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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创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治理和建设新疆中作出的具有开创意义的重大决策。二千多年的新疆屯垦史充分证明，屯垦兴，则

西域稳; 屯垦废，则西域乱。创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折射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筹划巩固祖国边防、开发建设新疆这一治国安邦战略决策的远大目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建设

兵团对于发展、开发我国西部边疆，建设新疆，保持边疆的长治久安，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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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稀少，位于

我国西北边陲，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历史上是丝

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现在是亚欧大陆桥经过的重

要地段，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以来，我国就

有屯田垦荒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屯

田，西域就安定，丝绸之路就畅通，新疆就统一

在祖国大家庭中; 废了屯田，西域就发生动乱，

丝绸之路就不通，就会产生分裂。正如江泽民同

志在视察新疆时反复强调的: 二千多年的新疆屯

垦史充分证明，屯垦兴，则西域稳; 屯垦废，则

西域乱。这是一条历史的定律。历史上这些屯垦

理论与实践对中国共产党人开发治理边疆具有重

要的启示。
1954 年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党中央

治国安邦的一项战略性决策，是维护国家统一、

开发建设边疆的重大举措。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

践的发展，我们愈加认识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

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治疆方略的正确性和远大的战

略眼光。

一、驻疆部队开展生产运动是一个历史性

抉择

安置部队人员，开展生产运动，成为新中国

成立初期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考虑的一个

重要问题。
1949 年 10 月 24 日，毛泽东同绥远负责人

谈话时说: 部队要组织生产，生产也是作战。干

部要参加生产指挥和劳动。

此前，即 1949 年 10 月 20 日，毛泽东在人

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指出: 进疆

部队拟十一月至十二月到达北疆、南疆，否则再

迟，一下雪，明年生产就不能布置，军队吃饭就

成了很大问题。西南也同样，我们这样大的军队

进去，吃饭是很大的问题。因此要看到我们这样

大的军队是很大的生产力，明年必须很好地布置

生产。

新疆最严重的问题是财政问题，如不提倡生

产，军队将不能生存。1949 年 10 月 25 日，朱

德复信王震指出: “今后你们以生产为保持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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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明春即发动是最重要的事。新疆地广人

稀，不能供应此大军，解放军、起义军、民族

军，将来在短期内还有民兵自卫队等等，如不提

倡生产，将不能生存，更不能维持秩序，这是很

明显的事。”并嘱咐 “一切都要长期打算，才能

成功”〔1〕。1950 年 5 月 16 日，朱德在中央人民

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会议开幕典礼上

讲话指出: 我们整编这一百多万人，要很好安

排，要作到各得其所。这里第一个最好的安排办

法，是开展我们军队里的生产运动。如将这部分

人遣散、退伍回家，就再找不到这样的人来管理

生产了。在新疆这个工作已大规模地开始，准备

今年转多少，明年转多少，在两三年内能转一半

还多。这个安排方法，对于发展国家经济，对于

减轻人民负担都有好处。就是对其本人，也能学

得一技之长，不致不打仗就失业。

当时，入疆部队、民族军与陶峙岳部及地方

行政人员共有 24 万多人。他们的吃饭问题，是

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另外，新疆地区辽阔，

交通运输困难，不仅从内地帮助困难，即使要从

粮食较多的南疆运粮到粮食困难的北疆，也须经

两千余公里路程，运一石粮到新疆要十余石军

费。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到入疆部队的生

存，而且对新疆民族问题，对民族军团结问题和

对陶峙岳部改造问题也将发生严重影响。1951

年 9 月 27 日，朱德指出: 新疆、西藏的部队生

产还是最重要的，要靠自己弄来吃、穿。供给难

送进去，全靠自己养活自己。根据新疆的特殊情

况，部队必须开展大生产运动。这是一个艰难的

抉择，也是一个走向胜利的历史性抉择。
二、创建生产建设兵团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发挥军队生

产队的作用，强调军队参加生产劳动，为社会主

义建设作出贡献。1950 年 1 月，新疆省人民政

府委员会关于目前施政方针指出: 新疆境内所有

军队必须根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主席

1949 年 12 月 5 日颁发的关于军队生产的指示，

积极进行大生产的准备工作，发动大生产运动，

使全军成为建设新新疆的劳动的生力军。
1950 年 1 月 2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

