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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政 法 大 学 法 学 专 业 毕 业 生 阿 曼

古·阿不都明决定回乡工作。

“以前上高中时，图木舒克在我记忆

里 就 是 被 棉 花 地 包 围 的 一 个 小 城 市 。”

2020 年 7 月 11 日 ， 接 到 新 疆 粤 通 实 业 有

限公司的入职通知后，阿曼古·阿不都明

把地址输入导航前往公司的路上，正在开

发建设的永安坝工业园、唐王城工业园、

达坂山工业园等，让她惊讶不已，好似发

现了新大陆。

“翻看一些单位的岗位招聘表，有的要

求研究生学历，家乡的大发展不仅让我找

到了满意的工作，甚至给我带来不努力会

被淘汰的压力！”阿曼古·阿不都明如今是

公司总经办助理和团支部书记，她说回家

工作的感觉很好。

如今，加速发展的南疆师团，一批批和

阿曼古·阿不都明一样的新一代有志青年，

接过了老一辈军垦战士手中的接力棒。

屯垦戍边，后继有人。

从戈壁荒原到人才高地

图木舒克，维吾尔语意为“鹰面部突

出 的 地 方 ”。 位 于 塔 里 木 盆 地 西 北 边 缘 ，

北邻阿克苏，西邻喀什，是古丝绸之路必

经要道。

该市东城工业园新疆方牧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正在建设新厂房。作为南疆首家高

科技兽用疫苗企业，按照计划，半年后将生

产口蹄疫合成肽疫苗等重大动物防疫病疫

苗，推动南疆及边境地区动物防疫防控和

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园区引进的高科技企业给疆内外青年

带来了机遇。

36 岁 的 张 北 鸥 生 于 新 疆 石 河 子 市 ，3
岁随父母离开了新疆，在武汉成长、就业。

他说，“因为儿时的经历，我对新疆兵团很

有感情。”

因此，得知总公司要在南疆建厂的消

息后，张北鸥立即报了名，成为图木舒克市

一家组装生产服务器的工厂厂长。从 2019
年 5 月项目开工至今，他发现图木舒克每

一天都在变，“人气旺了，车流大了，落地企

业也多了。”

服务器生产车间的技术员李攀是喀什

人，今年 24 岁，是 2019 年招募的第一批员

工，毕业于乌鲁木齐市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他说，“培训的过程一直在刷新我对高新科

技的认知，能在家乡找到理想的工作非常

高兴。”

瞅准了南疆民用无人机驾驶员培训考

核中心的空白点，曾是高校无人机专业教

师的吴一波决定来三师四十四团创业。

他从内地招募了 4 名飞行教练，成立

无人机公司和职业培训学校，开展民用无

人机驾驶员培训。

吴 一 波 还 计 划 发 展 屯 垦 旅 游 ，他 说 ，

“图木舒克拥有沙漠、湖泊、胡杨林、湿地、

山脉等多元景观，是打造丝绸之路文化和

屯垦文化最理想的场地。”

