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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辉银 吐尔逊·沙迪尔

柯柯牙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阿克苏市和温宿县东北城

郊的黄土高坡上。这里原是一片土壤贫脊，沟壑纵横，草木稀疏，盐

碱含量高的亘古荒原，是阿克苏市区和温宿县城区风沙危害的源头

之一。每年季风来临之际，狂风挟带着黄沙席卷而来，致使两地的数

万亩农作物受到侵袭，几十万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受到影响。

为了战胜自然、抵御风沙侵袭，多少年来，这里的人民作了诸多
的尝试和努力，然而，梦想终难成真。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人民奋

起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改变生态环境的大背景下，1985年6月，阿

克苏地委、行署为了彻底根治风沙危害，消除污染，保证工农业生产

的稳步发展，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定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在

柯柯牙建造大型人工防风治沙林带。

从1986年秋季至1 996年春，在地委、行署的组织领导下，阿克

苏城区各族军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展了17次大规

模的义务植树运动，上阵人数多达54．19万人次。累计开挖植树沟

7．2万条，挖土方量380万立方，造林3．2万亩，栽种各种林木

194．26万株。昔日的荒漠，如今已变成林海，初步显示出它巨大的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88年10月，自治区“三优一学”检查团来阿克苏视察后，对

阿克苏城区各族军民在柯柯牙绿化工程建设中表现出来的自力更

生、团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概括为阿克苏人的“柯柯

牙精神”。柯柯牙绿化工程被誉为绿化造林工程的一面旗帜，全社会

办林业的一个典型．

加强领导，科学决策，精心指挥，是柯柯牙绿化工程顺利进行的

关键所在。1986年，地委、行署成立了柯柯牙绿化工程指挥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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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3任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都担任工程正、副总指挥，亲自抓工

程建设。并将该工程建设列入地委、行署工作的议事日程，前后20

多次在柯柯牙绿化工地召开现场办公会议，坚持在柯柯牙工地上筹

划安排工作，解决工程进展中的重大问题。四届指挥部的领导，分工

明确，精心指挥，多方协调，使绿化工程建设一环紧扣一环地J顿利进

行。

发动群众，艰苦奋斗，是柯柯牙绿化工程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

保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领导者的正确决策，一旦被群众所掌握，

必将产生出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的巨大力量。柯柯牙绿化工程在

未列入国家建设项目、资金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地区领导发动群众，
向大自然展开空前的决战。每期工程开工前，地区都要召开城区各

单位领导参加的动员大会，地区主要领导亲自动员，具体部署。每期

工程完工后，都要及时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再鼓士气。地区领导工

作再忙，每期工程都要亲临现场，与群众一起参加劳动。这些年来，

城区各族军民积极响应地委、行署的号召，不畏艰难，不讲条件，人

人上阵，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保质保量地完成了绿化任务。

多方联合，协同作战，是柯柯牙绿化工程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

措施。在亘古荒原上开荒造林，必须修渠、修路，建立完善的管理机

构，更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和支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地区组织林

业、水利、交通、城建部门横向联合，各负其责，协同作战，取得了预

期的效果。几年来，各部门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仍积极为柯柯牙绿

化工程筹款或义务劳动，先后修筑渠道250千米，建造各类水利设

施(闸、桥、涵、跌水等)1 084座，出动推土机19 228台班，推土

527．04万立方，修路225千米，打机井7眼，建水塔7座，盖建房屋
33 000平方米，架设各种线路28千米，为柯柯牙绿化工程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

科学植树，专业管理，为巩固、发展柯柯牙绿化工程建设成果，

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柯柯牙绿化工程线长面广，规划区内土壤

差异很大。为了确保造林成功，指挥部坚持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

原则，组织技术人员多次深入荒漠腹地，取得58个剖面土样，进行

科学测定，根据土壤不同情况，合理选择树种，并采取开挖栽植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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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压碱，春秋栽树的科学方法，提高了树木的成活率。在施工过程