区发布命令，要求: 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

产，即使因机关业务关系，不能全部参加劳动生

产，亦得自己动手参加本单位种菜，不得有任何

军人站在劳动生产建设战线之外。新疆部队十九

万三千人，除担任祖国边防警卫和城市卫戍勤务

者、辎重汽车兵团、马、骆驼、运输等部队，军

工部工厂职工外，必须发动十一万人到开垦种地

的农业生产战线上去。

为迎接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1952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颁发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

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命令号召: “你们现在

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

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

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2〕

1953 年 5 月新疆军区根据毛泽东的这一命

令，将驻疆人民解放军分别改编成国防军和生产

军，并成立了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直接管辖农

业建设和工程建设部队。生产部队编为 10 个农

业师、1 个建筑工程师，共计 10. 55 万人，总人

口 15 万余人，是当时驻疆部队的绝大部分。新

疆军区生产管理部的成立，是创建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的前奏，为后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提

供了重要基础。
为了维护新疆的政治稳定，帮助新疆地方发

展生产，王震和王恩茂向中央提出建立 “新疆

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议。为此，新疆军区

于 1954 年 7 月 15 日向中央军委上报了成立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的请示。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于同年

8 月 6 日复电同意。经过一段时期的筹备，按照

中央军委决定，新疆军区于 1954 年 10 月 7 日正

式颁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命令。新疆

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由解放军一兵团的大部、二十

二兵团 (原陶峙岳将军的起义部队) 的全部和

五军 (原“三区”革命民族军) 一部集体转业

组成。陶峙岳出任第一任兵团司令员，新疆分局

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王恩茂出任第

一任政委，并于 1954 年 12 月 5 日在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召开了庆祝兵团成立大

会。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诞生后，继续谱写屯

垦戍边的新篇章。
三、屯垦戍边是兵团的根本任务

在进军新疆的过程中，毛泽东在给王震的指

示中就明确指出: “你们到新疆去的任务，是为

新疆各族人民多办好事。”我国边疆地区的屯垦

目标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经济目标，要开发和

建设边疆; 二是军事目标，要保卫边防、维护国

家统一; 三是政治目标，要促进民族团结，反对

民族分裂，保持边疆稳定，实现各民族共同繁

荣。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直接为屯

垦地区的各族人民服务，同时为全国各族人民的

利益服务。
用一句话概括兵团的根本任务，就是屯垦戍

边。屯垦为了戍边，戍边必须屯垦。1958 年 9
月，朱德同王震谈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时说: 那

个地方屯垦戍边非常重要。屯垦戍边就成为兵团

的历 史 使 命。具 体 讲，就 是 执 行 “生 产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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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战斗队”的任务。“三个队”的任

务既是实现屯垦事业战略目标的客观要求，也是

履行为所在地区的各族人民服务这一屯垦宗旨的

应有之义。

朱德把参加新疆的经济建设、繁荣新疆作为

生产建设兵团的首要任务，1965 年 6 月朱德为

生产建设兵团题词“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1965 年 7 月 5 日，周恩来在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视察时为兵团题词: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

利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

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在毛泽东和党中

央的关 怀 下，兵 团 的 屯 垦 戍 边 事 业 有 了 迅 速

发展。
(一) 关于戍边。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核

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关注新疆边防安

全，警惕来自英美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渗透和

颠覆活动。因此，兵团戍边的主要任务是防止英

美帝国主义挑起的民族分裂活动。戍边的重点是

南疆的边界地区。
1958 年 9 月 8 日，朱德接见新疆军区和生

产建设兵团干部时讲话指出: 新疆军区和其他军

区一样，要完成训练军队、培养干部、组织和训

练民兵、镇压反动派、巩固祖国的边疆等各项任

务。你们这里是祖国的远后方，同时又是祖国的

前方。因此，全民皆兵，兵民合一，对于保卫祖

国的边疆，巩固祖国的后方，具有尤为重要的意

义。9 月 22 日，朱德致电中共中央，反映视察

南疆地区的情况，指出: 新疆是我国的西部边

缘，几年来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发现帝国主义间谍

潜入或武装侦察的事件多起。我已告诉南疆军

区，要进一步注意严密边防。我建议边防部队，

应在驻地附近进行少量的农、牧业生产和有计划

地、逐步地修建公路。

中苏关系恶化以后，戍边的对象和重点也发

生了变化，中苏边境成为戍边的重点。
中苏边界出现严重问题主要是在 1960 年 6

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1960 年 10 月 5 日，邓

小平同古巴人民社会党执行书记阿尼巴尔﹒艾斯

卡兰德会谈时说: 制造边界事件，主要指在新

疆。多少年来，在新疆的中苏边界上，中苏两国

人民 (主要是牧民) 来来往往，从未发生过什

么问题。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苏方突然在边界

上增设岗哨，迄今为止我们只有一个岗哨，根本

没有军队。苏方不仅增设岗哨，而且侵入我国边

界，逮捕我们的干部，逮捕我们的人。苏联同志

为什么要挑起边界事件，作用何在?

