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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边疆建设的历史成就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创新之路*

邓昌豫　卜祥记　胡明钦

[摘　要]在新疆组建担负屯垦戍边使命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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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言之，自成立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始终肩负着屯垦戍边的重大使命，在“维护边疆

安全、巩固西北边防”“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推动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建设先进文化”“建设先进产

业体系、推动新疆经济发展”等方面作出巨大历史贡献。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治疆方略的确立明确了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更好发挥“维稳戍边”的新时代职责使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作用和功能的新时代定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续写创新之路、创造新的辉煌确立了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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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组建担负屯垦戍边使命的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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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兵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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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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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队伍。[1]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屯垦戍

边”到“维稳戍边”重大使命、四大调节作用和

三大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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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代新定位，既是指导新时代兵团建设工作

的纲领，也为回顾新中国边疆建设历史成就和

兵团建设创新之路提供了思想路向。

一、成为安边固疆的稳定器

1954年，中央政府命令驻新疆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二、第五、第六军大部和第二十二兵

团全部集体就地转业，脱离国防部队序列，组

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开始承担屯垦戍边的职责任务。组建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的战略布局与新疆特殊的地理区

位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面临的严峻形势密

不可分。从地理区位看，新疆与8个国家接壤，

有着长达5600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紧邻一些

国际政治宗教热点地区。新疆和平解放后，溃

逃境外的国民党军残部不断袭扰边境地区，

“19世纪60年代后的新疆形式，是强邻窥伺，虎

视眈眈，始终存在着外来的强大压力”。[2](p.1168)

从社会形势看，原国民党新疆政府官员、被改

编的原国民党部分军官、“民族军”中的民族分

裂者以及宗教极端势力，利用历史遗留的民族

矛盾发起多次武装叛乱，严重威胁新疆社会的

安全和稳定。从经济形势看，新中国成立初期

新疆经济落后、粮食短缺、运输成本高昂，近20
万驻疆部队的吃饭问题难以解决。对此，彭德

怀在 1949年 12月 29日“关于新疆问题给毛泽

东的电报”中谈及，“新疆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

财政经济问题”，入疆部队、民族军和陶峙岳部

及地方行政人员共有24万多人，70%以上的财

政需要必须中央拨付，迪化（乌鲁木齐）、吐鲁

番、奇台的粮食只够维持两个月。但是，不仅

从内地帮助新疆困难，而且即使从粮食较多

的南疆运粮到北疆也有两千多公里路程。新

疆的财政经济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到入疆

部队的存在，而且对新疆民族问题，对民族军

团结问题和对陶部改造问题也将发生严重

影响”。[3](pp.16-17)

1949年 12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 1950
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为响应中央

军委号召，新疆军区于1950年发布全体军人一

律要参加劳动生产的命令，要求全新疆部队十

九万三千人中的十一万人开赴屯垦种地的农

业生产战线；1950年，在“军委关于部队集体转

业的命令”中，毛泽东发布了关于军队参加生

产建设的指示；1952年 1月，中央军委总政治

部发布了“关于调拨建制部队转业建设的政治

工作指示”；1952年2月1日，毛泽东下达“军委

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批准人民解放军

部分师转为生产建设师；1953年春，驻疆部队

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并于6月18日成

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和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南疆军区生产管理

处”；1954年 8月 6日，总参谋部批准新疆军区

关于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请示；

1954年 10月 7日，新疆军区公布“以新疆军区

生产管理部与二十二兵团合并，组成新疆军区

生产建设兵团”的命令；1954年12月5日，新疆

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①

作为“党中央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强化

边疆治理的重要方略”“安边固疆的稳定器”，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甫一成立就肩负着

“屯垦戍边”的职责使命。“屯垦”服务于“戍

边”，“屯垦”是为了更好地“戍边”。兵团充分

体现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也

    ①参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4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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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产队”[4](p.465)的作用，为保卫边疆安全作出

巨大贡献。[3](pp.65、72)