图木舒克市达坂山工业园位于塔克拉

玛干沙漠边缘，2020 年，落户了 20 家企业，

总投资 73 亿多元。

“新建厂房的位置离达坂山不到 5 公

里，全是高低落差达 9 米的风积沙丘，团队

年轻人测算过，为了建厂房，光挖出的沙包

就达 149 万立方米。”新疆唐锦纺织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李峰说。

“这是向沙漠要土地、要资源、要效益

的生动写照，是在沙漠上崛起的一座现代

化工业园。”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主任李万正说，三师图木舒克市前期投

入 7 亿元对达坂山工业园 10 平方公里的土

地 进 行 基 础 配 套 建 设、架 设 燃 气 管 线、引

水、植树，开通市区到达坂山工业园的公交

线路。

在新疆唐锦纺织有限公司的一个培训

车间，480 台织袜机，150 多名员工，日产 20
万双袜子。

李峰说，整个项目还将有 21 个类似的

车间投产。

在三师五十一团六连居民楼一间不足

20 平方米的房间里，摆放着缝头桌、翻袜

桌，配有一台直缝式缝头机、一台小型定型

机，阿兹古丽·米吉提忙着翻袜、缝袜、定

型，每月收入 2000 元。

这 是 唐 锦 纺 织 结 合 新 疆 实 际 推 出 的

“家庭工坊”项目。以“总部+家庭工坊+农

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可以就近就地解决居

民的就业问题，目前已有 22 户 63 名维吾尔

族居民加入了家庭工坊。

看 中 优 质 的 新 疆 棉 ，2015 年 ，总 投 资

27 亿元的洁丽雅集团新疆新越丝路有限

公司在一师阿拉尔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

投产，涵盖了从棉纺、织造、染色、整理到高

档毛巾成品的全产业链生产。

青年员工艾克拜尔·买合买提是日检

4000 多 条 毛 巾 的 检 验 工 ， 每 年 的 车 间 技

能大比拼，他都能进入前 3 名。

艾克拜尔·买合买提来自阿克苏地区

阿 瓦 提 县 阿 依 巴 格 乡 ， 月 工 资 5000 元 ，

“ 在 洁 丽 雅 工 作 4 年 ， 我 已 经 攒 了 10 万

元，计划再干几年自己创业开餐厅。”

据 了 解 ， 这 家 公 司 现 有 员 工 1800 余

名，80%为少数民族员工。

南疆师团正在加速发展。兵团统计局

发布，今年前 4 个月，南疆师市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 42.2%，增速快于兵团 19.8
个百分点。其中，一师阿拉尔市、二师铁

门关市、三师图木舒克市同比增速均超过

40%。

一颗红枣引发的青年创业潮

从澳大利亚堪培拉的媒体记者，到新

疆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十三团的红枣种植

户，90 后兵团女孩赵闫的选择让很多人

难以理解。

她和两个弟弟成立了“叁颗枣”果品

农民专业合作社，她说，“父辈作为兵团

的老职工，用镰刀和锄头把戈壁滩变成了

绿洲，我们这代新农人要利用手机和互联

网，把绿洲上种出来的家乡好货送到千家

万户。”

阿拉尔是“红枣之乡”，全国每十颗

红枣，就有一颗来自阿拉尔。

红枣产业的扩张，给种植户带来效益

的 同 时 ， 也 遇 到 了 卖 枣 难 的 困 境 。 2017
年，由于丰产不丰收，农民亏损，新疆部

分地区甚至发生了枣农砍枣树的事件，红

枣产业亟须转型升级。

为了提高红枣质量效益，带领农户抵

御市场风险，全国人大代表尤良英发起成

立万农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开展订单

农业。有了收购保障，农户们更加舍得投

入，将原本 2 米 3 的行距改成了 4 米 6，一

亩地的枣树砍掉一半进行疏密改造，施有

机肥料。

今年 5 月 18 日，尤良英还脑洞大开，

在十三团举行“屯垦沙漠一棵树”枣树认

养项目，认养人每年花费 18.8 元认养一棵

树 龄 10 年 的 红 枣 树 ， 不 仅 可 以 为 它 取

名、挂上认养牌，还可随时到现场或通过

网络了解红枣生长情况，实现春看花、夏

赏景、秋有果。

据统计，活动当天，共有 36400 棵枣

树被疆内外爱心人士认养。红枣成熟后，认

养人会收到树上结出的 1 公斤绿色无公害

红枣。同时，爱心人士的认养行动也为当地

播撒出一片绿色。

阿拉尔市红鑫源枣业技术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王文杰说，枣树疏密后红枣

品质明显提高了，2019 年红枣加工后通货

价平均 7 元/公斤，2020 年红枣加工后通货

价平均 8.5 元/公斤，总产值增加 30%。

跳出传统销售模式，电商成为年轻一

代新农人的选择。

2020 年 ， 赵 闫 创 办 了 电 商 公 司 ， 仅

一 家 网 络 平 台 上 店 铺 的 销 售 额 就 达 到 了

3000 万 元 。 疫 情 期 间 ， 她 联 合 多 家 电 商

平台，在新疆吐鲁番市、阿拉尔市十三团

和 麦 盖 提 县 举 办 了 “ 直 播 助 农 ” 活 动 ，

销 售 了 100 多 吨 红 枣 、 核 桃 。 附 近 连 队

的 农 户 有 卖 不 出 去 的 农 产 品，都会主动

联系赵闫。

毕业于西北大学的经济学硕士何军是

阿拉尔聚天红果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2019 年 ， 这 家 公 司 建 立 了 该 市 唯 一 一 家