自 1962 年 4 月 8 日开始，由于苏联的策动

和诱骗，引发了新疆塔城、裕民、霍城、额敏等

县 5. 6 万余居民逃往苏联，带走大小牲畜 30 多

万头，使 40 余万亩土地未能播种，大量已播土

地荒芜，给自治区农牧业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失。
新疆军区党委 1962 年 4 月 21 日发给总参、

总政、自治区党委并生产兵团、伊犁军区、塔

城、阿勒泰军分区、南疆军区的 《关于加强中

苏边境地区边防治安工作的报告》指出: 最近

中苏边境连续发生边民大批逃往苏联的事件，近

几天内塔城已逃跑 2000 人，伊宁也发生逃跑现

象，其中有城镇居民、公社社员、机关职工及个

别干部。目前这种情况还在蔓延。从以上情况来

看，大批逃跑事件的发生，固然和群众生活的安

排不够落实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政治方面的原

因，是修正主义者策划的有组织有准备的阴谋活

动。去冬今春，伊宁苏使馆人员曾先后六次到塔

城地区活动，4 月 5 日至 9 日，苏副领事即接见

群众一千多人。这次组织逃跑的为首分子大都是

苏领事接见过的人员。最近苏方在巴克图以北的

边界铁丝网上开了四处缺口，已逃跑的人就是从

这些缺口处跑过去的，并且一跑过去就有苏方汽

车来接。此外，苏方还通过广播、来信、寄物资

等方式，大肆宣扬其所谓 “优裕生活”，散布其

思想影响。新疆军区党委的报告中反映: 最近中

苏边疆连续发生边民大批逃往苏联的事件，并且

还在蔓延发展。如果情况继续发展，有可能在某

些地区发生叛乱。
1962 年 4 月 24 日，新疆外事处 《关于新疆

沿边地区少数民族居民外逃的几点新情况》转

述了塔城地委第一书记电话报告的几点新情况:

塔城县大部分人已经走了，县、专区的一般干部

都走了，科长级干部有 30 多人也坚决要走，现

正在劝说挽留。裕民县原来是第二线，现在情况

发展得很严重。已经开始成批地走，劝阻无效，

干部情况也很混乱，外逃人数无法统计。可见当

时的局势是很严峻的。
新疆事件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立即采

取有力措施予以处理。
1962 年 4 月 26 日，刘少奇阅批新疆军区党

委《关于加强中苏边境地区边防治安工作的报

告》、新疆外事处《关于新疆沿边地区少数民族

居民外逃的几点新情况》，提出 “是否可以考虑

趁此机会派两三个农垦师到三区的中苏边境，接

收当地一些农牧业基础，进行农垦和畜牧，以便

掌握三区形势? 否则，三区形势总是不会稳定

的。部队从新疆原农垦师中抽调一部分，以资熟

手，再从关内调一些部队去。”邓小平批示指

出: “我也有这个想法，何时派去，如何派去，

须作具体考虑。可由尚昆电话告澜涛同新疆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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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下，五月初他来北京时，可谈一谈。”周

恩来写给杨尚昆的批示指出: “农垦四师现在伊

宁地区，十师在阿勒泰地区，七师一部靠近塔

城。我已要张仲瀚明日从兰州飞京，与他一谈农

垦师值班部队的情况，研究驻扎和农垦三区的可

能性，然后再飞回新疆向刘、王报告。望在电话

中告澜涛，并让报告刘邓。”
1962 年 5 月 12 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

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刘澜涛关于新疆边民外逃问

题的汇报，讨论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方针。
1962 年 5 月 29 日，伊宁市少数暴乱分子在

