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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力開拓探索新疆現代化新路

2010年4月26日，赴新疆上任自治區黨委書記之前，張春

賢去韶山瞻仰了毛澤東銅像，以此方式告別三湘大地，開

始了他的治疆之旅。

在如此特殊的時刻，去如此特殊的地方，「最開放的省

委書記」張春賢表現出了迎接壓力與挑戰的魄力與擔當。

此時，正值湖南連日暴雨引發湘江洪水，新疆吐魯番遭

遇30年不遇的強風，對此有人士表示，「風生水起」看似

巧合，但預示 已在湖南留下良好從政口碑的張春賢，將

在新疆再有一番作為。

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的召開、全國19省市新一輪對口援

疆的展開、西部大開發第二個10年的開始⋯⋯新疆發展迎

來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性機遇，方向已經指明，新疆開始邁

入實現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的快車道，新疆的發展已經

掀開嶄新的一頁。 ■香港文匯報記者應江洪、邵斌

眾所周知，穩定是新疆的大局，是跨越式發展
的前提和保障。
作為中國面積最大、陸地邊境線最長、毗鄰國

家最多的省區，新疆的穩定牽繫全國人民的心。
「新疆的書記只能踏踏實實俯下身子，既抓發

展又抓穩定，兩者都不能偏廢，偏廢任何一點就
會出現很大的麻煩。」主政新疆一年的張春賢如
此感慨。
治疆之「治」不是單純的「管」、「堵」、

「壓」，而是要在「治」、「疏」、「理」上下功
夫，化解理順百姓的情緒，以為百姓辦實事好事
取信於民。
「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穩定是解決一

切問題的前提，思想文化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精神
動力。」張春賢的「三駕馬車」論，使他上任兩
年多來，整個新疆穩定局面有很大改善，社會矛
盾得到了極大緩解，民族間的和諧有了非常大的
提升。
得民心者，才能得穩定；抓發展，其實也是保

穩定；只有抓好穩定，才能保證發展；抓發展就
是惠民生，只有不斷地得到發展，才能在發展中
解決一些民生問題，讓民生在發展與穩定的互動
中實現「三贏」。
張春賢「剛柔相濟」的治疆方略，通過對各族

群眾的「柔」和對暴力分子果斷處置的「硬」，直

接推動新疆穩定形勢的好轉；通過對民生投入的
「軟」和經濟跨越的「硬」有機結合，逐步實現更
好的區域良性循環和可持續發展；通過實現現代
文化建設的「軟」和其他領域的「硬」同步發
展，建立起發展、民生和穩定的三維體系。
在7．5這樣的敏感日，張春賢「也敢」突然出

現在烏魯木齊街頭，在最熱鬧的夜市和市民一起
聊天，吃羊肉串，喝啤酒，其實就是在告訴全國
人民：新疆很穩定，請大家放心！
而在2011年和田、喀什發生的三起暴力恐怖事

件中，新疆警方行動迅速，應對果斷，被外媒稱
為「堪稱反恐鬥爭的範例」，並讓「張春賢『對人
民要柔情似水，對敵人要堅硬如鋼』的說法」成
為港媒大標題，就是一個鮮明的寫照。
「新疆對暴力恐怖分子不能施仁政。今後發生

一起，堅決打擊一起，發生一件，解決一件，絕
不能讓他們的屠刀對準我們的婦幼兒童，對準我

們的人民，對準我們無辜的群眾。」張春賢說。
「治疆興疆者要忘記浮名、忘記疲憊、忘記風

險、忘記年齡，牢記國家利益第一，方能出色完
成中央交代的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兩大歷史任
務！」張春賢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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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忘記一牢記』。」
「面對面」宣傳富民政策，「心貼心」溝通交

流思想，「手拉手」幫扶困難群眾⋯⋯這一切都
在夯實 新疆長治久安的根基。
「新疆是個好地方，去過幾次了，再去十次也

值。」深圳遊客岳川江對新疆讚美不已。
2010年新疆接待遊客超3000萬人次，去年超

4000萬人次，今年還將創下新的紀錄。
2011年烏魯木齊國際機場進出港旅客總數達

1108萬人次，成為全國第十七個「千萬級」大型
機場。

「治疆興疆者要做到『四忘記一牢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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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新疆，張春賢有了一個新的稱呼，百姓
們都稱他為「親民書記」。
發展是硬道理。發展的最終目的是讓老百姓過