西汉以来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西域屯田，

并设置了相应的管理机构以拱卫边防。东汉时

期的“三罢三置”证明了“屯垦兴，则国防固，屯

垦废，则边防乱”的道理。新中国成立前军阀割

据，屯垦戍边式微，为新疆的民族治理和边境安

全问题埋下祸根。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

系恶化，西北边疆尤其是新疆边境安全形势日

趋严峻。据统计，从 1964年 10月到 1969年 3
月，由苏方挑起的事端多达4189起。[5](p.164)在平

息边境事端、维护社会治安和边境安全的方

面，兵团根据中央指示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履

行“三代”（代耕、代牧、代管）工作，有效发挥了

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的作用。与此同时，

党和国家对兵团戍边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创新：一是沿中苏边境建立国营农牧林场带，

形成了生产与战斗相结合的兵团军民联防新

体制。边疆团场建设始于1962年9月，至1972
年已在新疆 2019公里的国境线上建成农场 58
个，形成了纵深 10—30公里的边境农场带，构

建起屯垦戍边的国防屏障，改变了中苏边境有

边无防的局面，为保障边境安全奠定了社会基

础和军事基础。二是加强民兵建设，在基干民

兵和普通民兵基础上组建具有野战军性质的

民兵值班连队，设立民兵组织管理培训机构，

提高兵团戍边能力，完善兵团戍边体制。从

1964年上半年至 1965年底，民兵值班连队从

315个增加到446个（共5万余人），基干民兵连

达到189个（共3万多人）。民兵值班连队既熟

悉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又了解分裂分子和恐

怖分子的习性和活动特点，对分裂恐怖活动形

成了一股强大的威慑力和打击力。[5](pp.170-171)

至1975年3月，相比于中苏边境一线其他

地区，新疆驻防力量最为薄弱，边疆驻防更多

的是依靠兵团。 [6](p.292)20世纪 50—60年代，兵

团始终站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斗争的最前沿，

成为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无法逾越的屏障。即

使后来转为农垦总局，原兵团在维护边疆安

全、巩固国家边防中依然发挥重要作用，正如

王震在接见新疆农垦国营农场经营管理会议

全体代表的讲话中指出，“生产建设兵团就是

两个任务，一是屯垦戍边，二是一支产业大

军。生产建设兵团也好，农垦总局也好，还是

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永远执行‘三个队’的

任务”。[3](p.128)

苏军入侵阿富汗造成的西北边疆局势紧

张，再加上兵团撤销后经济连年亏损，为了更

好发挥兵团屯垦戍边的作用，中共中央于

1982年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制，由新疆

农垦总局领导改由国务院与自治区双重领

导，从而进入二次创业、再造兵团辉煌的时

期。由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成为新中国

成立以来生产建设兵团体制中唯一传承至今

的组织。邓小平高度评价兵团作用，称其不

可替代，是稳定新疆的核心。[7](p.752)1998年，江

泽民在视察新疆时提出，要“把兵团屯垦戍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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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中

加以观察”。[3](p.204)2006年，胡锦涛要求兵团更

好发挥“三大作用”，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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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268)随着苏联解体、东

欧剧变和极端宗教势力复萌的影响，西北边疆

的安全问题已经由传统的政治军事领域转向

社会领域。为适应新形势，兵团一方面全面深

化改革，改变传统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政治性

屯垦戍边模式，建设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

基础的屯垦戍边新模式；另一方面，把激发经

济活力、壮大经济实力与维护边境安全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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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安全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农牧团场的经营

体制改革、优化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发展方式

和推进城镇化建设等，极大提高屯垦戍边能

力，在繁荣边境贸易、维护边境安全方面作出

巨大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对

兵团的战略定位、历史使命和现实功能提出了

更高要求。就兵团工作大局，习近平指出：“新

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关系全国改革发展稳

定大局，关系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

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反对民族分裂，维护

祖国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所在，也是新疆各

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1]就兵团工作战略定

位，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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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兵团工

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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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兵团历史使命，习近

平要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科学处理屯垦和

维稳戍边、兵团和地方的关系”，[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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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努力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

势”，[9]实现从“屯垦戍边”向“维稳戍边”历史使

命的新时代转化。就兵团的现实功能，习近平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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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兵团工

作的重要论述，既是指导新时代兵团工作的

根本方针，也是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世界历史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的历史方位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

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识，为适应新疆新形势

新变化，对“屯垦戍边”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二、成为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

2022年 7月，习近平在新疆考察时强调：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民族人民的生命线，新疆

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成员，

要格外珍惜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56个民族拧

成一股绳，保持定力、脚踏实地，同心协力、踔

厉奋发，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继续奋斗。”[9]2023年 8月，在听取新疆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汇报时，习近平指出：