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策动下，煽动我国居民外逃，

制造了捣毁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府机关，殴打负

责干部、抢走重要文件以及冲击中共伊犁区党委

机关的 反 革 命 暴 乱 事 件。暴 乱 发 生 后 迅 速 被

平息。
1962 年 9 月 28 日，邓小平主持会议，听取

王恩茂关于新疆问题的汇报、汪锋关于甘肃问题

的汇报。

鉴于兵团在 1962 年 “伊塔事件”中发挥的

重大作用，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 “新疆军区生

产建设兵团有了情况能打仗，我看有希望。”〔3〕

这是党中央对兵团屯垦戍边事业再一次的充分肯

定和高度评价。
新疆事件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发挥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的戍边作用。1964 年 3 月 31 日，邓小

平在听取王恩茂汇报新疆的情况时插话说: 军事

上的准备，除了办几个地方军工厂以外，还要搞

民兵。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搞民兵师。
1965 年6 月1 日，周恩来经新疆和田停留时，

在和田专区干部大会上讲话指出: 新疆要成为祖

国西北的巩固后方，保证祖国边疆的安全。新疆

同全国一样，肩负着生产建设和备战动员等方面

的任务。同年 7 月 6 日，周恩来在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党政军负责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 生产建设

兵团既是生产队，又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生

产建设兵团现在有一百多万人，其中职工四十五

万人，已经有一部分主力，但还不够。要在今后

五年到十年内逐步增加第一线部队，放在边境或

稍后一点的地方，既生产又工作，又能够战斗。

在毛泽东、党中央的指导下，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不断发展壮大，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御工作，

迅速稳 住 局 势，成 功 保 卫 了 祖 国 西 北 边 疆 的

安宁。
(二) 关于屯垦。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

十分重视国营农场建设。1951 年 12 月 17 日，

他在《对王震 〈关于新疆军区 1952 年生产计划

的报告〉的批复》中指出: “各军区和各地方，

凡已有用机器耕种收割的国营农场和个别集体农

庄 ( 例 如 河 北 天 津 县 廊 坊 地 方 的 农 民 集 体 农

庄)，或准备这样做的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均

望将这看作一件大事，用力经营，随时总结经验

报告中央。”〔4〕

毛泽东强调的是建立和发展国营农场。1955

年 7 月 3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
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 “我国已经

有了少数社会主义的国营农场。……国营农业在

第 二 第 三 两 个 五 年 计 划 时 期 内 将 有 大 规 模 的

发展。”〔5〕

1955 年 10 月 11 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

上，毛泽东号召大家研究国营农场问题。他说:

“这一次没有人讲国营农场的问题，是个缺点。

希望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农业部研究国营农场的问

题。将来国营农场的比重会一年一年大起来。”〔6〕

1958 年 10 月 6 日，朱德给中共中央和毛泽

东写报告，赞成王恩茂对新疆地区解决民族问题

的经验总结，其中特别强调指出: 解放军进驻新

疆屯垦，是新疆地区各族人民获得解放的保证。

新疆事件 发 生 后，1962 年 6 月，周 恩 来、
邓小平紧急召见兵团副政委张仲瀚，指示兵团维

持治安，劝阻边民外逃，对边民外逃遗留下来的

农牧业生产和基层工作执行 “代耕、代牧、代

管”的任务，并要求加强兵团武装力量，组建

值班连队，要在中苏边境建立国营农 ( 牧、林)

场带。邓小平还特别强调，值班连队 “上去了

就不要下来”。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兵团从农

四、五、六、七、八、十师和兵团直属单位抽调

选派干部 810 名，工人 16750 人组成工作队，奔

赴指定地点执行任务。兵团在伊犁、塔城、博

乐、阿勒泰等地长达 2019 公里、纵深 10 － 30 公

里的边境线上，建立了 58 个边境农场，筑起了

一条国营农场带，被誉为生命界碑的屯垦戍边的

国防屏障。
1966 年 3 月 24 日，刘少奇在新疆自治区党

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讲话指出: 生产兵团装备十个

师，就可以打大仗了。兵不能太多，要吃饭，就

是平时不脱离生产，打起仗来也要吃饭。
1966 年 3 月 31 日，邓小平在兰州听取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汇报新疆情况