中，指挥部每年都要组织几十名技术人员现场负责检查验收，确保

了造林质量。为了加强林木的抚育管理，实行林业和水利部门联合

经营，并采取承包责任制的经营管理方式，把林木全部承包到户，保

证了林木茁壮生长。

柯柯牙绿化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它给我们展示的不仅是

生态和经济的巨大效益，更留下了激励我们发扬柯柯牙精神，加速

建设阿克苏，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巨大精神财富。《柯柯牙绿化工程

志》以全面、准确和翔实的史料，记下了柯柯牙绿化工程建设的艰

辛、开拓者的伟绩和启迪后人的成功经验。这部具有深远意义的志

书在较短时间就付梓出版，是编纂人员夜以继日、辛勤耕耘的结果，

是为阿克苏两个文明建设作出的有益奉献。借此机会，我们谨向参

与柯柯牙绿化工程的建设者和编纂这部志书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

慰问和诚挚的感谢!

一

1996年9月11日

注：本文作者熊辉银系中共阿克苏地委书记

吐尔逊·沙迪尔系阿克苏地区行署专员



柯柯牙精神永放光芒
——写在柯柯牙绿化工程10周年之际

《阿克苏报》评论员

工程浩大、气势磅礴的柯柯牙绿化工程建设，今年已经进入第

10个年头。回顾走过的光辉历程，放眼取得的巨大成就，总结建设

的历史经验，我们豪情满怀，斗志更加坚强。继续发扬柯柯牙齐心协

力、团结互助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计报酬、无私奉

献的精神，我们的事业必将更加兴旺发达，绿化祖国家园，造福子孙

万代的宏愿，就一定能提前实现。

柯柯牙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属阿克苏、温宿两市县的黄

土高坡，土壤贫脊，沟壑纵横，盐碱肆虐，是一片寸草不生的亘古荒

原。每当季风季节，阿克苏市区大气中的悬浮物高出国家规定的大

气环境质量二级标准的3．7倍，两市县的各族人民和农牧业生产，

备受风沙侵袭之苦。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华夏大地，历史的航船扬帆奋进。1986

年，以颉富平、卡哈尔·艾买提为首的地委、行署领导班子，想人民

所想，急人民所急，在一无资金，二未列入国家建设项目的情况下，

多次实地勘察，几经运筹帷幄，毅然发动群众，开始向这片荒漠展开

了人与自然的大决战。几度春秋，几多寒暑，在3任地委书记、4届

柯柯牙绿化工程指挥机构的率领下，水利、林业、交通、城建等多部

门联合投资，协同作战，先后修筑渠道250千米，建造各类水利设施
1 084座，出动推土机1 9 228台班，推土527．04万立方，修路225

千米，打井7眼，建水塔7座，修盖房屋33 000平方米，架设各种线

路28千米。17次大规模植树劳动，各族军民54．19万人次汗洒荒

原大地，开挖植树沟7．2万条，土方量高达380万立方米，种植经济

林、防护林等各种林木达194．26万株，造林3．2万亩。

如今的柯柯牙，荒漠已经变成林海，到处流水潺潺，瓜果飘香'／
．． b



沙尘减少，风和日丽，初步显示出它不可估量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柯柯牙绿化工程被誉为中国绿色长城的一颗明珠、新