红枣期货交割库。

何军说，由于红枣价格波动较大，枣

农卖枣缺少价格风向标，红枣期货上市后

不但能为枣农、贸易商等提供买卖红枣的

平台，而且有利于引导新疆红枣产业向标

准化、规模化发展。

“花力气种出好的红枣，还要有畅通的

好销路，才能让产业活起来，职工笑起来。”

十三团党委副书记、团长李静说，近年来，

兵团团场综合配套改革以后，团场和连队

两委成为服务者，“职工+合作社+企业”模

式应运而生，抱团对抗市场风险，生产成本

低了，产品效益提高了。

维稳戍边使命融入兵
团人血脉

凌 晨 ，托 云 牧 场 博 比 扬 执 勤 点 ，35 岁

的两委委员买买提吾斯曼·哈日白克拨通

了三连党支部书记王宇新的电话：“大风把

执勤房房顶吹翻了，怎么办？”

“赶紧下山，带护边员安全转移！”王宇

新既担心又感动，突发十级大风，14 个护

边员，仍然坚守在执勤点。

山坳里有一间牧民盖的羊圈，从山顶

到羊圈，5 公里路程，要走两个多小时，买

买提吾斯曼·哈日白克一行人手挽着手冒

着风雪撤到了安全地点。

第三师托云牧场海拔高度 3600-4800
米，年平均气温为 1℃，地处克孜勒苏柯尔

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境内，西北与吉尔吉斯

斯坦接壤，边境线长 72 公里，是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唯一以柯尔克孜族为主的少数民

族聚居边境团场。

30 岁的王宇新从小在托云牧场长大，

从 郑 州 一 所 中 专 毕 业 后 又 回 到 了 家 乡 ，

2015 年开始，一直在三连工作。

“护边员从小生活在托云牧场，他们祖

祖辈辈依山放牧，维稳戍边使命早已融入

血脉。”王宇新说，2018 年以前，连队没有

专职护边员，牧工放牧就是守边，一个毡房

就是一个哨所。

库瓦提别克·沙吾提一家三代都巡边

护边，他说，“爷爷巡边的时候全靠徒步，爸

爸巡边时靠骑马，冬天最冷时，爸爸那代巡

边人就把牛羊的毛皮捆在脚上当鞋子穿。

现在路修通了，我巡边是骑摩托车，比起父

辈幸福多了。爷爷说过，守住这里，就是守

住了国，守住了家。”

31 岁 的 云 南 昭 通 人 艾 永 珊 是 一 名 退

役边防战士，2019 年 12 月，他辗转 4600 公

里，从云贵高原来到了帕米尔高原的托云

牧场。

近两年，托云牧场先后来了 40 个年轻

人，有公务员、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和三

支 一 扶 大 学 生 。为 了 让 年 轻 人 了 解 兵 团

“军”的属性、提升“兵”的能力，托云牧场开

展了“一日护边员”活动。

托 云 牧 场 边 境 执 勤 营 房 在 海 拔 3800
米以上，煮米饭、下面条，不管怎么做吃起

来都好像生的一样。边境线上，常年大风肆

虐，雨雪交加。

参与“一日护边员”活动的王付访感触

颇深：“因为海拔高，走到坡度陡的地方胸

闷喘不上气，这样的路护边员每天都要走

两遍，平时还要训练，真不容易。”

艾永珊说，“让年轻人亲身参与一线护

边生活，会让大家深刻理解一代又一代兵

团人维稳戍边的使命和意义，更好地肩负

起这份职责！”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雪迎

作 为 第 一个回到七十七团创业的大学

生，刘小东没想到团场会如此重视自己。七

十七团位于伊犁州昭苏县，团长王中军亲自

带着他选址，最终定在阿依娜湖边开一家牧

家乐。

为 了 省 钱 ，自 己 买 毡 房 ，用 土 法 盖 炉

子，找电力公司接电，接待游客一个夏天，

刘小东的投资回了本。

2018 年 9 月，团场综合配套改革要求

“政企分开”，七十七团招待所开始公开招

标，刘小东顺利地拿到了承包经营权。改造

后的康苏宾馆于 2019 年 1 月正式开张，由

于靠近昭苏赛马场、夏塔旅游景区等景点，

夏天旅游旺季都是客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

位于有着“塞外江南”美誉的伊犁河谷，下

辖 18 个团场，402 公里的边境线占兵团边

境线总长度的 36%，占伊犁州直边境线总

长度的 86%。

第四师成立于 1954 年，前身是八路军

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等部队组成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五军十五师。四师先后建立了 13 个

