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个城市

最年轻；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

心。”在新疆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以

下简称“师市”）生活过 16 年的诗人艾

青，曾这样深情地描述石河子。60 多

年来，这座军垦新城用她独具特色的

魅力，吸引并感动着八方来客。

红枫绿韵魅力城，诗情画意石河

子。师市是三代军垦人 60 多年来屯

垦戍边的丰硕成果，是 65 万各族人民

共同守望的幸福家园，是数以万计和

美家庭的温馨港湾。自 2013 年入选

第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创建城市以来，其在创建实践过程

中，愈发朝气蓬勃，美丽迷人。

大漠黄沙生炊烟
军垦新城石河子

师市由军人选址、军人设计、军

人建设，被誉为“戈壁明珠、军垦名

城”，60 多年前这里是一片人迹罕至

的荒原，仅有几间房子和车马店。经

过几代军垦人的努力，今天这里处处

焕发着别样生机，安定祥和。

师市地处天山北麓中段、古尔班

通古特沙漠南缘，是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成立最早的军垦新城。特殊的兵

团 体 制 和 独 特 的 军 垦 文 化 ，创 造 了

“戈壁建新城、荒原变绿洲”的人间奇

迹，曾荣获联合国“改善人类居住环

境良好范例城市”迪拜奖、首届“中国

人居环境奖”以及“全国双拥模范城

市 ”“ 国 家 园 林 城 市 ”“ 国 家 森 林 城

市”等多项荣誉称号，2015 年又荣膺

“全国文明城市”殊荣。

徜徉在石河子街头，随处能感受

到“兵”的气息、“军”的味道：军垦文

化广场、军垦博物馆、军垦文化雕塑

群，郊区的军垦一连、八一路口，以及

一大批以“八一”命名的企业……近

年来，师市党委、政府审时度势，提出

倾力打造“平安石城、绿色石城、活力

石城、文化石城、开放石城”五张名

片，让各项工作在“五张名片”的要求

下 出 彩 。 2015 年 ，经 过 近 两 年 的 公

共文化建设实践，师市打响了创建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攻坚

战，携手各界、各族人民群众共创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齐抓共管建制度
“硬件”“软件”两手抓

师市以制度建设为先锋，将公共

文化建设工作主线和着力点放在基础

设施建设和提高服务质量两方面，实

行“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并重，抓

住了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的核心环节。

师市示范区创建工作的特色是

什么？师市文化体育局党委书记、局

长黄海认为：“首当其冲的就是兵团

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它是我们创建工

作的重要保障。”他说，开展示范区创

建的根本目的是让师市更加和谐、文

化气息更加浓厚，让人民群众生活得

更美好、更幸福，如果脱离民生民意，

一切创建都是空谈。该市创建工作

坚持“五个结合”：即坚持党委主导、

兵地联动与全民参与相结合；坚持培

育城市精神与提升群众素质相结合；

坚持加快经济发展与建设宜居城市

相结合；坚持创新社会管理与增进民

生福祉相结合；坚持夯实创建基础与

打造创建特色相结合。在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和兵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

师市党委、政府以创建工作为引领，

积极探索兵团和边疆地区城镇化建

设的路子，形成了“一把手”亲自抓，

机关及各企事业单位、团场、街道同

配合，群众共参与的良好工作格局，

使示范区创建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师市先后制定出台了《师市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规划》、《师

市文化资源共享实施办法》、《师市文

化志愿者管理条例》等 18 项文件，并

深化公共事业单位改革，规范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健全了公共文化服务

保障体系，确保了制度的长效运行。

面 对 基 础 文 化 设 施 老 旧 、不 足 的 情

况，2014 年至 2015 年，师市投资近 4

亿元建设了少年宫、科技馆、图书馆，

统一规划建设了 30 个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和 10 个团场文化活动中心，确