疆绿化造林工程的一面旗帜、全社会办林业的一个典范，受到了中

央、自治区及兰州军区、新疆军区多位领导视察后的高度评价。《人

民El报》、《解放军报》、《新疆日报》、中央电视台、新疆电视台以及香

港卫视中文台等多家新闻单位，都对柯柯牙绿化工程进行了饱含激

情的报道，使这颗边塞的绿色明珠，在全国和世界各地大放异彩。柯

柯牙绿化工程的决策者、总指挥颉富平、康克俭(原地委书记)和原

地区绿化委员会主任、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买买提明·扎克，分别

荣获全国绿色奖章的殊荣；地区林业处、水利处、柯柯牙林管站受到

了自治区表彰。柯柯牙是阿克苏人的骄傲，柯柯牙绿化工程的建设，

是阿克苏历史光辉的一页。

自治区?三优一学’’检查团来阿克苏检查工作时，不仅充分肯定

了柯柯牙这项防风固沙的浩大工程，而且对阿克苏城区各族军民在

建设柯柯牙绿化工程中表现出来的自力更生、团结奋进、艰苦创业、

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称赞为阿克苏人的“柯柯牙精神”。近几年来，

阿克苏各族军民在现任地委书记熊辉银，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吐

尔逊·沙迪尔为首的地委、行署领导班子的率领下，为继续实现4

万亩的规划任务，不断扩大柯柯牙绿化工程的辉煌战果，使柯柯牙

成了闻名遐迩、风景秀美的旅游之地。

阿克苏人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创造了柯柯牙绿化工程的奇迹；

柯柯牙绿化工程的建设铸造了阿克苏人的柯柯牙精神。阿克苏是个

地处边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多民族地区，团结互助既是各族军

民的优良传统，更是我们各项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茸力

更生、艰苦奋斗，既是我们用以战胜困难的传家宝，更是我们加速经

济建设的有力思想武器；在全党全民反腐倡廉，荡涤污泥浊水的今

天，大力弘扬无私奉献精神，更有着现实和深远的意义。柯柯牙绿化

工程，是一曲精神文明建设的凯歌，它唱出了无愧于时代的强音，奏

出了当今的主旋律；柯柯牙绿化工程是一本爱国主义的教科书，它

将教育子孙后代，继承前辈的光荣传统，加紧绿化祖国山河，热爱阿

克苏，建设阿克苏，努力为人类繁衍生息建造环境优美的乐土；柯柯



牙绿化工程是一座丰碑，它启示人们悟出一个真缔：领导者的正确

决策，一旦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就将形成无坚不摧、无往而不

胜的巨大合力，任何困难都将被克服，美好的愿望一定能实现。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抓物质文明建设，更要抓精

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柯柯牙绿化工程给后代子孙

留下的不仅是一座经济效益可观的绿色银行，更重要的是一笔精神

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结合学习张家港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勇创

大业的精神，敢于竞争、敢创一流、永不满足的精神，雷厉风行、脚踏

实地、真抓实干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觉无私奉献的精

神，无疑将使阿克苏人磨励出的柯柯牙精神，升华到一个更加完善、

更加崇高的精神境界。

未来的5～15年，是地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承前

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也是地区大开发：大发展、大变化的关

键时期。最近召开的自治区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自治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为全疆人民

展示了一幅跨世纪的宏伟蓝图。只要我们弘扬柯柯牙精神，加速林

业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到2000年，一定能够实现国家对城市绿化覆

盖率达到30％的要求，阿克苏更加繁荣、富裕、文明的美好前景，必

将呈现在我们面前。

生命的绿色在向人类召唤，柯柯牙精神鼓舞我们勇往直前。让

我们敞开跨世纪的胸怀，去拥抱阿克苏那光辉灿烂的明天!

(原载1 996年5月4日《阿克苏报》)



凡 例

例

一、本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记述柯柯牙绿

化工程的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客观真

实地向人们介绍指导、建设、维护这项工程的人或事。

二、本志以章、节、目设置结构，纪、志、图、表、录记载内容。共设

16章65节，前有大事记统揽，后有附录补充。在不违背方志体例基

本原则的基础上，设“柯柯牙精神赞"和“弘扬柯柯牙精神"专章，将

已经发表的赞誉“柯柯牙精神”的文艺作品和有关单位、个人弘扬柯

柯牙精神而表现出的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选录入志，以求全面、生

动并提高可读性。

三、本志上限为1985年4月，下限至1996-年9月。

四、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有关领导机构、各建设单位及该工程

的管理单位。 、

五、本志不单设《人物章》，本着以事系人、全面反映的要求，凡

在柯柯牙绿化工程建设中有较大贡献的单位或个人，不论其身份与

地位均予以收录。
。

六、本志书写的方法、计量单位的使用、纪年的排列、称谓的简

化，均遵循国家颁布的有关规定。 ．’



1993年7月，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恩茂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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