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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日，兵团第七师一二五团中学开展“童心向党迎百年 筑梦成长展未来”“六一”国际儿童节展演活动。 张生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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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千 万 ”党 史 大 宣
讲，面对面讲好党的故事

石河子市军垦第三代青年倪小涵原本

不能理解，一个 76 岁高龄的老人，为什么

不好好在家享受退休生活，非要在社区和

年轻人一样准时准点上下班？

老人是她的外婆，叫纪素贞，在老街街

道十二小区一干就是 40 多年。去年疫情期

间作为巡逻队队长，还带着一大批老年志

愿者巡逻在社区的大街小巷。

成 为 兵 团 青 年 讲 师 党 史 宣 讲 团 成 员

后，石河子市第一小学少先队辅导员倪小

涵潜心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新疆地方史

和兵团屯垦戍边史，最令她震撼的是兵团

第一代“戈壁母亲”。

1954年 10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十几万进疆部队就地转业，一手拿镐，一手

拿枪，靠手拉肩扛，在戈壁荒滩上新建家园，

开创共和国屯垦戍边伟业。垦区开荒初期很

多战士就说过：“没有女人安不下心，没有

孩子扎不下根。”面对这支“生在井冈山，长

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的英

雄部队，王震将军奔走号召，齐鲁大地、湘

江两岸近两万名女兵乘上了西行的列车。

山东女兵金茂芳是第三版人民币女拖

拉机手的原型，1959 年 12 月，零下 45℃的

极度严寒中，金茂芳开拖拉机从莫索湾回

石河子。路上拖拉机熄火了，她发现是进油

管子冻住了，决定用嘴为油管“加热”，刚含

住油管子便牢牢粘住，松开时满嘴鲜血，再

含，使劲地吸气，再松开⋯⋯4 天 4 夜才到

目的地。

倪小涵的外婆和金茂芳一样，都是第

一代“戈壁母亲”，他们亲手把石河子从茫

茫荒原建成绿洲明珠。

“我以后会成为第三代‘戈壁母亲’，我

想把三代母亲的故事讲给第四代、第五代

人听。”每次宣讲，都会有掌声、泪花，倪小

涵知道，有人听到心坎儿里了。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团委组建“青年讲师党史宣讲团”开

展“百千万”党史大宣讲活动，遴选 100 名

青年讲师，深入团场、连队、学校、机关、企

业开展不少于 1000 场次宣讲活动，覆盖数

万名兵团青少年，分层分类讲好党的故事、

革命故事、英雄故事。

4 月 30 日，兵团团委联合兵团党委宣

传部、统战部、兵团教育局、财政局举办“青

听党史故事”青年讲师党史示范宣讲，“五

四”期间经卫视、互联网转播，在兵团和疆

内外引起热烈反响。

兵团团委副书记艾里肯江说，兵团共

青 团 坚 持 上 下 协 同、发 动 基 层、贴 近 青 少

年，以“党史国史”为重点内容，结合兵团屯

垦戍边史开展一系列“兵”味十足、丰富多

彩的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兵团各族青少年

在体悟兵团精神中铭记职责使命、坚定跟

党决心，争做新时代戍边人。

寻访老军垦，传承兵团魂

和倪小涵一样寻访老军垦的还有青年

讲师团成员、十四师党委党校教师杨丽云。

1949 年 12 月，为了解放和田，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兵团二军五师十五

团 1800 多名官兵奉命从新疆阿克苏出发，

日夜兼程 15 天，徒步横穿“死亡之海”塔克

拉玛干大沙漠，史无前例地大进军；之后，

这批“沙海老兵”脱下军装屯垦戍边，在墨

玉 县 北 缘 一 个 叫 夏 尔 德 浪 的 荒 漠 铸 剑 为

犁，驻守了一辈子。

杨丽云从 3 年前就开始走访十四师四

十七团健在的老兵、遗孀和子女，不断地搜

集各地史志、档案资料，她说，“最大的震撼

是老兵忠诚奉献的精神，很多故事细节不

断地敲打人心，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一种

精神。”

季玉亭、阎凤英这一对老兵夫妇的故

事让杨丽云尤为难忘。

老兵季玉亭得了严重的肺心病，一辈

子对组织提了唯一要求，希望住在四十七

团团部，看病方便些。但团里当时太困难，

季玉亭没能等到这一天。临终前，他对家人

交待了 3 件事：替他向党交最后一笔党费，

把欠医院的医药费还了，团里还很困难，不

再提任何要求。

1990 年，季玉亭被埋在了团里的“三八

线”墓地。老伴阎凤英执意搬到墓地旁的一

间草笆子房，独自守着丈夫。她把自己和丈

夫的旧军帽缝在了一起，感觉跟老伴从未离

开过。这一守，就是 19年。2009年，团里终于

成功动员她搬到团部敬老院居住。临行前一

晚，阎凤英在熟睡中离开人世，手里还攥着

旧军帽。她永远陪着老伴留在了“三八线”。

杨丽云说，“宣讲兵团精神，就是要从进

疆老兵的故事说起，寻找兵团人的根和魂。”