保了每个街道、团场（镇）均建有文化

中心，每个社区、连队（村）均建有文

化室，每个村、连均设有农家书屋。

目前师市人均享有室内文化活动场

地面积 2.04 平方米，人均享有文化广

场面积 8.02 平方米，为群众开展文化

活动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设施保障。

与此同时，师市通过“专业人才

领军、基层干部统筹、群众队伍支撑、

志愿者广泛参与”，建立了以师市群

艺馆带团场（镇）馆、团场（镇）馆带

连队（社区、村）文化室的三级公共文

化服务运行网络，逐级带动，形成了

一批以师市群艺馆为代表的公共文

化服务队伍。在创建工作开展的两

年 间 ，仅 师 市 群 艺 馆 就 无 偿 为 市 区

40 余个社区和 10 个农牧团场培训文

化骨干 4000 多人次，组织开展各类

群众文体活动 60 余次，极大地丰富

了师市居民的文化生活。

政府搭台谱新曲
社会参与齐唱戏

八 师 136 团 是 师 市 所 属 最 远 的

一个团场，人口不足两万人，距石河

子市区 150公里。2013年，136团党委

按照示范区创建标准，选配了 5 名热

爱文艺且有一定专长的专职人员负

责团场文化服务工作。当年 12 月，

136 团文联应运而生。在此后一年多

的时间里，团场先后举办了“春节联

欢晚会”“民族团结综艺晚会”“颂歌

献给党”等大型文艺演出 20 余场，团

场“科技大篷车”放电影 514 场。相比

往年，无论是参加单位的数量、参与

人数、活动场次、观众人数，还是活动

内容、形式都有显著进步。

136 团只是师市示范区创建工作

的一个缩影，而师市能迅速果断地开

展创建工作并取得突破，离不开兵团

的领导。多年来，师市通过党政军企

合一的特殊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

各农牧团场、街道、企事业单位相继

建成了一批规格统一、门类统一、服

务功能齐全的基层文化服务场所，从

事公共文化服务的人员无论是在数

量还是在服务质量上都得到了保证

和提升。

近年来，师市还面向市场、引入

竞争，把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从文化

系统的“内循环”转变至市场的“大循

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纷纷参与

建设。其中，新疆天业集团去年赞助

师市社区文化建设 300 万元，新疆天

富集团每年赞助石河子豫剧团 50 万

元用于公益演出；八师 143 团桃园生

态旅游区、石河子军燕酒庄、石河子

西部民俗风情园等民营企业也积极

投 身 到 建 立 文 艺 团 队 、打 造 文 化 项

目中来；师市各级工会、妇联、团委、

文 联 、企 业 也 积 极 开 展 多 种 形 式 的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 目 前 ，师 市 共 有 从

事公共文化及专业文化艺术的在职

人员 1000 余人，常年开展活动的群

众文化队伍 410 余支，文化活动骨干

成员 1.2 万余人，形成了公共文化专

业人才、志愿者、业余文化骨干三支

梯次队伍。

军垦文化树品牌
兼容并蓄百花开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

毛 衰 。”这 一 幕 真 实 地 在 2015 年 由

石 河 子 本 土 作 家 肖 帅 创 作 、石 河 子

豫剧团精心打造的反映兵团军垦儿

女生活的《我的娘·我的根》剧目中

上演。该剧以老军垦铁秀英、曹德法

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反映了老一

辈军垦人少小时远离故乡，把兵团作

为第二故乡、落叶归根的故事。剧中

的铁秀英和曹德法，其实是千千万万

军垦儿女的缩影。一代代来自天南

海北的人们扎根兵团，将各自的文化

因子播种在兵团，形成了海纳百川、独

具特色的军垦文化。师市历届党委、

政府都十分重视军垦文化建设，始终

把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列入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来抓。