上好日子，享受新生活。
古語說：「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為民之

道，以厚民生為本」。
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後，新疆選擇從民生突

破，從群眾最關心、最緊迫、最現實的問題入
手，就業、住房、醫療、教育等一件件事關百姓
切身利益的工作迅即展開，並思考長遠解決之
道，建立長效機制。
2011年，新疆財政用於民生支出共計1670.5億

元，佔地方一般預算支出73.2%。22個方面、80項
重點民生工程，涉及富民安居、定居興牧、住房
和社會保障、就業再就業、教育保障⋯⋯
2012年，繼續推行「民生建設年」，民生建設投

入將超1400億元。
兩年多來一系列現象和政策表明，新疆已把民生

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把民富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一個個民生大禮包、一項項惠民措施，新疆百

姓看到的不僅是字面上的經濟數據，更深切的感
受到了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實惠。

自治區黨委七屆九次全委（擴大）會議明確提出：
改善民生是一切工作的出發點、落腳點，也是

推進新疆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的結合點、 力
點。要以人為本、民生優先，把中央的支持、各
地的支援和自治區的投入，重點用於改善各族群
眾的生產生活條件，集中力量把各族群眾看得
見、摸得 的民生大事、實事辦好，真正讓發展
成果惠及於民。
「我真誠希望做一個新疆各族人民的『兒子娃

娃』。」 2010年5月26日，上任「滿月」，張春賢
吐露心聲。
心懷「民不富心不安」的使命意識，張春賢在自

治區黨委八屆一次全體會議上表示，要始終做到心
裡裝 群眾、凡事想 群眾、工作依靠群眾、一切
為了群眾，真正做到愛民、親民、為民、富民。
與賣烤肉的阿里木拉鉤當「書記大哥」、開通微

博與網民互動、接回內地新疆籍流浪兒童⋯⋯傾
聽民生、改善民生成為開啟百姓心門的鑰匙，新
疆各族群眾從「民生書記」真切的民生情懷中，
真實地體驗到黨和政府關愛之情。
張春賢給網友寫信：「民生連 民心，民生凝

聚人心。我們各級黨委、政府為老百姓做一點

事，老百姓都記在心裡，寫在臉上，把黨和政府
當作親人。只要我們各級幹部都能愛人民、為民
擔當，實實在在為老百姓排憂解難，老百姓就會
加倍還情於黨委和政府。」
親民拉近了幹群的關係，富民實現了經濟的發

展，穩住了社會平安有序的根基，使新疆各族幹
部群眾、全社會的注意力、關注點和興奮點，積
聚到走向富裕、走向現代化、建設美好新疆上。
兩年來，在跨越式發展的征程中，新疆始終把

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所有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
點，以經濟發展奠定民生改善的基礎，讓改革發
展的成果惠及於全民，同時通過民生的改善來促
進經濟更快的發展。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文化
是一個民族向心力的核心，是民族團結和國家穩
定的基石。
新疆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並存的

地區，周邊分別與8個國家接壤，人類四大文明在
此匯聚。
當前是知識經濟時代，是以精神論輸贏、以道

德比高下，以文化求成敗的時代。實踐證明，文
化興，則人氣旺；人氣旺，則經濟活。眼下的新
疆已進入大建設、大開放、大發展的歷史性機遇
期，推動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缺少現代文化的
「軟實力」是斷然不行的。

新疆「以現代文化為引領」的戰略選擇，就是
要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方向，以社會主義核心
價值體系為取向，以現代知識、現代制度、現代
理念為基本標誌，通過大力發展和傳播現代文
化，從思想文化層面上解決推進新疆跨越式發展
和長治久安的精神動力問題：

在多元文化中強調一體主導，在尊重差異中擴
大認同，在包容多樣中增進共識成為社會主流意
識；
樹立「三個離不開的思想」，深化新疆「三史」

和馬克思主義「五觀」教育，增強各族幹部群眾
「四個認同」；

民族團結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線，要像愛護眼睛
一樣愛護民族團結；
全疆107個各級公共圖書館、108個各級文化

館、1097個鄉鎮（街道）文化站逐步免費開放；
2011年投入2168萬元建設1084個「農家書

屋」；文化建設催生精神動力，在實現新疆跨越
式發展和長治久安的關鍵時期，每一個人的積極
性、主動性、創造性正在被激發出來。
兩年來，「以現代文化為引領」已貫穿於新疆

