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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漠 中 崛 起“ 军 垦 新 城 ”
——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纪实

大漠之南，昆仑之北，军垦新城，名为昆
玉。位于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
的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自建市以来，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
新疆工作总目标，忠诚履行新时代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职责使命，持续发扬兵团精神和胡
杨精神、老兵精神，推动这座城市经济社会各
项事业实现质量速度“双跨越”，从戈壁荒野
到枣园一望无际、高楼鳞次栉比、园区企业集
聚的发展奇迹。在这里，一幅历史与现实、自
然与人文交织的多彩画卷正徐徐展开。

弘扬老兵精神 赓续前行力量

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承担着党和国
家赋予的屯垦戍边使命，其前身是王震将军
领导的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战功显赫的
老部队。1949 年 12 月 22 日，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步兵第五师十
五团的1800余名官兵从阿克苏出发，风餐露
宿 18 个昼夜，徒步急行军 790 公里，横穿塔
克拉玛干沙漠，胜利进军和田。此后，这些
官兵就地转业，在大漠深处屯垦戍边，被称
为“沙海老兵”，他们“扎根新疆、热爱新疆、
屯垦戍边”的精神被称为老兵精神。

近年来，以老兵精神为根基，兵团第十
四师昆玉市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
血脉，相继修缮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
念馆、“三八线”沙海老兵纪念园，并将红色
历史文化与现代设施相结合，精心打造沙海
老兵故事展厅12个，全方位、多角度讲好沙
海老兵故事；实施“红色+文化体验”“红色+
全域旅游”“红色+兵地融合”三大战略，构建
起国家4A级景区沙海老兵红色旅游区+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党性教育基地和红色
文化研学基地的“一区三基地”发展格局，着
力打造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红色小镇。

同时，该师依托北京援疆资源，创排
的情景剧《沙海老兵》、音乐剧《大爱无
歌》、舞蹈诗《沙海老兵》，先后赴北京、石
河子等地巡演，今年截至目前共计演出20
场次，覆盖观众6000余人次，线上直播浏
览量达300万人次。

如今，老兵们绝大多数都已故去，但以
“扎根新疆、热爱新疆、屯垦戍边”为主要内
涵的老兵精神依然薪火相传，激励着昆玉人
继承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在新时代新
征程为把兵团第十四师建设得更强大更繁

荣接续奋斗！

产业提档升级 促进高质量发展

红枣种植业是兵团第十四师农业经济
支柱之一，共种植红枣23.7万亩。

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资源赋予了该地
和田玉枣个大香甜肉细的特点。2012 年，

“和田玉枣”商标正式注册，并获得“中国驰
名商标”，入选“中国地理标志产品”等称号。

在昆玉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茉语凡食
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红枣加工车间，自
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流水线上的红枣正在
进行清洗处理。该公司的产品展厅内，营养
丰富的枣片、口感软糯的枣仁派等系列红枣
深加工产品，也让人眼前一亮。“我们企业共
研发了15种红枣衍生产品，食用方便、营养
丰富、口感也更好。下一步，企业将积极与
高校开展合作，成立红枣研究院，通过红枣
提取物、食品研发等多种方式，进一步提升
红枣附加值。”新疆茉语凡食品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彦东说。

目前，昆玉经济技术开发区有红枣加
工企业7家，兵团第十四师红枣加工企业
已达10余家。各企业在延伸产业链及产
品研发上，创新推出更多新品类，将红枣
从原枣变为高附加值的产品，产品涉及枣
茶、枣汁、枣干、枣醋等。

近年来，兵团第十四师不断创新工作
思路，塑造品牌、延伸产业链，蹚出一条

“红枣+”转型升级新路子，将“红色产业”
品牌高高树起，使其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
新支撑、推动兵团第十四师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新动能。

厚植生态底色 书写绿色答卷

金秋时节，漫步在兵团第十四师各个团
场，随处可见蓝天白云、绿荫如盖、田野美
景，栋栋高楼拔地而起，焕发出新的生机与
活力。“连队的环境越来越好了，街道上绿树
成荫，干净整洁，生活在这里很舒适。”兵团
第十四师224团5连居民陈晓燕说。