石河子市一成立，就组建了文化

局、文联，1995 年又成立了石河子作

家协会。20 多个春秋里，石河子作家

协会以军垦文化为文学创作源泉，先

后涌现出了杨牧、朱定、杨树、石河、

许特生、杨眉、韩明人、曲近等一批有

影响的诗人和作家，出版了《边魂》、

《雄风》等 72 部个人作品集。进入新

世纪后，师市文化界更是新人辈出，

他 们 立 足 军 垦 文 化 、坚 持 为 兵 团 写

作、为人民抒怀，为师市注入艺术灵

气，增添了文化底蕴。

1988 年，师市筹建石河子军垦博

物 馆 ，2004 年 又 在 此 基 础 上 将 其 扩

建成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在打造

军 垦 文 化 阵地、创建示范区的过程

中，师市党委、政府充分发挥兵团军

垦博物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

作用，举办了“十个一”军垦故事宣传

活动、新疆农民画展、学习雷锋藏品

展等多个展览。2015 年，军垦博物馆

“中国梦·军垦魂”展览走进国家博物

馆和湖北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向当

地市民展示兵团光荣璀璨的军垦文

化和历史。

多年来，师市立足军垦特色，围

绕爱国爱疆、我们的节日、民族团结、

兵地融合、地域文化等主题篇章，倾

力打造了军垦文化节、冬季职工文化

节、冰雪文化节等 10 个独具特色的

文化节日，极大地丰富了各族职工群

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每年 5 月至 8 月，师市都要举办

军 垦 文 化 节 。 这 是 一 个 以“军 垦 文

化”命名的盛大节日，是把师市开发

建设成就和军垦文化建设成果同台

展示的盛会。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八

师 133 团、143 团，近年来广泛开展草

原文化节、阿肯弹唱会、赶巴扎集会

等系列活动，在肉孜节、古尔邦节期

间，通过举办文艺演出等方式互祝吉

祥 ，进 一 步 拉 近 了 各 民 族 之 间 的 感

情。师市还会同沙湾县、玛纳斯县、

克拉玛依市等周边县市，连续 15 年举

办“百日广场文化节”，演出、展览、文

体赛事等各类活动丰富多彩；“少儿

艺术节”和“老年艺术节”也已成为天

山北坡经济带上各族人民群众的文

化盛会。

立足军垦文化特色、大力繁荣文

艺演出和创作是师市党委、政府在创

建工作中既定的政策方针。2014 年，

师市启动了鼓励和支持文艺创作的

“绿风文艺奖”评选工作，推出了一大

批有质量、有影响的文艺精品。其中，

原创歌曲《屯垦爹娘》荣获第十三届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话剧《兵

团记忆》、广播剧《西部·永不移动的界

碑》获兵团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

一工程”奖；现代豫剧《我的娘·我的

根》参加第六届“黄河戏剧节”获得组

委会特别奖及多个单项奖，并在河南

省巡回演出，观众反响热烈。

文艺创作的丰收，为师市文化宣

传提供了丰富的养料。石河子电视台

专门开辟了公共文化服务频道，《绿

风》诗刊、《石河子日报》、《北疆晨报》、

石河子人民广播电台、石河子新闻网、

石河子政府网、石河子绿洲网等媒体

通过多渠道不间断地传播军垦文化，

营造了良好的文化建设氛围。

近年来，师市还承办了兵团第八

届文艺汇演及中央芭蕾舞团“走进芭

蕾 、走 进 八 师 石 河 子 市 ”慰 问 演 出

等。与此同时，师市各文化馆、图书

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也通

过联办活动、互访结对等方式加强兵

地文化交流，使军垦文化成为绽放在

各族人民生活中的一朵文化奇葩。

文化服务惠全民
城乡统筹齐发展

通过两年的创建，师市依托城市文

化设施，广泛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和广场

文化活动；经常性地组织垦区团场、镇、

街道、连（村）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示范

性汇演、展演等，努力形成点面结合、上

下联动的群众性文化活动长效机制。

在创建过程中，以团场连队、镇

村和社区为重点，坚持公益性、基本

性、均等性、便利性的原则，通过加强

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和落实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单位编制、人员、经费，为团场、

镇、街道文化站配备了必需的活动场

地和专职的文化人员，并通过“城乡一

体”的公共文化三级服务网络和“四位

一体”的连队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体系，

为各个街道社区、团场、镇及连队开展

均衡化、数字化文化服务。

如今，师市每一个街道社区、团场

（镇）、连队（村）的文化广场、文化活动

中心、文化室，都拥有布局合理、整体

统一的标准化设施配置。比如，近几

年来，红山街道办事处累计投入资金

472.35万元，为社区居民配备了市民服

务 中 心 文 化 站 ，并 全 部 免 费 对 外 开

放。红山街道还组织了近千人的群众

文体队伍，结合传统节日，相继举办了

迎新春街道社区综艺文艺晚会、元宵

节灯展活动、正月十五社火等 20 余项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吸引上万名居

民参与其中。如今，无论是在团场连

队、镇村还是街道社区，以保障居民基

本文化权益为目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日趋完善，布局合理、功能齐全

的文化设施，为居民提供了均等化的

公共文化服务，基本保证了社区居民

享有“月月有培训、月月有演出”，极大

地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放眼军垦文化广场，《军垦第一

犁》雕塑讲述着当年军垦战士用人力

拉犁开荒的艰辛；高耸的“屯垦戍边

纪念碑”，昭示着军垦前辈的丰功伟

绩，永志存念，激励后人。流金岁月

中，“戈壁明珠、军垦名城”的美誉伴

随师市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随

着师市经济的发展，继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成功后，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成为这座城市给自己提

出的新要求。让群众在创建过程中

受益、政府在创建中改革、城市在创

建中发展……师市在创建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道路上，以披

荆斩棘的勇气和决心，立足军垦文化

特 色 ，全 力 展 示 着 不 一 样 的 文 化 石

城、魅力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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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明珠 军垦名城
——新疆石河子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纪实

冯 倩

广场上的腰鼓表演 143团草原文化节上的叼羊比赛

石河子世纪广场

屯垦戍边纪念碑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