时指出: 新疆大有可为。经济上搞好了，就是军

事上的准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搞民兵师。这

等于正规军。你们要把北部边界一块一块地经营

起来。邓小平说的要把北部边界一块一块地经营

起来，再次 肯 定 兵 团 承 担 的 屯 垦 戍 边 的 历 史

使命。
边境农场是屯垦戍边的最佳结合点。怎样办

33



好国营农牧场，为屯垦戍边提供强大的物质基

础，是摆在兵团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多种经营，办好国营农牧场。我国边疆地区

的国营农场，从建场伊始就是以屯垦戍边为己

任，大力发展农业是各农场的主业。随着机械化

水平的提高，原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出现剩余，

这就产生了一个如何解决剩余劳动力的问题。
1958 年毛泽东提出 “从农业方面转移到工

业方面”，这为各农场指出了农业与工业相结合

的发展方向。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又提出

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方针。

朱德看到了国营农牧场的远大发展前途，要

求办好国营农牧场，发挥国营农牧团场的优越性。
1958 年 1 月，朱德在农业水利工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强调: “国营农牧团场必须实行多种经

营。无论是以粮食、经济作物为主的农场，或者

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农场，都应该因地制宜地把农、

林、牧、水产、副业、饲养家畜家禽、野畜野禽、
开矿挖煤等结合起来。同时，国营农牧场还可以

根据自己的生产情况，建立小型的加工厂，如酿

酒、制糖、榨油、制罐头等等。”〔7〕1958 年 3 月，

朱德在全国国营农牧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会

议上进一步强调: “开展多种多样的经营，搞各种

副业、加工、放牧、就地伐木、开矿挖煤，就是

挖金子也可以。”〔8〕
朱德倡导国营农牧场实行多种

经营的思想，不是狭义上的农业多种经营，即农

业内部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而是广义

上的多种经营，即农、林、牧、副、渔和工、交、
建、商全面发展。

毛泽东重视国营农场的建设，朱德主张多种

经营、办好国营农牧场的思想，对搞好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的农牧团场的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1958 年 9 月 9 日，朱德视察生产建设兵团

农八师石河子农场时，了解到当地种植的甜菜含

糖量非常高，他要求大量种植，加快制糖工业的

发展步伐。1958 年 9 月 18 日，朱德在阿克苏参

观“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技术革新展

览馆”时指出: “新疆是个好地方，地下蕴藏着

丰富的宝藏，不仅是个重要的粮棉基地，也是一

个重要的工业基地。你们要摆正农、轻、重的位

置，组织力量搞点工业。”〔9〕

面向世界市场，生产出口商品。早在 1950

年驻疆部队进行大生产运动时，朱德就指出，

“要多生产能出口的商品”，以更多地换取外汇。
1958 年他再次强调: 国营农牧场不仅以粮食、
棉花、经济作物和畜产品供应国内人民生活和轻

工业的需要，而且是供应出口物资的重要基地。
国营农场发展小型加工，“是自己生产、自己加

工、自己出口，为国家换取更多外汇”。1958 年

9 月朱德视察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时指出，

你们要开展技术革命，扩大再生产，争取多生产

食油，出口多了，对国家、对自治区的贡献就大

了。希望你们把工厂管理好，多产油，多创外

汇。朱德关心农副业生产和轻工业生产，主张建

立出口贸易基地，鼓励多出口、多创汇，折射出

他宽广的世界眼光。

四、兵团的业绩和意义

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创业，到 1964 年底，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建立了丰厚的

家业。(一) 共有农场 149 个，牧场 24 个，耕地

面积 1200 万亩，播种面积 735. 8 万亩。各种畜牧

191. 58 万头，拖拉机 6493. 8 个 标准台。 (二)