青年讲师团成员、十二师公安局民警

达尼尔·艾力肯第一次听“沙海老兵”张远

发的故事就被吸引了，两个月来，他已经宣

讲了超过 30 场。

在喀什地区伽师县一所中学，宣讲结

束后，一个女孩站起来提问：“老兵走了以

后，有没有留什么遗物？”

“老兵留下的遗物就是兵团精神！”达

尼尔·艾力肯说。

女孩当场哭了。

让爱国主义教育在青
年心中落地生根

“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应该注重苦难

教育，还是更应该注重辉煌教育？”“新时代

大学生传承兵团精神，学习领悟更重要，还

是实践感悟更重要？”

6 月 11 日，由石河子大学团委主办的

“我爱我的祖国·博辩青春勇担当 砥砺奋

斗建新功”第十届大学生辩论赛现场，妙语

连珠、唇枪舌剑。

石 河 子 大 学 团 委 书记管欣说，全校以

“学英雄、悟初心、知使命”为主题，各团支部

运用小品、英雄事迹答辩赛、故事分享会、红

歌演唱会、“短诗颂英雄”等青年乐于接受的

形式开展主题团日活动近 800场次，同时，以

“我爱我的祖国·学党史学国史”为主题的团

日 活 动 共 覆 盖 团 支 部 1307 个 ，青 年 学 生

43577 人次，让爱国主义教育进支部、进社

团，在青年学生心中落地生根。

第三师四十四团小学开展了“我爱我

的祖国·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学生们翻

沙丘，越沟壑，走羊肠小道，挺进大漠戈壁，

体验红军长征的艰辛与豪迈。第一师阿拉

尔市团委联合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每周

六定期组织开展“党的故事我来讲——争

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少先队员

分享党史小故事。五师双河市团委邀请老军

垦深入学校上党史教育团课，九师各级团组

织与地方团组织开展“手拉手”共建活动，广

大青少年在追寻党的光辉历程中受教育。

据了解，兵团团委结合不同青少年群

体特点，对团员、队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组

织化动员，以团支部、少先队中队为基本单

位，利用团队组织扁平化工作平台，推动活

动深入基层、融入日常。

为了提升基层开展活动形式的规范化

水 平 ，兵 团 团 委 统 一 制 作 了“ 我 爱 我 的 祖

国”主题团队日（课）和经典诵读活动工作

指 引 5 期 ，配 套 讲 稿 及 PPT 课 件 19 个 ，自

下而上层层举办“我爱我的祖国·坚定信念

跟党走”演讲比赛，加强顶层设计，丰富内

容供给，紧盯“规定动作”不走样，在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汇聚爱国之情、激发

报国之志。

截 至 目 前 ，兵 团 7842 个 团 支 部、4812
个少先队中队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

动，40.6 万余名青少年参与学习，实现对各

领域青少年的全覆盖。

为青年办实事

4 月，棉花出苗的关键时期，突如其来

的降雪天气让七师一二五团的早播棉田受

到严重影响。为了降低损失，一二五团团委

组建基层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助力受灾棉

农灾后重播，帮助棉农重塑信心。

十一连的青年“两委”成员唐宛林的棉

花地也需要重新播种，但他仍然选择加入

青年志愿服务队去帮助受灾更严重的职工

群众，能为职工减轻一些负担，奉献志愿者

的一点力量，他觉得很有意义。

党史学习教育启动后，兵团各级团委

建立团干部挂钩结对帮扶机制，落实“办实

事”项目清单销号式管理制度，真心真情为

青少年办实事、解难事，全力解决青少年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增强

青少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兵团团委积极推动“促进青年全面发

展”列入兵团“十四五”规划，并制订了

“我为青年办实事”项目清单 （见图表），

全力解决青少年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

石河子大学举办第二届“权益金点子

大赛”，以项目化形式就学生关注的学校发

展问题和学生成长需求进行调研，并提出

合理化建议。先后组织开展校领导、校团委

与学生代表见面会，组织校、院、系、班四级

权益委员联动开展日常权益服务工作，协

调解决学生诉求 380 余项。

在塔里木大学，信息学院团委学生会

社 团 部 与 信 之 源 青 年 志 愿 者 协 会 电 脑 小

卫 士 志 愿 服 务 队 共 同 开 展 了“小胡杨·办

实事——电脑清灰及系统重装”公益活动，

在志愿者巧手下，一台台笔记本电脑焕然

一新。机械工程系学生为了解决门响打扰

休息及上课专注的问题，给教学楼、宿舍的

门上油，让“响门不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雪迎

一部兵团为国戍边的红色历史，生

动诠释了青年的价值追求与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之间休戚与共的联系。

兵团共青团深入领会党史学习教育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的深刻内涵，积极拓展“为青