的大建設、大開放、大發展的每一個角落，每一
個方面。
兩年來，新疆各族幹部群眾知識的更新、觀念

的轉變和思想的進步，更是總結、提煉、昇華了
「新疆精神」。
「『愛國愛疆、團結奉獻、勤勞互助、開放進取』
的新疆精神源自於對中華民族精神的繼承和弘
揚、源自於新疆各族人民在歷史長河的文化積
澱、源自於新疆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是以現代
文化為引領的集中反映，是愛國主義和時代精神
在新疆的地域體現，是新疆人積極向上、奮發有
為的精神坐標。」張春賢說，要大力培育和弘揚
新疆精神，形成創造美好未來的信心和動力。
新的思想、新的變化、新的舉措⋯⋯通過創新

實踐，新疆書寫的輝煌足以載入史冊。
兩年多來，「三山兩盆」依舊，而綠洲風貌巨

變，新疆效率、新疆精神、新疆速度、新疆能
力、科學跨越、後發趕超⋯⋯新疆已邁入實現跨
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的快車道，向 「一年一變
樣、五年見成效、十年大變樣」的目標挺進，天
山南北正在創造 新的人間奇跡。

「我要做新疆人民的『兒子娃娃』」

「『新疆精神』是新疆人的精神坐標」

張春賢：

2010年5月，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的召開，確定了實
現新疆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的偉大歷史任務。
圍繞這一目標，新疆做出了具體的戰略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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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是解決新疆問題的總鑰匙，沿 這條主線，兩

年來新疆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三化」
加速推進、現代服務業蓬勃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加
強、區域經濟協調推進、對口援疆工作扎實開展⋯⋯
兩年來，樸素的數字見證 新疆科學快速的發展：
2011年，固定資產投資達到4700億元，逆勢增長了

33%，高過全國9.2%的水平，比2010年新疆25%的增速
提高了近8個百分點。其中最讓人看到新疆發展後勁的
是兩大投資增速，一個是工業投資，一個是基礎設施
投資。
2011年工業投資完成2253億元，增速達44.8%，遠超

全國26.9%的水平，也遠超新疆2010年26.9%的增速。
今年一季度，實現生產總值1143.30億元，按可比價

格計算，增長11.2%，高於全國3.1個百分點。
今年，將力爭重點項目投資完成2000億元人民幣以

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達6000億元以上。
求新、求變，求突破、求跨越，新疆大地上唱響了

「科學發展、後發趕超」的主旋律。
張春賢如此解釋科學跨越發展：「這是高起點、高水

平、高效益的發展；是加快發展方式轉變、不斷調整結
構的發展，是惠及民生、改善民生的發展，是環保優
先、生態立區的發展，是廉潔高效、開放和諧的發展。」
他用「三必須」要求堅持頂層設計，切實解決好發

展與保護的矛盾：必須尊重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規
律，必須正確處理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辯證關係，
必須堅持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
動員令已發出：
「只有努力、才能改變，只要努力、就能改變」
「全心全意地幹、爭分奪秒地幹、務求實效地幹！」
「奮鬥、奮鬥、奮鬥！」
兩年間，前瞻的佈局、跨越發展、精神呈現⋯⋯都

有先進的科學理念在指引，這些科學發展的先進理念
一個個緊密相連，絲絲相扣，環環銜接，在其指引
下，通過創新實踐，中央精神準確地物化為新疆發展
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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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

兩年多來，當游弋千年的牧人不再「逐水草而居」定居興牧、
安居富民、天然氣利民，生活方式寫照觀念之變；當機械的

交響樂打破戈壁大漠亙古的寧靜，基礎設施提升、產業佈局調整，
發展方式折射思路之變；當同心同調同向同力的精神鐫刻出對未來
的想像，跨越發展、長治久安，偉大實踐承載精神之變，今日新疆
奮起直追、加快發展的自勵從來都不曾這樣強烈，奮發圖強、與全
國同步進入全面小康社會的期望從來都不曾這樣高漲，奮發向上、
各族人民共同建設美好家園的豪情從來都不曾這樣激昂⋯⋯
這片16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發生 翻天覆地的變化，昔日的西

北邊陲，正在成為發展的熱土，正在成為中國向西開放的橋頭堡，
令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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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攝
風
景

■
7
月
2
日
，
4
名
英
國

遊
客
在
和
平
都
會
夜
市
上

開
懷
暢
飲
。

■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來到自治區圖書館觀看了「農民畫說新

疆巨變主題畫展」，並與阿瓦提縣72歲的農民畫作者親切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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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考察新疆眾和電子材料

循化經濟產業化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