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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兵团 感受边疆
本报记者 陈 曦 卢毅然 摄影报道

农十师 186 团 6 连牧民正在中哈边境上放牧。“我家住在路

尽头，界碑就在房后头，界河边上种庄稼，边境线上牧羊牛……”这

首歌曲真实反映了兵团人的生活状态。

1969 年 6 月 10 日，在反击苏联入侵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

的战斗中，为了保卫祖国领土，捍卫民族尊严，兵团女民兵孙

龙珍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带着 6 个月的身孕参加了斗争，不

幸中弹牺牲。如今她牺牲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五谷丰登、风景

如画的良田。

在和田墨玉县的农十四师 47 团“老兵村”，92 岁的“沙海

老兵”刘来宝和他的维吾尔族老伴努尔沙汗已相濡以沫半个

多世纪。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 185 团民兵李青春骑着摩托

车沿着别列孜克河的跃进渠龙口巡查河坝。“房前是蜿蜒流

长的别列孜克河，屋后是沙浪萦回的无际沙漠，大漠深处守

水苦度悠长岁月，平凡岗位谱写壮志无悔青春”这四句话概

括了李青春的工作和生活。

近年新组建的农十四师 224 团成为发展节水灌溉现代化农

业的典范。他们在沙漠中种植的“和田玉枣”已成为国内知名

品牌。

驻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一隅的兵团基层连队。随着沙丘顶上传

来的推土机阵阵轰鸣声，这片沙漠将变成平整的土地，种下绿色的希望。

“面对蜿蜒的界河，背靠伟

大的祖国，我们种地就是站岗，

我们放牧就是巡逻，若问军垦战

士想的是什么，祖国的繁荣昌盛

就是我最大的快乐……”这是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 62 团的

团歌，它不仅唱出了兵团人戍边

的心声和情怀，更是他们生活的

真实写照。

8 月 下 旬 至 9 月 上 旬 ，由

本 报 领 导 带 队、部 分 记 者 组 成

的“ 走 转 改·兵 团 行”采 访 组 在

兵 团 和 新 疆 大 地 进 行 了 一 次

“ 深度行走”，从阿勒泰、塔城、

伊 犁 到 博 乐、五 家 渠，从 和 田、

喀 什 到 阿 克 苏 、阿 拉 尔 …… 北

疆、南 疆 两 条 路 线 总 行 程 近 万

公里。

一 踏 进 这 里 ，就 有 一 种 似

曾 相 识 的 感 觉，就 有 一 种 强 烈

的 冲 动 吸 引 着 我 们 贴 近 这 片

古 老 博 大 的 土 地 。 绿 洲 、戈

壁、沙漠，雪山、原野、河流，胡

杨 、红 柳 ，绵 延 纯 净 的 自 然 大

美 冲 击 着 我 们 的 视 野；热 爱 祖

国、无 私 奉 献、艰 苦 创 业、开 拓

进 取 ，长 久 驻 扎 、坚 守 在 这 片

遥 远 疆 土 之 上 的 兵 团 人 的 精

神 更 无 时 无 刻 不 冲 击 着 我 们

的心灵。

上 世 纪 中 叶 ，由 17.5 万 名

解放军官兵集体转业组建的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承 担 起 国 家

赋予的屯垦戍边的职责。在半

个 多 世 纪 的 风 雨 历 程 中，几 代

兵 团 人 与 新 疆 各 族 人 民 同 呼

吸、共 命 运、心 连 心，在 祖 国 边

疆 这 片 热 土 上 前 赴 后 继、战 天

斗 地、默 默 耕 耘，“ 献 了 青 春 献

终 身，献 了 终 身 献 子 孙”，为 促

进 新 疆 经 济 发 展，加 强 各 民 族

团 结，稳 定 新 疆 社 会 秩 序 和 守

土 戍 边、巩 固 边 防 做 出 了 历 史

性的突出贡献。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采访

组亲身感受了守护祖国边陲的

兵团人让沙漠升起繁华、让荒原

变为绿洲的豪情；领略了戈壁母

亲情系边疆，播种生命，在不毛

之地建起家园的博大胸怀；目睹

了兵团奠基新疆工业，传播先进

文化，引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风

采……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不 到 兵 团，不 知 大 爱 之 炽 。 短

短 半 个 月 的 采 访，远 不 能 尽 观

这 片 热 土 的 全 貌；我 们 手 中 的

笔 和 相 机，只 能 尽 量 捕 捉 和 描

述这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现实生

动画卷中的一个个片断。行走

兵团，感受边疆，追寻历史启示

和时代精神，我们的行程，刚刚

开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 90 团阿拉山口护路民兵分队常年驻守在这里，担负着第二条亚欧大陆桥中国

段西桥头堡——阿拉山口铁路站区 40 平方公里范围内铁道线的巡逻、看守任务。护路民兵队里的小伙子们

大部分都是“90 后”，他们终年战烈日酷暑、斗风沙严寒，用青春、忠诚和热情演绎着无悔的人生乐章。

▼飞机上俯瞰壮美天山。

农八师石河子市歌舞话剧团 50 周年聚会上，扶老携幼从四面八

方回来的文艺工作者们在“娘家”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