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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全疆14地州63個縣市近8萬平方
公里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擁有眾多少數
民族連隊團場，現代畜牧業的發展歷來
為兵團領導所高度重視。記者日前來到
距離烏魯木齊市18公里的兵團第十二師
104團畜牧連，這裡總人口136戶570
人，哈薩克族就佔到101戶434人。據
該連連長孫天明介紹，從2008年至今，
畜牧連在幫助少數民族牧民定居的同
時，也積極打造了千頭奶牛養殖基地、
小馬駒開心農場、智能溫室大棚，大力
發展牧家樂三產服務業幫助牧民增收致
富。目前有31戶開辦了牧家樂，平均月
純收入3,300元，經營好的月純收入可
達 8,000 元，實現了「搬得下、留得
住、能致富、不反彈」的預期目標。
在兵團第六師五家渠市新疆西部準噶

爾牧業有限公司龐大的自動化擠奶車間
裡，公司負責人告訴記者，西部準噶爾
牧業投資11.2億元建設的標準化養殖
基地，設計奶牛存欄數 25,000

頭，不僅實現了從傳統畜牧業向現代畜
牧業的轉變，同時實現了從原料生產向
終端產品生產，保障食品安全的三個轉
變。

機採棉花效益高
在兵團第六師五家渠市共青團農場新

疆銀豐現代農機裝備公司，記者看到廠
區裡一台台現代化農業機械排列齊整。
共青團農場政委胡曉江告訴記者，近年
來，兵團大力推

進農業現代化和農業機械化推廣基地建
設，落實和用好國家農機補貼政策，農
業綜合機械化率已達到93%，「勞動生
產力大大提高，以前人工採棉需要三個
月，現在機械採棉僅需30天。一台採棉
機可以覆蓋100畝－300畝土地，相當
於500－1000個拾花工。」
胡曉江並指出，該場近年來還投資

2.25億元建成了擁有409台採棉機的機
採棉服務中心，通過「公司+合作社」
和「服務+培訓」的方式幫助兵團職工

推進農業現代化和專
業化、促進增收，團
場也取得了很好的

經濟效益。

肩扛坎土曼（類似鎬而鐵頭更大的刨地工
具）、腳蹬黑膠鞋、大水漫灌是眾多「軍墾
一代」老人們揮之不去的屯墾記憶。2008年
以來，共青團農場累計投入4.81億元，建成
2座總裝機容量4,150千瓦的大型調頻加壓泵
站，是目前內地最大的噴滴兩用自動化加壓
泵站系統，節水灌溉面積達到100%，在提
高用水效率，調整農業經濟結構、推動地區
生態系統建設方面已成為世界節水農業的代
表和典範。現如今，手機和按鈕成為兵團職
工澆地的「標配」，「勞動強度減少了，節
省下來的勞動力也可以轉移到二產、三產，
從而提高家庭收入。」

膜下滴灌 水稻畝產提高
在兵團第八師石河子市新疆天業集團化工
生態園綜合技術集成滴灌水稻實驗示範區，
記者看到，金燦燦的水稻長勢喜人。天業股
份副總經理、農業研究所所長陳林告訴記
者，膜下滴灌水稻是天業集團通過8年研究
探索出的一套世界首創的高產、高效、優質

的現代化栽培技術，打破了水稻水作的傳
統，全生育期不建立水屋，大幅度提高水肥
利用率和土地利用率，降低肥料和農業對環
境造成的危害。同時，滴灌平台的建立大幅
度降低了勞動強度，實現了全程機械化和水
肥一體化。2013年，這裡的膜下滴灌水稻畝
產量達到836.9公斤，遠遠超過傳統種植的
水稻，且物化成本僅低，一畝地純收入可達
900多元，有效提高了兵團職工收入。目
前，該項技術不僅覆蓋國內十多個省區市，
更推廣到15個國家和地區。

作為「屯墾戍邊」政策僅存的唯一遺產，也是目前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黨政

軍企合一」、擁有270萬人口的龐大組織，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日前迎來60周年

華誕。60年滄海桑田，沙漠變良田，戈壁建花園……兵團在西北大漠上演繹着

一個個奇跡。記者藉其良機來到這廣袤的大地，追尋兵團人的足跡，見證兵團

精神的傳承，體會兵團從屯墾戍邊向屯城戍邊轉型，力爭實現成為「安邊固疆

穩定器、凝聚各族群眾大熔爐、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示

範區」的蛻變。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辛鵬

新
疆
兵
團
60
年

屯
墾
轉
型
屯
城

在兵團第八師石河子市的新疆
軍墾博物館，記者見到了兩位
「軍墾第一代」，他們是81歲
的卓秉哲和85歲的陸振歐。在
接受採訪時，兩位老人幾乎是不
約而同地發出一輩子扎根新疆的
深切感受：「新疆就是我的老
家」、「兵團就是我老家的老
家」……

奉獻60年不言悔
卓秉哲生長在陝西省武功縣，

16歲時因家境貧寒上學夢碎，
1949年6月，成為王震所轄「進
疆大軍」中的一員。1954年，
在疆十萬大軍就地轉業，「收起
了戰鬥的武器，拿起生產建設的
武器」。一晃60年過去，當年
的小伙子如今都已是皺紋滿面鬢
如霜，「但是從來不後悔，兵團
說到底就是個無私奉獻的精神，
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
孫。」卓秉哲告訴記者，60年來
石河子從戈壁荒漠七八戶人家發
展到現在的花園城市，他也歷經
政治部副主任、統戰部部長等多個崗位，最後在八師石河
子市第四屆政協主席任上離休，一雙兒女現在都在石河子
工作，他們的「軍墾第三代」也已經成長起來。