“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抓稳

定和促发展两方面工作的统筹结合，以稳定确

保发展，以发展促进稳定。”[10]

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是党中央

赋予兵团的光荣使命和工作职责。历史上，民

族团结始终是新疆社会稳定的政治基础。居

住新疆的47个民族中，历史悠久的主要有维吾

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塔吉

克、乌兹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等13
个民族，他们大都有不同的语言文字、宗教信

仰和生活习俗，并与周边国家有着复杂的民族

宗教关系。

加强民族团结是兵团履行屯垦戍边使命

的必要前提，也是兵团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

自成立至今，兵团始终贯彻党的民族团结政

策。从“不与民争利”、为“各族人民多办好

事”，到“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兵团为增进

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作出重大贡献。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要求人民军队

要成为“三个队”，其中“工作队”的主要任务就

是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在 1951年 12月 12日
“给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的复电”

中，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

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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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

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

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

强盛的国家。”[11](p.211)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

东把处理好民族关系看得极为重要，指出：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

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12](p.34)

根据党中央指示，兵团在成立之初就制定

了一系列维护边疆民族团结、支援少数民族经

济发展的政策。1955年，兵团党委先后发出

《进一步贯彻互助合作增产运动的指示》《关

于援助新疆地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定》；

1957年，发布《关于支援农业社争取 1957年农

业大丰收》的指示；1959年，又颁发《关于拥政

爱民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纲要二十条》。伊

塔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 1963年 9月 27日召

集周恩来、朱德等部分中央负责同志和时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同志的谈

话中进一步提出，“要注意搞好民族关系，增

强民族团结”。[3](p.93)1963年 11月，自治区党委

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加强和落实汉族干部

和少数民族干部团结，特别是生产建设兵团、

支边青年同少数民族人民的团结。

在支援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加强民族团结

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兵团作出重要贡献，新

疆各民族关系由此进入融洽和睦的良好发展

时期。20世纪 50年代至 70年代，兵团充分发

挥科技力量强、组织化程度高的优势，派出大

量技术人员指导地方科学种田，推广农业科技

新技术和高产优质良种，培养地方管理人员和

农业技术人员，为地方支援了大批农业物资和

先进农业机具；兵团各师、团场医院每年组织

医疗队深入农村和牧区开展巡回医疗，为各族

群众防病治病、培训医护人员；为更好地支援

地方建设，兵团在 1964年至 1965年每年拨出

800万元，支援地方“五好新村建设”，在 1963
年至1966年投资2390.95万元支援地方实施好

条田、好渠道、好林带、好道路、好居民点的“五

好建设”；兵团还大力帮助地方发展工商业，在

1952年至 1955年将 19个工矿企业移交地方。

在 1975年兵团撤销时，又将 82个企业移交地

方。在贯彻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二十条纲要

期间，兵团主动为地方出让开垦好的土地70多
万亩、草场 47处、粮食 700多万公斤、牲畜 260
多万头、房屋300余间。兵团成立之初，少数民

族人口在兵团总人口中占比仅 3.63%，但到

1975年兵团撤销时，少数民族人口已达到近15
万人；到 2015年，少数人口达到 392720人，占

比14.20%；[13]到2021年，少数民族人口达60.07
万人，占比达到 17.2%。①截至 2010年，兵团

175个农牧团场中，少数民族人口占 30%以上

的少数民族聚居团场有 37个，58个边境团场

中也有 11个是少数民族团场。[14]党的十八大

以来，兵团党委聚焦建设南疆少数民族聚居贫

困团场和边境贫困团场，推进到村（连）到户到

人精准帮扶，贫困人口由16.1万人减少至2018
年的 0.6万人，贫困团场数量由 77个减少至 4
个，贫困发生率由9.1%下降至0.4%。②

在兵团建制暂时转为新疆农垦总局期间，

兵团依然在维护民族团结、支援地方经济社会

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后，兵团体制恢

复，为进一步做好改革开放条件下的民族工作

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兵团不仅设立专项资

金支援地方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制

定了以精神文明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和以经济

    ①转引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兵团调查总队公布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3月25日。    ②转引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局公布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　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兵团经济社会发展
成就系列报告之二，2019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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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为中心的民族团结政策。1982年至 1992
年及之后很长一个时期，兵团持续开展党的民