昆玉市因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年
平均降水量只有 34 毫米，生态环境极为脆
弱。多年来，几代昆玉人坚定坚决履行好生
态卫士职责，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大力实施生态绿色建设工程，加快昆
玉市和团场城（镇）及周边绿化和防风防沙

林建设速度，持续实施退牧还草、退耕还林、
植被保护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每年的冬
季和春季，昆玉市都会组织广大干部职工群
众植树造林，采用乔、灌、草结合和网、带、片
相贯连的“三线”造林方式，构筑出一道道防
风固沙的绿色生态安全屏障。

据悉，2020 年以来，昆玉市完成人工造
林1.77万亩，退化林修复整改面积2.2044万
亩，修复退化草原2万亩，植树造林累计投入
约1.13亿元。

为进一步巩固一直以来的防沙治沙成
果，2024年，兵团第十四师还编制《第十四师
防沙治沙规划（2024—2030 年）》，督察指导
各团场谋划沙漠锁边项目14个、综合治理面
积约15万亩；完善绿化供水配套设施建设，
铺设供水管道140公里，新建输水渠道45公
里，保障该师国土绿化面积稳存量、提增量；
投资7977万元，实施和田河流域生态综合治
理项目和“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
修复项目，新建人工防护林5454亩，修复退
化林4.6万亩、退化草原2万亩。

随着植树造林和生态修复力度不断加
大，昆玉市生态面貌焕然一新。目前，昆玉
市林地面积达到 16.69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到4.14%，建成区公园绿地面积113.51公顷，
绿化覆盖率达41.13%，建成区绿地率从2017
年的18%增长至40.21%。

提升文旅产业 绘就发展新篇章

“每逢节假日，游客都特别多，最多的时
候一天要烤两三只羊。”每年旅游旺季时，麦
麦图尔迪·克热木都要到昆仑山大峡谷风景
区摆摊卖烤肉，他说，放牧、卖烤肉两不误，
每年靠卖烤肉收入就有3万多元。

每年入夏之后，被誉为“昆仑之门”的兵
团第十四师一牧场昆仑山大峡谷旅游景区
群峦染黛、碧草如毯。该景区拥有126万亩
天然优质草原，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在昆
仑雪山的滋润下，草原、沙漠、戈壁、冰川、河
流等自然风貌均有所覆盖，形成了丰厚的旅
游资源，吸引着众多游客来到这里打卡。

近年来，兵团第十四师依托丰富的文
旅资源，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通过建
设昆仑山大峡谷、沙海老兵红色旅游区等
景区项目，提升旅游基础设施水平。同
时，昆玉市还积极举办各类旅游节庆活
动，如“昆仑赏花汇”“昆仑山大峡谷旅游

景区开山节”等，进一步打响了“沙漠之
眼、昆仑之门、老兵之城”旅游品牌。据统
计，今年1月至7月，该师累计接待国内游
客 55.82 万人次，同比增长 8.14%；实现旅游
收入约1.26亿元，同比增长18.67%。

加大建设力度 构建现代交通网

交通是兴国之要、强国之基。交通
兴，则百业兴。

近日，在昆玉市—墨玉县公路建设项
目（第一合同段）施工现场，挖掘机、渣土
车等大型机械轰鸣作响，各道工序衔接有
序，一派繁忙景象。

“这条公路全长 32.679 千米，采用双
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
公里。”该项目第一合同段技术负责人张
自明介绍，“该公路建成通车后，昆玉市到
墨玉县通行时间将由过去的1小时缩短至
20多分钟。

近年来，兵团第十四师着力构建现代
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加大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力度，推动铁路、公路等多种交通
统筹融合发展，激发区域发展新动能，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截至
目前，昆玉市公路总里程达 2011.1 公里，比
2019 年增加 679.15 公里，客货运量、客货运
周转量均保持较快增长。