边境农场，数以万计的城市知识青年、支边

青年、转业军人等使边境农场发展壮大，成

为战斗与生产相结合的一条边境警戒线。

六十二团位于霍城县，距新疆第二大

陆路口岸霍尔果斯口岸 3 公里。33 岁的“兵

三代 ”魏威毕业于成都理工大学，2015 年

年底开始在六十二团经营一家汽车销售美

容服务公司，因为离口岸近，人流、车流量

大，生意越来越好。

“作为‘兵三代’，我们肩上传承着祖辈

屯垦戍边的使命。”魏威说，公司专门挑出

16 名青年骨干成立了民兵排，和团场工作

人员一起值班、拉练、备勤。

这里还是霍城县职业技术学校的实训

基地，霍城县兰干乡的阿尔帕提·艾克兰木

已经在公司钣金车间实习了近 3 个月，技术

越发熟练，他计划实习结束后留下来工作。

33 岁的张凯高中毕业，已经自主创业

了 14 年，常年泡在农田里，皮肤黝黑发亮。

从小，他看到外公外婆、父母在边境线阿克

炮台附近的田地里耕种，长大后也不愿离

开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张凯现在种植着

270 亩棉花地，养殖 300 只羊、50 头牛，还有

两片果园，是周围小有名气的致富能手。“他

身上有一股顽强的韧劲儿！”相识多年的六

十三团团委书记谭明军这样评价张凯。

创 业 路 上 机 遇 风 险 并 存 ，2014 年 ，张

凯养羊时没有看准市场行情，高价买低价

卖，赔了 70 万元，为了还钱，他用最后的羊

群换了一台玉米收割机。最穷时身上只剩

10 块钱，在田地旁的一棵大树底下搭了个

野营帐篷，一待就是 3 个月，每天除了 5 个

小时睡觉，其他时间都在干活。

六十三团位于伊犁河与霍尔果斯河交

汇的沙漠三角地带，边境线全长 44 公里。

团场鼓励兵团子女回团就业创业，2018 年

团场启动综合配套改革以来，共有 489 人

进入连队、社区“两委”、机关事业单位和连

队职工队伍。

为了给青年创业提供资金支持，六十

三团团委主动对接银行，帮助 50 余名青年

获得贷款；为 5 名青年争取到了项目扶持

资金共计 60 万元，为 100 余名青年争取到

各类贴息资金 100 余万元。

六十三团党委书记、政委李爱华说，

“近年来，团场青年返乡创业数量不断增

多，我们还需要做更多工作，发展好团场

经济，培养新一代屯垦戍边的青春力量。”

“兵三代”在边境团场开启创业之门

北斗导航采棉机成为兵团棉花采收的主力军，图为三师四十九团十三连职工机械采收现场。 奉正云/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67载筚路蓝缕

屯垦戍边现代化“大珠小珠”落天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雪迎 通讯员 王 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于 1954
年，为了履行屯垦戍边职责，百余农
牧团场如珍珠般镶嵌在塔克拉玛干沙
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和新疆千余公
里边境沿线。67 年来，324 万兵团人
克服罕见的生存、生产困难，从昔日
以开荒种地、发展农业为主，到如今
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同步
推进。

其中，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天山以
南，环塔克拉玛干沙漠共有4个南疆师
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第二师铁门关
市、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和第十四师昆玉
市。兵团通过差异化、精准化倾斜政策，
引导产业向南疆集聚，推进南疆兵团城
镇化建设。

边 境 线 上 ， 三 师 托 云 牧 场 二 连 职 工 一 边 放

牧 ， 一 边 巡 边 ， 忠 诚 履 行 兵 团 屯 垦 戍 边 职 责 使

命，图为职工在进行日常训练。 奉正云/摄 一师十团打造北国江南小城镇，图为游客正在翠湖雅居小区游玩。 马万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