終身大事頗曲折
陸振歐則來自廣西百色地區，20歲時隨王震大部隊進

疆，一直奮鬥在新聞宣傳戰線上。1952年，為了解決駐疆
將士的「終身大事」，從山東、上海等地招徠一批女兵。
陸振歐和卓秉哲的山東籍妻子都是在這個時候進疆的。陸
振歐的妻子當時在部隊上做後勤、文藝工作，兩人在排練
過年期間演出的秧歌舞時「一見鍾情」。然而，當時在兵
團結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男方至少得滿足三個條
件：5年軍齡，年齡在25歲以上，連級幹部。正所謂好事
多磨，兩人相戀不久女方就因為工作原因下基層演出，當
時的通訊條件別說手機，連個電話都很難打，寫信又不知
道地址，從此杳無音訊。因緣際會，陸振歐被組織上安排
參與當時部隊上放電影的流動工作隊，走一地問一路，終
於在8連打聽到了自己心上人所在位置。一別經年，兩人
深情依舊，陸振歐也達到了結婚所需的「三個硬槓槓」，
於是在1954年打報告向組織申請結婚，從此「一天也沒有
離開過，兵團就是我老家的老家……」

老軍墾：
兵團是我們的老家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副司令員、兵團黨委宣傳
部長成家竹告訴記者，60年間，新疆生

產建設兵團這支特殊隊伍的人數翻了27倍，由
當初的10萬大軍增長到現在的270萬人口。按
照「師建城市、團場建鎮、整體規劃、分步實
施、成熟一個、建設一個」的思路，構建起了
以城市為中心、以重點小城鎮為依托、與地方
城鎮互為補充、富有兵團特色的城鎮體系，累
計建成保障性住房60萬套，70%以上的職工群
眾遷入城鎮新居，實現了由「農工」到「市
民」的華麗轉身，且將繼續實現由「屯墾戍
邊」向「屯城戍邊」的歷史性轉變。

團場城鎮化率達75%
記者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十二師所轄的三

坪農場看到，一棟棟高層住宅拔地而起，社區
中心地段的社區服務中心、雙語幼兒園均已建
設完畢。而距離社區中心不遠處，路邊三座大
型清真寺比鄰相建。
三坪農場場長劉玉龍告訴記者，該團場少數

民族佔65%以上，以前分散居住的時候各地都
有自己的清真寺，但都規模小且建築陳舊年久
失修，搬進新居之後，人員集中了，相關的宗
教配套設施也要跟上，以滿足信教群眾的正常
宗教需求。
劉玉龍並透露，兵團投入25億元巨資集中建
設三坪農場保障房項目，新建職工保障性住房
8,000多套，11,000名職工喜遷新居，團場城鎮
化率達到75%以上。

實現安居夢 享受天倫樂
受益於團場保障性住房的建設，47歲的兵團
職工張全松在2013年4月23日搬進了115平米
的樓房，水、電、天然氣、電視、冰箱、洗衣
機等現代化生活設施一應俱全，「比以前住平
房要乾淨、方便得多」，「生活成本比以前高
了，不過農場每年給職工430塊錢的交通補助和
910塊錢的物價綜合補貼，總的來說肯定生活是

更好了。」
張全松和妻子種了14畝葡萄，年收入近10萬

元人民幣，「農閒的時候還可以帶着外孫女到
廣場散散步、跳跳舞，享受天倫之樂……」
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六師五家渠市102團，

由山西省援建的大型社區「晉澤苑」門口，正
和老伴一起乘涼的80歲的朱蘭生告訴記者，她
於1959年從上海「支邊」來新疆之後就住了多
年的「地窩子」（沒有房子住，就在地上挖個
坑，上面蓋上柴草，人就住裡邊），並在「地
窩子」裡結婚、生女，「那個時候能住上土坯
房都是很好的了」。而現在朱蘭生夫婦在晉澤
苑裡擁有一套80平米的樓房，「還沒裝修完，
所以沒事兒就來看看……」
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八師105團駝鈴嘉苑小

區，比鄰鎮區森林公園和駝鈴尋夢湖水公園，
環境優雅，是八師墾區內「宜居、綠色、生
態、特色鮮明的沙海旅遊城鎮」亮點。八師石
河子市副市長樂暘告訴記者，這裡一期已建成
有職工改善性住宅67棟，社區保障性住房31
棟，規劃總建築面積約為15萬平米房，可以容
納從連隊遷到鎮區2,000餘戶職工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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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現代畜牧 助牧民增收致富從「坎土曼+黑膠鞋」到「手機+按鈕」

■老軍墾陸振歐。
記者王辛鵬 攝

■老軍墾卓秉哲。
記者王辛鵬 攝

■■兵團第六師五家渠市新疆西部兵團第六師五家渠市新疆西部
準噶爾牧業有限公司龐大的自動準噶爾牧業有限公司龐大的自動
化擠奶車間化擠奶車間。。 記者王辛鵬記者王辛鵬 攝攝

■■創業初期創業初期，，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在戈壁上開荒的情景在戈壁上開荒的情景。。 資料照片資料照片

■■兵團第六師五家渠市兵團第六師五家渠市
共青團農場新疆銀豐現共青團農場新疆銀豐現
代農機裝備公司裡的採代農機裝備公司裡的採
棉機棉機。。 記者記者王辛鵬王辛鵬 攝攝

■陳林介紹滴灌水稻實驗示範區相關情況。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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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師十二師104104團畜牧連牧民定居團畜牧連牧民定居
房三期房三期。。 記者王辛鵬記者王辛鵬攝攝

■■2020世紀世紀6060年代年代，，1212萬餘名上海萬餘名上海、、
江蘇等省市的知識青年來到新疆江蘇等省市的知識青年來到新疆，，加加
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