2023年，昆玉市至图木舒克市沙漠公
路全线贯通，使两地之间行车时间比过去
缩短2—3小时；今年，昆玉市公铁联运枢
纽铁路专用线项目通过验收，跨区域交通
通道的相继建成投用，大大加强了昆玉市
与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有力推动了区域
经济协同发展。

大道如歌路如画。从国道到高速，从城
区路网焕新颜到“四好农村路”助力乡村振
兴，再到交旅融合引领新发展，如今，国道、
省道、县乡村道路在兵团第十四师织就了一
张便捷高效的交通路网，成为职工群众致富
的“小康路”，成为该师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引擎。

历史的车轮永不停歇，奋斗的脚步永远
向前。如今，兵团第十四师处处都是抢抓机
遇、大干快干、比学赶超的壮美画卷，经济社
会持续呈现出向上向好的喜人态势，一个宜
居宜业、经济社会充满活力的军垦新城挺立
在祖国西部。 据新疆日报

民丰县房车营地成自驾游理想打卡地
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卜

力克木）10月4日，记者在民丰县
尼雅国家湿地公园房车营地看
到，这里集结着多辆房车，车主来
自四川、浙江、辽宁等地。他们有
的在准备晚餐，有的欣赏美景，有
的拍照留念，有的聚在一起聊着
旅途见闻，享受着旅行的惬意。

“新疆是个好地方，亚克西！”
来自成都的游客正聚在一起享受
着美味的晚餐，向记者夸赞大美
新疆。

“这个地方很好，天气凉爽，
人也非常热情，尤其是这房车营
地，设备齐全，停车免费，有电、有
水、有卫生间，真是太方便了。”成
都游客朱鹤芬开心地说。

随着旅游新业态不断涌现，自
驾游尤其是房车游越来越受到青
睐。民丰县通过升级和完善房车
营地设施，提升自驾游客的旅行体

验，为旅游产业注入新动能。目
前，民丰县共有房车营地3个。其
中，投入使用的尼雅湾房车营地和
尼雅民宿驿站分别位于尼雅国家
湿地公园和 216 国道 0 公里处，两
个房车营地共配备110个停车位，
营地内水、电等配套设施齐全。营
地周边充电桩、超市、特色餐饮店、
旅游厕所、自助洗车店、水果店、特
色民宿、酒店等基础设施一应俱
全，可满足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补
充物资、娱乐活动等需求。

“我是自驾过来的，没想到这
里的房车营地设施非常齐全而且
环境也非常好，旁边不仅有公园，
晚上还能看到精彩的舞蹈表演，
民丰县的美食和水果又多又好吃
也很便宜。回去后，我一定要把
这里的所见所闻推荐给我的朋
友，让他们了解新疆，走进新疆。”
浙江游客朱丽说。

在房车营地，游客享受着旅行的惬意。
地区融媒记者 阿卜力克木摄

我 的 名 字 叫 国 庆

范国庆：见证了和田地区从孤网到联网
地区融媒记者 朱红杰

父亲骑着战马参加了解放新
疆的最后一场战斗，后来到和田
扎根。

范国庆对父亲的这种英武形
象是镌刻在脑海里的。父母文化
程度不高，1969年10月1日出生
的范国庆，父母就给他起了国庆
这个名字，以示纪念。

在国网和田市供电公司工作
的范国庆，1991 年参加工作，到
目前已经在电力系统工作了 33
年。

排孜瓦提水电站，这座曾经
作为和田主要供电源之一的发电
厂，为和田人民带来光明。范国
庆参加工作时就在排孜瓦提水电
站，他告诉记者，当时除了排孜瓦
提水电站，还有拉斯奎火电厂作
为和田电力主力电厂。和田电网
是孤网运行，发的电只保障和田
市城镇居民，后面供到墨玉县、洛