年 办 实 事 ” 的 广 度 深 度 ， 抓 住 “ 十 四

五”开局起步重大契机，紧紧依靠各级

党委，积极倡导推动在兵团新型城镇化

进程中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在服务青

年中更好服务大局。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是我国第一个青年发展规划，八师

石河子市是全国第二批青年发展规划实

施试点城市。

石河子市将“促进青年全面发展”内

容作为专节写入《师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纲要（草案）》，并在人大会议上审

议通过。师市党委整合 32 个部门力量，

制定出台了《石河子市关于开展中长期

青年发展规划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将

十大发展目标和 34 项具体工作细化，形

成责任清单。

石河子市团委书记赵媛媛说，石河

子 市 正 在 按 照 中 长 期 青 年 发 展 规 划 内

容，为青年创造更适合发展的环境，打造

青年友好城市，在教育、健康、婚恋、就业

创业、文化、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维护

青少年合法权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社会保障等方面作出积极努力。

地处南疆的三师图木舒克市，到处

是一片片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在师市

团委的倡导推动下，师市党委将青年友

好型城市创建任务目标列入师市“十四

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制

定出台了《关于创建青年友好型城市的

实施方案》，举全师市之力创建“青年友

好型城市”，围绕青年的美好生活需要，

新建一批文化、体育、娱乐、休闲、托幼、

养老设施，以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优化青

年的工作、生活等环境。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兵团各级

团组织和团干部深入基层进行调研，了

解青年所需，以“我为青年做件事”为具

体指标，有针对性地梳理出项目清单。八

师石河子市团委提出“二三五”的方案，

即：我为青年讲党史、我为孩子圆梦想、

我帮青年强技能、我帮青年找工作、我帮

青年找对象、我带青年下基层、我带青年

做公益、我带青年展风采、我带孩子交朋

友、我带孩子学法律十项清单，为青少年

提供专业化的精准关爱服务，打通服务

青少年的“最后一公里”。

5 月 21 日，天业集团团委组织 30 余

名青年员工来到一四二团新安镇体育馆

与附近团场团委联合开展“相遇五月 邂

逅新安”青年联谊活动，共计 90 余名优

秀青年参与其中。

“因为工作性质，平时交际面狭窄，

青年交友平台对男女青年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一四二团单身青年李根说。

今年以来，兵团各级团组织连续举

办了 57 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青年交友

活动，成为兵团青年想得起的“红娘”。

面向青年群体的福利包正在逐一下

发。

从湖南长沙来阿拉尔之前，喻康像

许多青年大学生一样，立志将理想在兵

团高高飘扬。

在阿拉尔工作生活 3 年后，喻康选

择扎根兵团，留在基层团场。他说：“阿拉

尔市充满了蓬勃发展的潜力和活力，这

里为青年发展营造的良好环境让我无限

留恋，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

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让我感动。”

26 岁 的 田 梓 若 家 在 辽 宁 葫 芦 岛 ，

两年的西部计划志愿服务期后，决定留

在石河子，现在是石河子市第十一中学

教师。

“来石河子之前，我想象的新疆是大

漠胡杨、荒无人烟，没想到石河子绿树成

荫如同森林花园，这里也很现代化，生活

节奏没有内地经济发达城市那么快，是

一种让青年感到压力适中的舒适状态。”

田梓若说。

“军垦文化是兵团城市的底色，但是

属于青年的现代文化设施也很齐全。”田

梓若喜欢傍晚去世纪公园散步，看来自

五湖四海的兵团人跳交谊舞、维吾尔族

广场舞。

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从全国各地

来到一座座像石河子、图木舒克、阿拉尔

这样的兵团新兴城市，扎根戈壁明珠实

现人生理想。

建青年友好型社会 兵团入列

传承弘扬兵团精神 争做新时代戍边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青团：讲出兵团味，传承兵团魂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雪迎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兵团团委
充分挖掘兵团红色资源优势，坚持以兵
团精神育人、以军垦文化塑人、以红色
基因化人，坚持组织化推动，构建兵
团、师市、团场、连队四级团组织抓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的 工 作 机 制 ， 以 团 支
部、少先队中队为基本单位，常态化
全覆盖开展主题团队日活动和主题团

队课；创新形式载体，开展“我爱我
的祖国”兵团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教育实践活动，举办“学党史学
国史”、经典诵读等活动；组建青年讲
师党史宣讲团，教育广大青少年传承
红色基因、继承革命传统，不断掀起

“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学习教育
的高潮。

兵团第十三师红星二场学校开展倾听英雄故

事传承革命精神实践教育活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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