1964 年生产粮食 10. 9 亿斤 (单产 228. 3 斤，种植

面积 481 万亩)，棉花 32. 3 万担 (亩产 66. 1 斤，

种植面积 48. 8 万亩); 油料 25. 8 万担 (单产 41. 8

斤，种植面积 61. 76 万亩); 甜菜 367. 4 万担 (单

产 1967. 9 斤，种植面积 18. 7 万亩); 年终牲畜总

数 191. 58 万头。(三) 历年共建设大中小型水库

33 座，库容 11. 2 亿立方，建成各种渠道 41000 公

里。 ( 四) 有工矿企业 295 个，学校 358 所。
(五) 15 年累计实现利润 8. 5 亿元，上交国家税

款 2 亿元。 (六) 共有 110 多万人口，60 余万职

工。其中有一支 9 万人组成的工程部队，有一支

拥有 3600 辆汽车的运输部队。
在人迹罕至的亘古荒漠边缘艰苦创业，开垦

了 1600 多万亩土地。到 1966 年，兵团事业达到

全盛时期，当年工农业总产值 9. 77 亿元，占新

疆全区工农业总产值的 25. 2%，比 1954 年增长

10. 5 倍，综合盈利 1. 13 亿元，职工生活有了很

大改善。
怎样认识兵团这种特殊的组织? 有人认为兵

团仅仅是一个企业，任务纯粹是经济建设，这是

忽略了兵团的性质和稳定的职能; 也有人把兵团

等同于军队，认为兵团主要任务是守边防边，这

又忽略了兵团经济建设的职能，特别是在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忽略经济建设职能，兵团是

难以稳定和发展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组

成部分，是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兵团已成

为世界仅有，中国唯一的肩负着生产队、工作

队、战斗队重任的特殊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

会组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经成为亦工、亦

农、亦商、亦学、亦兵五位一体的典范。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得到了朱德的

充分肯定。1958 年 9 月 8 日，他在新疆军区和

生产建设兵团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现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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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建设兵团已经成为亦工、亦农、亦商、亦学、
亦兵五位一体的典范。朱德的讲话，是从总的方

面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出的成就的充分肯定。
1975 年 4 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正式批

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关于改

变兵团体制的报告，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

制，5 月成立了自治区农垦总局。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新疆生产兵

团有二百万人，屯垦在全疆各地，主力屯垦于准

噶尔 (天山北)、塔里木 ( 天山南) 两大盆地，

建设起七十多个边境团级农场，担负生产和边防

的警备。
1981 年 8 月中旬，邓小平亲临新疆视察。

邓小平会见了石河子垦区团以上干部和老红军、
劳动模范代表时指出，“兵团事业要大发展，兵

团肩负着屯垦戍边的重任，要为新疆的稳定和发

展做出新贡献”。8 月 16 日，邓小平在同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谷景生谈话时指出: 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稳

定的一支重要力量。10 月 23 日，邓小平同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谈话时指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

定新疆的核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恢复。这一

年，邓小平连续三次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

稳定新疆的核心。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于 1981 年 12

月 3 日发出了 《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决定》。这个决定指出: “生产兵团屯垦戍边，

发展农垦事业，对于发展自治区各民族的经济、
文化建设、防御霸权主义侵略，保卫祖国边疆，

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但是新疆经济建设的重

要力量，而且是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社会稳定

的重要力量，巩固边防和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

力量。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建设兵团对于发

展、开发我国西部边疆，建设新疆，保持边疆的

长治久安，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

史意义。
1998 年 7 月，江泽民同志视察新疆和兵团

时强调指出: 生产建设兵团这种既屯垦又戍边的

特殊组织形式，符合我国国情和新疆实际，其作

用是其他任何组织难以替代的。他提出要把屯垦

戍边的工作放到边疆历史长河中，放到当前国际

国内形势发展变化中，放到新疆稳定和发展的大

局中加以观察，其意义可以看得更加清楚。〔10〕

2006 年 9 月，胡锦涛同志考察新疆时指出，

实践充分证明，中央组建和加强兵团的决策是十

分英明正确的。新形势新任务对兵团工作提出了

新的要求。兵团的同志要认清形势，牢记使命，

扎实工作，开拓进取，更好地发挥推动改革发

展、促进社会进步的建设大军作用，更好地发挥

增进民族团结、确保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作用，

更好地发挥巩固西北边防、维护祖国统一的铜墙

铁壁作用。
2014 年 4 月，习近平同志考察新疆时指出，

在新疆组建担负屯垦戍边使命的兵团，是党中央

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是强化边疆治理的重要方

略。做好新疆工作，必须把兵团工作摆在重要位

置，在事关根本、基础、长远的问题上发力。要

发挥好兵团调节社会结构、推动文化交流、促进

区域协调、优化人口资源等特殊作用，使兵团真

正成为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

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要壮大兵

团综合实力，提高维稳戍边能力，促进兵地融合

发展，全面深化兵团改革，建设高素质兵团队伍。
在对于兵团认识问题上，从 “稳定的核心”

到“三个放到”，再到 “建设大军、中流砥柱、
铜墙铁壁”，再到“稳定器、大熔炉、示范区”，

其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成立到发展壮大，体现

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全局

出发，对筹划国家边疆安全、全国各民族共同发

展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谋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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