族政策和“民族团结一家亲”“访惠聚”（访民

情、惠民生、聚民心）等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在

打击恐怖暴乱活动中作出重要贡献。

“冷战”结束后，“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

厥主义”利用各种手段公开或隐蔽支持新疆

民族分裂势力，给新疆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

定带来巨大挑战。兵团严格执行“中央对加

强新疆的反分裂斗争、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加

快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巩固各民族大团结，加

强基层组织建设，加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

作等”的一系列部署，[3](pp.230-231)全面开展以“高

举民族团结进步旗帜，维护社会稳定”“加快

经济发展，不断改善各族人民生活”“大力加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各族人民思

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等为核心的民族

团结工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兵团民

族工作紧扣“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主题，[15](p.276)坚持贯彻新形势下做

好民族工作的五条基本原则，“更好地发挥增

进民族团结、确保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作

用”，[3](p.268)以建设屯垦戍边新型团场为契机加

快少数民族聚居团场发展，以人才优先为抓

手加强少数民族聚居区人才资源开发和少数

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以深入贯彻民族宗教政

策为基础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以兵地团结为

平台促进兵地融合发展，有效维护了民族团

结和社会政治稳定。[16]

2019年 9月 27日，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70年前，

“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

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

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确立了党的民族

理论和民族政策，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

原则之一，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

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

利、共同当家做了主人，终结了旧中国民族压

迫、纷争的痛苦历史，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

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我们全力帮助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保护和传承各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和民族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进步”。[15](p.212)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高度重视民族工作，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坚持推进“中国特

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习近平立足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了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全

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

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任

务，并形成了以“坚持党的领导，团结带领各族

人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各族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确保少

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

和现代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

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举中华民族大团

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依法治

理民族事务，确保各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等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系统论述。

针对新疆民族问题和兵团增进民族团结

维护社会稳定的使命，2014年，习近平指出：

“民族团结是发展进步的基石”，[17]“新疆的问

题最长远的还是民族团结问题”。 [8]兵团不

仅要成为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先进生产力和

先进文化的示范区，还要成为凝聚各族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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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熔炉。2020年 9月，在第三次中央新疆

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依法

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

疆的新时代治疆方略，提出“要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

结。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

交融。要坚持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实

现宗教健康发展。要深入做好意识形态领域

工作，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工程”，[18]这为新时

代兵团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维护社会稳定、打

造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确定了根本纲

领。2022年 7月，习近平在新疆考察时指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推动新疆发展、增进民

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边防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要求“兵团要适应新形势

新要求，在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中发挥更大

作用。要坚持兵地一盘棋，重大基础设施同

步建设，全面推进兵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

文明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干部人才等方面

的融合发展，实现设施共建、资源共享、深度

嵌入、优势互补”。 [9]2023年 8月，习近平在听

取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汇报时强

调：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

殊重要的地位，事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

局。对此，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

加强抓稳定和促发展两方面工作的统筹结

合，以稳定确保发展，以发展促进稳定；要着

眼长治久安，高举法治旗帜，用好法律武器，

提升法治化水平，筑牢稳定的法治基础；要完

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机制，把开展反恐

反分裂斗争与推动维稳工作法治化常态化结

合起来，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加强源头

治理；要深入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有效治理

各种非法宗教活动；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

危，抓细抓实各项工作，巩固来之不易的社会

稳定局面。

三、成为先进文化的示范区

2014年5月，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

上，习近平强调了新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8]2020
年9月，习近平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

会上明确把“文化润疆”作为新时代党的治疆

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工

程。 [18]2022年在新疆考察时，习近平明确把

充分发挥发展“先进文化示范区”作为新时代

兵团应当发挥的“三大功能和作用”的重要方

面。 [9]这是在总结党的十八大前 70多年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和兵团文化建设工作经验的基