浦县，其他县是孤网运行。由于
电网不发达，偏远地区的很多农
牧民用不上电。随着和田各项事
业的发展，电力供应严重短缺，和
田在国家的支持下开工建设了康
赛水电站、乌鲁瓦提水利枢纽工
程、吉音水利枢纽工程等，和田的
电力有了充足的保障。由于和田
的电网同新疆电网实现了联网，剩
余的电力可以输送到新疆以外的
省市，实现了电力的“进出自由”。

范国庆告诉记者，自己在电
力系统干了大半辈子，见证着和
田电力事业的发展。现在，和田
比较偏远的地方，如和田县的黑
山村、于田县的流水村、民丰县的
安迪尔，就连位于昆仑山深处的
皮山县康克尔柯尔克孜民族乡都
通了电。再远的地方都要让农牧
民用上电！作为电力人，这让他
感到自豪。

国庆假期和田团城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王晓
丽 奥古丽妮萨）“十一”假期期间，
和田团城不断丰富旅游业态、更新
旅游硬件设施、打造美食文化一条
街、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吸引
了众多市民及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10月4日，笔者走进和田团城看
到，团城内游客如织，人声鼎沸。和
田团城保留了“团圈式”建筑风格和
独特的“阿依旺”特色民居。漫步在
和田团城的街头巷尾，游客们被和
田团城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浓厚的文

化氛围及打卡点所吸引，纷纷驻足
拍照留念。

为迎接“十一”假期的旅游高
峰，和田团城提前进行了充分的准
备。美食文化一条街让游客们大饱
口福，各种地道的新疆美食，如烤全
羊、手抓饭、羊肉串等让游客们赞不
绝口。除了美食和建筑，和田团城
还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文艺演出、手工艺品展示等，让
游客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深入了
解了和田的文化底蕴和民俗风情。

国庆期间，和田团城还为游客
提供了免费停车场，并设立导路牌，
方便游客出行。同时，团城内的商
超和餐饮经营者也提前做好准备，
备足了各类商品和新鲜食材，所有
商品都明码标价，确保游客购买到
心仪的商品。

据了解，10 月 1 日至 4 日，和田
团城累计接待游客 10 万人次，较
2023 年同比增长 60%，实现旅游收
入 260 余万元，较 2023 年同比增长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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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融媒讯 （记者 努尔
古再丽）10月6日，新疆红石阿迪
力公益专项基金会的志愿者们开
展了一场充满爱心与温暖的关爱
残疾人活动。来自七县一市的
200 余名残疾人齐聚一堂，共同
感受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活动现场，志愿者为现场残
疾人送上了精心准备的“爱心
餐”。一份份美味的餐食，传递着
浓浓的关怀与温暖。同时，精彩
的文艺活动也在热烈开展，《歌唱
祖国》《我爱你，中国》等歌颂伟大
祖国的旋律响起，现场掌声不断，
欢声笑语回荡。

“我们希望通过举办关爱残
疾人活动，让他们感受到祖国的
繁荣与强大，同时也展现基金会
的社会责任感。我们将持续关注
残疾人事业，为他们提供更多的
帮助与支持。”新疆红石阿迪力
公益专项基金会创立人阿迪力·
麦麦提说。

此外，新疆红石阿迪力公益
专项基金会给残疾人赠送了价值
1 万余元的衣服、文具及生活用
品。这些实用物品，不仅满足了
残疾人的日常需求，更体现了社
会对他们的深深关爱。

“‘爱心餐’、文艺表演和贴
心的礼物，让我们感受到了社会
的关爱和祖国的温暖。我们会更
加勇敢地面对生活，尽自己所能
为祖国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残疾人阿卜杜卡迪尔·图尔荪
说。

据了解，2020年5月，阿迪力
公益专项基金由自治区民政厅红

石基金会批准，成为新疆七大基金之一。近年来，新
疆红石阿迪力公益专项基金会累计组织了10余场
助残志愿服务活动，捐款捐物达13万元，受益人数
达2870余人。他们把慈善公益贯穿于行动上、思想
上，架起一座座关心关爱的桥梁，援助了一个个困难
群众。

