疆新政大幕正式拉開。新疆兩年巨
變，世人稱道。但既往經濟沉㠕、民族隙痕
猶在，新疆如何佈局未來十年走出百年新
路，更吸引㠥全球媒體的目光。
此次拜會張春賢書記，甫一落座，王樹成

就說：「我26年前到過新疆，上次是踏㠥改
革開放的春風來的，這次則是中央新疆工作
座談會兩周年之際來的。」張春賢回應說：
「很巧的是，今天是5月17日，正好是中央新
疆工作座談會召開兩周年的日子，社長踏的
點很準！你們這個日子到來也是從文匯報的
角度，對新疆的理解與支持。」

王樹成讚書記政績口碑佳
王樹成說，張書記一直是海內外媒體關注

的、非常開明的領導，享「最開放的省委書
記」、「親民書記」、「拐點書記」之譽，在交通
部、湖南，尤其是在新疆開放務實、剛柔並
濟的工作作風都留下非常好的政績與口碑。
如今執掌新疆，張春賢希望新疆與香港能

攜手再創佳績，希望文匯報能發揮橋樑作

用。張春賢說，當前，新疆總體形勢和局部
形勢趨好的狀態已日益明顯，為今後與香港
的合作提供了基礎。正如王樹成社長所說，
新疆與香港在很多方面具有廣闊的合作空
間，香港在管理、服務、金融、資金、人
才、物流、媒體等方面優勢明顯；大美新疆
資源豐富，文化一體多元，各族人民淳樸勤
勞勇敢，雙方的互補性強，各方面都可以加
強溝通聯繫、促進開展合作。希望通過香港
文匯報這個平台，使外界進一步對新疆有正
確的認識和理解，了解真實的新疆。

張春賢盼助新疆走向世界
對於王樹成社長提出農產品可借港平台打

造品牌時，張春賢表首肯。他說，新疆在能
源、地理位置、民族文化、特色農果業等方
面也擁有內地不可比擬的優勢，世界僅存的
660畝野生核桃林在新疆鞏留縣，稀有珍
貴。伊犁新源縣的10萬畝野生蘋果林是一個
基因庫、豐富的野生資源還能促進旅遊等新
型產業；和田玉棗與若羌棗也是新疆名牌，
核桃、巴旦木都有好的品質，但在包裝與品
牌推廣等方面仍有不足。要大力發展一體多
元，融合開放、具有新疆特色的現代文化，
並與香港加強溝通合作，讓新疆走向世界。

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兩周

年之際，新疆自治區黨委書

記張春賢在會見世界中文報

業協會主席、香港文匯報董

事長、社長王樹成時談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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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記」與會見時在座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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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際政經生態中，引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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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名疆籍流浪兒艾克拜爾（右）回到

家中和哥哥、姐姐在一起。 網上圖片

■2012年春節，張春賢看望慰問各族職工，並和

他們一起包餃子、吃年飯、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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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賢前

往皮山縣闊

什塔格鄉調

研時，向鄉

親們了解生

產和生活情

況。

資料圖片

■今年1月

18日，張春

賢給皮山縣

闊什塔格鄉

奧依村貧困

老人艾買爾

送 去 慰 問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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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新疆旅遊業發展迅速。遊

客在著名的天池邊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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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賢(右3)與香港文匯報社長王樹成（右4）、公關公司董事長姜增

和（右2）、北京分社副社長彭凱雷（左2）、新疆辦事處主任應江洪（右

1）、陝西辦事處主任劉娟（左1）等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曉雪攝

■各族民

眾在新疆

維吾爾自

治區首府

烏魯木齊

市著名的

國際大巴

扎前參觀

購物。

資料圖片

冀文匯報助海外了解真實新疆

憂患意識 治疆謀發展

以「四忘一牢記」共勉 拓百年現代化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