础上，对新时代新疆和兵团文化工作提出的

更高要求。

自西汉以来，屯田戍边不仅发挥了稳定西

域的作用，也推进了中原与西域文化的交流融

合，出现了“回鹘衣装回鹘马”“秦汉乐源出西

域”“龟兹乐盛行魏晋”等文化现象。回顾70年
的光辉历程，兵团在推动民族文化交流、保护

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推进少数民族文化

现代化转型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

某种意义上讲，“文化戍边”构成“屯垦戍边”的

重要补充和有力支撑。

在创业奠基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
代的大发展时期，兵团以“兵团文化”和“兵团

精神”为引领，大力发展兵团文化建设，加强

兵地文化交流融合，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传播

社会主义新文化，促进民族团结、边疆安全和

社会稳定。“兵团文化”从本质上而言，是古屯

垦文化、革命年代的红色军旅文化、社会主义

文化、五湖四海原籍文化、中原文化和新疆本

地民族文化的高度融合。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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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兵团精神”，①不仅成为凝聚军垦战士、推进

军垦事业的精神支撑，而且在民族文化交流融

合中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

兵团与地方呈现出点状块状交错融合的

空间布局和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在民族文化交

流融合方面具有地理和社会空间优势。早在

1949年，战声文工团和十七师文工团就分别进

入哈密和乌鲁木齐，演出过《刘胡兰》《血泪仇》

《白毛女》《赤计卜河》等现代歌剧；兵团在成立

初期曾派出数千干部帮助地方开展土地改革、

建设人民政权、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

思想、宣传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培养出一

大批少数民族优秀分子。为更好宣传先进文

化，兵团不断加强教育文化设施建设。从教育

事业看，兵团教育虽然起步低，但发展快。

1954年，兵团仅有小学 24所。1956年，兵团

办起第一所中学（兵团石河子中学）。1966
年，兵团已有小学 1183所，其中民族小学 26
所、普通中学 81所。之后，兵团相继创办了

专业技术学校、师范学校、塔里木农垦大学和

兵团医学院，初步建成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

体系。 [2](p.767)从文化事业看，1954年，兵团仅

有 7个文工团和 5个戏曲剧团，演职员仅有

727人。1961年已建成专业剧团19个，演职员

达到1792人；[19](p.685)1959年，成立了绿洲电影制

片厂，1962年电影放映队由兵团成立初期的21
个增加到152个，放映机由44台增加到174台，

年放映场次增加到41482场；[20]1964年，兵团的

有线广播站（室）由 1955年的 35个发展到 259
个，在兵团范围内初步形成全覆盖的收听网

络。借助于迅速发展的文化教育设施体系，兵

团为农场职工和各族人民群众提供了完整的

教育体系和丰富多彩的文化节目，充分发挥了

以社会主义新文化凝聚民心、引导推动民族交

流融合发展的文化主渠道作用。

在兵团恢复后的二次创业时期，兵团文化

建设得到恢复发展。立足于改革开放大局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兵团坚持“大力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不断提高各族人

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21]的指示精

神，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把握

“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22](p.536)坚持把“热

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

团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机融合，积

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

辱观”[23]教育，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努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用先进文化引领和丰

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正确认识新疆历史、

反对民族分裂，“更好地发挥建设大军、中流砥

柱和铜墙铁壁作用”。[3](p.268)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新疆发展和兵团

“维稳戍边”使命中的地位，要求兵团充分发挥

好“先进文化示范区”的功能和作用，努力形成

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2014年5月，习

近平强调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新疆工作的

总目标，做好新疆工作事关全国大局，“全党都

要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来认识新疆工作的重

要性，多算大账，少算小账，特别要多算政治

账、战略账，少算经济账、眼前账”。[17]针对新疆

先进文化建设，习近平提出“要在各族群众中

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

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

    ①兵团精神可以追溯到三五九旅的“南泥湾精神”；20世纪50年代，有“兵团人的精神”和“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的提法；随着军
垦文化的发展，60年代出现了“军垦精神”；1991年，在关于兵团精神的10个方案中，兵团政委王恩茂选择了“坚持和发扬社会主义、
爱国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屯垦戍边，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作为兵团精神；2004年，兵团党委把兵团精神进
一步凝练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参见王晓华：《兵团精神的深刻内涵、历史意蕴与时代价值》，《边疆经济与
文化》202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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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认同”，首次提出要“在各民族中牢固树

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8]首次提出兵团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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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0年9月，习近平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

作座谈会上强调了文化建设在新疆和兵团工

作中的重要地位。在新时代确立的党的治疆

方略中，“文化润疆”成为重要组成部分，首次

提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深入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深入开展文化

润疆工程”“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充分挖掘和有效运

用新疆各民族交往的历史事实、考古实物、文

化遗存，讲清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和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各民族是

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重要成

员。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把各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18]2022年7月，习