假期休闲选择多样 和田影院佳片不断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努尔古再丽）

国庆假期，除了走亲访友、外出旅游外，
不少市民调整假期计划，看电影成为市
民休闲娱乐方式之一。

10 月 7 日，记者在和田人民电影院
看到，影院人头攒动，前来观影的市民络
绎不绝。假期期间，影院推出的一元观

影、线下观影购票立享优惠、线上新疆电
影小程序购票立享优惠等活动，吸引了
众多市民。

“国庆长假，外出旅游的人太多，路上
车堵车，景点人挤人，还不如看几场电影放
松心情。”正在等候观影的市民李女士说。

优惠活动将持续至11月底。活动期

间，工银信用卡客户通过e生活PLUS小
程序领取34元微信消费券，成功领取后
可到指定商户使用微信绑定工银信用
卡，消费满35元抵扣使用；若票单价高于
35元，则高出部分需由客户自行支付，最
低1元观影。

这个国庆假期，《志愿军：存亡之战》

《熊猫计划》《749局》《浴火之路》等众多
影片纷纷上映。《志愿军：存亡之战》更是
成为了市民的热门之选，影片以真挚情
感铸就英雄影像，带观众共同追忆峥嵘
岁月，激发爱国热情，砥砺前行鼓斗志，
受到观众一致好评。

“电影震撼的战争场面，让孩子直观
地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明白了幸福生
活来之不易。希望孩子通过这部电影铭
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志愿军精神。”带
着孩子看完《志愿军：存亡之战》后，张先
生感慨地说。

10月4日，游客和市民在团城购物游玩。 地区融媒通讯员 王晓丽摄

地区融媒讯 （记者 胡礼
政 通讯员 陈文杰）近日，墨玉
县喀瓦克乡南坪水库附近喀拉喀
什河畔迎来了今年第一批越冬的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灰
鹤。一群群灰鹤时而嬉戏觅食，
时而振翅翱翔，鸣叫声此起彼伏，
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生态画
卷。

近年来，地区持续加大生态
保护力度，利用引洪灌溉时机对
湿地公园进行生态补水。这一举
措不仅为湿地植被提供了良好的
生长环境，更是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越冬候鸟来此“安家”。和田湿
地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丰

茂的水草和丰富的鱼虾资源让这
里成为了候鸟的天堂。飞抵墨玉
县、民丰县等地栖息越冬的候鸟
数量逐年增多，呈现出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景。

摄影爱好者艾麦尔·阿卜杜拉
这几年用镜头记录下不少“到访”
和田的候鸟，除了拍到候鸟时的喜
悦，他还有更大的感触。“出现在我
镜头里的候鸟种类越来越多了，候
鸟栖息环境也越来越好，每次看到
这种画面，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句话。”
据了解，随着降温天气来临，

灰鹤今年比去年提前一个多月到
和田越冬。

良好生态环境吸引候鸟

“ 稀 客 ”灰 鹤 来 墨 玉 越 冬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努尔
古再丽 通讯员 孙兴隆 张甜
甜）为进一步提升基层群众的法律
意识，弘扬法治精神，近日，地委政
法委、地区法学会组织青年普法志
愿者开展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

活动以“法治基层迎国庆，青
年志愿展担当”为主题，将法治文化
传播到基层的每一个角落。地委政
法委青年普法志愿者深入墨玉县普
恰克其镇巴什吐格曼艾日克村，通
过举办普法文艺活动、法律讲座、发
放宣传资料、开展法律咨询、现场提
问等多种形式，在寓教于乐中向基
层群众普及法律知识。

活动现场，志愿者与村民开
展了篮球赛、拔河比赛等联谊活
动，为村民讲解了与日常生活密
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解答他们在
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重点宣
传了土地承包、土地流转、农民工
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知识，进
一步提高了村民的法律意识和依
法维权的能力。

据了解，地委政法委、地区法
学会国庆期间组织青年普法志愿
者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文化活动，
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
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氛
围，为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

开 展 法 治 文 化 基 层 行 活 动

奋 进 强 国 路 阔 步 新 征 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