近平再次强调，“要以增强认同为目标，深入开

展文化润疆”，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

同。要端正历史文化认知，突出中华文化特征

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要多角度全方位构建

展现中华文化共同性、新疆同内地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历史事实的话语体系和有效载体，让

中华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得到充分展现、直

抵人心，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

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对伟

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9]他要求，“要教育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新疆历史特别是

民族发展史，树牢中华民族历史观，铸牢中国

心、中华魂，特别是要深入推进青少年‘筑基’

工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推动各

族群众逐步实现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

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9]围绕兵团工作，习近平

强调“兵团人铸就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

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用好这些宝贵财

富”，要求“兵团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在实现

新疆工作总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充分发挥

兵团作为安边固疆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大熔

炉、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示范区的功能

和作用，努力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

势”。[9]2023年8月，习近平明确指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

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要把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抓实。无论是出

台法律法规还是政策措施，都要把是否有利于

强化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作为首要考虑。要坚定推行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教育，逐步提高群众使用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的意识和能力。要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引导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

民族观、历史观、宗教观。要加强对青少年的

现代文明教育、科普教育，引导他们积极融入

现代文明生活。”[10]

习近平关于党的治疆方略中的“文化润

疆”和兵团要充分发挥“先进文化示范区”功能

作用的重要论述，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新

时代发展与创新，是对如何正确处理稳定与发

展、经济与文化、生活富裕与凝聚人心等关系

的理论总结，是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新时

代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的思想创新，是指导新时代兵团做好

文化工作的根本纲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兵团教育事业发展突飞

猛进。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

文化认同为目标，以兵团文化引领文化润疆新

发展，兵团全方位开展“四个认同”宣传教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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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充分发挥先进文化示范区的功能作用，聚

力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打造先进文化示

范区和凝聚各族群众大熔炉。截至2021年末，

兵团教育文化事业取得显著成果，各级各类学

校达到 635所，其中高等教育院校 10所，九年

义务教育巩固率99.03%，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

率 100%，初中学龄人口毛入学率 104.91%，少

数民族中小学及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

学覆盖率100%。

四、成为先进生产力的示范区

习近平指出：“兵团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农

业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条件好，在粮棉油、

果蔬生产等方面优势明显，要在保障我国粮食

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兵团发展的政策，发挥兵

团优势，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因地制宜

发展优势农产品、壮大优势产业，促进农牧业

绿色高效发展。”“兵团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

在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要

坚持兵地一盘棋，重大基础设施同步建设，全

面推进兵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

民族团结进步、干部人才等方面的融合发展，

实现设施共建、资源共享、深度嵌入、优势互

补”，充分发挥兵团“发展先进生产力示范区”

的功能作用。[9]

兵团成立之初，党中央明确赋予兵团“屯

垦戍边”使命。“屯垦”的直接任务就是发展经

济，解决驻疆部队的经济财政困难，为“戍边”

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持。在 1963年 9月 28日
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与王恩茂的谈话中，毛泽东

明确指示“新疆要做好经济工作和增强民族团

结”，提出“新疆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

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

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24](p.329)

在履行“屯垦戍边”使命同时，兵团在各时期发

挥了先进生产力示范作用，有力推动和支持了地

方经济发展。

在艰苦创业阶段，兵团人在茫茫戈壁屯垦

造田、兴修水利、建设正规化农场、率先采用农

业机械、培育推广高产良种，积极支持地方农

业发展，为新疆农业发展发挥良好示范作用。

1966年，兵团的粮、棉、油、甜（菜）产量分别占

新疆的 21.7%、31.4%、16.8%和 90.5%。在工

业建设方面，兵团先后建成了八一钢铁厂、六

道湾煤矿、芦苇湖发电厂、新疆水泥厂、七一

棉纺厂、十月汽车修配厂、八一面粉厂等 42个
工业厂矿，结束了新疆没有工业的历史。

1952年，兵团根据中央指示将上述企业中的

19个移交地方——它们成为新疆工业的骨干

企业，为新疆现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此后，兵团又相继建成一大批骨干企业，

初步建成以农副产品加工、电力、煤炭、建材、

化肥和机械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在许多

行业填补了工业空白，在生产技术和产品质

量上也处于领先地位。1966年，兵团共有工业

企业297个，完成工业总产值6.12亿元，工业增

加值比 1954年增长 8.1倍，占自治区工业总产

值的42.5%。[25](pp.5、15)

在二次创业再创辉煌时期，兵团开启体

制机制创新之路，在团场全面推行以“一主

两翼”①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建立统分结合的

双层经营体制，全面推行“两费自理”、租赁

承包、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多种生产经

营方式，大力发展农业经济。1999年，兵团

支柱农产品棉花的产量达到 61.23万吨，占

全新疆的 45.7%、全国的 16.5%。在工业领

域，兵团全面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扩大企

业自主权，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大力发展乡

    ①以职工家庭承包、兴办家庭农场为主体，以职工开发性家庭农场和发展职工庭院经济为两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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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企业，积极引进技术资金，并自 1990年国

家对兵团实行计划单列后，积极推行以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1999年，

中央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兵团抢抓

机遇，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至 2008年初步形

成了“种植、畜牧、果蔬”三足鼎立格局，在

棉花产量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的同时，将人

均生产总值提升至 20291元，比自治区高出

398元，[25](pp.7-8)充分发挥先进生产力示范区作

用。同时，兵团各师团还充分发挥科技优

势，派出大批技术人员指导各族群众科学种

田并给予财力物力支持。 1983 年至 1987
年，兵团投入 9232万元支援地方建设；1988
年至 2002年，兵团每年拨付 200万元作为支

援地方的专项资金。 [26](p.7)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兵团在新疆和全国经济发展中继续发挥积

极作用。1981年，邓小平在视察新疆石河子垦

区时看到地膜覆盖技术产生的良好效益，称赞

王震在新疆带了一个好头，希望该技术能迅

速在全新疆推广开。1998年，江泽民在听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汇报的讲话中提出，

“兵团要做生产建设的模范、安定团结的模

范、民族团结的模范、稳定新疆和巩固边防

的模范”。 [3](p.205)2007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

要“壮大兵团经济实力，发挥兵团特殊作

用”，要“发挥兵团集约化生产优势，重点支

持优质棉花和粮食生产，建设节水灌溉示范

基地、农业机械化推广基地和现代农业示范

基地”。 [3](p.285)

党的十八大以来，兵团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2年的32.5:37.4:30.1调整为2022年的21.2:
39.8:39.0。其中，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

体系日趋完善，农业信息化、产业化和现代化

水平不断提升，走出了一条高效、产品安全、资

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2022
年，兵团高效节水灌溉总面积达到 2061万亩，

占播种面积的83%，滴灌规模世界第一。兵团

农机装备水平先进，机耕、机播、机收作业远高

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工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

兵团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围绕“五位一体”总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

“三去一降一补”，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型产业、

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工业发展总量扩张

和结构转型并存，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增长

转向质量效益型增长，发展动力从传统要素转

向创新驱动，开始步入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

2022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分别占比 2.9%、

2.4%和2.8%。

2014年，习近平指出：“做好新疆工作，必

须把兵团工作摆在重要位置。”[1]2020年，习近

平要求新疆和兵团“发挥新疆区位优势，以推

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为驱动，把新疆

自身的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

总体布局中，丰富对外开放载体，提升对外开

放层次，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打造内陆开放

和沿边开放的高地”。 [18]2022年，习近平强调

兵团要利用自己的先进生产力优势，深化兵

地融合，全面推进兵地经济融合发展，通过

“设施共建、资源共享、深度嵌入、优势互补”，

充分发挥兵团先进生产力示范区的功能和作

用。 [9]2023年，习近平再次来到新疆，听取新

疆和兵团工作汇报，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面

临新机遇，要有新作为。要立足资源禀赋、区

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培育

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加快

构建体现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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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推动新疆迈上高质量发展的轨道，同全国

一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根

据资源禀赋，培育发展新增长极”，要“加快

‘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使新疆成为我国向

西开放的桥头堡”。[10]

近年来，兵团积极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新疆和兵团工作的新要求，

抢抓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机遇，创新

开放型经济体制、打造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

的高地；加快构建体现兵团特色和优势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增长极；积极培育

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

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积极推进兵地融

合，更好发挥兵团作为先进生产力示范区的

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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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thread of the century-long course of Western Marxism.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critique of 
objectification, Western Marxism constructed the logical coordinates of deduc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examined the new form 
of alienation of human existence, and put forward new paradigms of theoretical thinking, in an attempt to demonstrate the powerful vitality of 
Marxist critical theory. However, Western Marxist interpretations of objectification criticism and de-objectification deduction generally have 
three defects: weakening or neglecting the cornerstone superiority of political-economic critique, increasingly detaching “theoretical weapons” 
from political practice, and gradually contracting practical programs in an inward manner. With the outbreak of a new round of digital and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objectification criticism can not effectively explore the true path of the organic unit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with humanistic rationality and that of materiality with humanity unless we broaden the vision, update the paradigm, and face up to the 
materialistic attributes of the objects themselves and the de-objectification of the physical form. (Han Qiu-hong)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of New China’’s Borderland Construction：： The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XPCC), established in 
Xinjiang to undertake the mission of reclaiming wasteland in the border areas, is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an important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border governance. To be specific, the XPCC,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has constantly shouldered 
the major mission of cultivating and defending the border, and made great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in such areas as “safeguarding border security and 
consolidating frontier defense in Northwest China”, “enhancing ethnic unity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and facilitating cultural advancement”, and “building an advanced industrial system and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As China Enters the new era,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Xinjiang governance strategy provides a 
basic strategy for the XPCC to better fulfill its new-era duty and mission of “maintaining stability and garrisoning the borders”. Xi Jin-ping’s 
defining the Corps’ role and function in the new era has set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XPCC to continue its innovative path and create new brilliance. 
(Deng Chang-yu, Bu Xiang-ji, Hu Ming-qin)
The CPC’’s Enhancing Ideological Leadership Dur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Period: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The ideological 
leadership of the CPC is the leadership of its guiding ideology, namely Marxism and its localization in China. Enhancing the ideological leadership 
of the CPC dur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equals the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from small to big, and from weak to strong in the complex soci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process of localizing Marxism. The marxist theory gradually won the support of the masses and became the dominant 
ideology throught competing for discourse dominance with other ideological trends,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newspapers in publicizing 
public opinions as well as the role of schools in educating, guiding, and benefiting the masses.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accumulated by the CPC in 
its strengthening ideological leadership dur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mainly includes: building “great projects” of party construction to 
maintain the Party’s advanced nature; promoting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and realizi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criticizing all kinds of non-/
anti-Marxist trends; publicizing with newspapers and defending public opinion;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school education and guarding educational 
positions; adhering to the primacy of the people and serving the people wholeheartedly. These experience provides historical inspiration for the 
CPC to enhance its ideological leadership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Jiang Yu-qi)
Mao Ze-dong’’s Thought on Governing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Mao Ze-dong’s ideas on 
governing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Mao Ze-dong thought. From the period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imperialism, the war of liberation to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Mao Ze-dong 
developed Marxist theory to creatively put forward many guidelines and policies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Xinjiang, and formed a systematic 
ideology of Xinjiang governance. The thought mainly includes: ethnic equality and ethnic unity; implementing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undertaking social reforms; stationing troops to reclaim wasteland; and relying on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to do a good job in all aspects 
of the work of Xinjiang. Mao Ze-dong’s thought on governing Xinjiang adheres to Marxist ethnic theory as its basis, uphold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blazes new trails, and demonstrates a high degree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the wisdom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to carry forward Mao Ze-dong’s thought on governing Xinjiang, we must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ethnic 
equality, take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Xinjiang as the primary goal of our work, forg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the center of all the work, further strengthen the work of the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and vigorously help Xinjiang promote 
its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Li Qing-xi)
On Mao Ze-dong’’s Method of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Models and Its Practice：：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models is a working method 
that Mao Ze-dong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and was good at applying. The key to carrying out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a poor and backward 
agricultural country lies in organizing and mobilizing the masses. The Chinese Communists, represented by Comrade Mao Ze-dong, adopted the 
method of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models to awaken and motivate the people. In practice, Mao Ze-dong systematically answered the questions of 
how to rais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masses, how to help the conscious masses turn theory into practice, how to adhere to the revolutionary 
principles “without going out of line” in practice, and how to avoid dogmatism in the practice of “without going out of line”. Deeply studying and 
researching Mao Ze-dong’s method of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models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realizing the strategic goal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under the current complex conditions of the “two major situations”. (Zhang Ye-ting, Wei Tong-yi)

（翻译：张剑锋　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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