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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丛书

编辑说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丛书是兵团史志编篡委员会主持编篡的大型系列丛

书 。 它包括三个部分，计划编篡出版 230 部 。

一、以兵团机关各部、委、办、局为主编篡的兵团专业志，共 41 部，分别为: ((大

事记》 、《土地志》 、 《人口与计划生育志 》 、 《农业志 》 、 《农作物种子志 》 、 《农机志 》 、

《园林志》 、 《畜牧志》 、 《水利志 》 、 《工业志 》 、 《交通志 》 、 《建设环保志》 、 《粮食志 》 、

《物资志》 、 《外贸志》 、 《计划志》 、《财务志上《统计志》 、 《劳动和社会保障志》 、 《组织

人事志》 、《统一战线志》 、《工会志 》 、 《共青团志 》 、 《 民政志 》 、 《机构编制志》 、 《外事

志》 、《公安志》 、 《检察志》 、 《审判志 》 、 《 司法行政志》 、 《监狱管理志》 、《军事志 》 、 《武

警志》 、 《科技志》 、《教育志 》 、 《新闻志 》 、 《文化艺术志》 、 《卫生志 》 、 《商业志 》 、 《人

物志》。

二、以各师(局)为主编篡的师(局)志，共计 14 部。

三、以各团级农牧团场为主编篡的农牧场志，共计 175 部 。

此外，鼓励厂矿、公司、学校、医院等企事业单位和营级农牧场根据实际情况

编篡本单位志书，师(局)机关也可编篡相关行业志，但均不作为兵团计划内志书 。

编篡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

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各行业、各单位的

历史和现状。 丛书体例遵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有关要求，尽量符合新方志编

篡的基本规范。 丛书采用详近略远、横分门类、纵述史实的编篡方法，力求将完

整、系统、翔实的史料呈现给读者，使其真正起到"一方全史"、"一地百科全书"的

作用，发挥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为兵团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服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丛书编辑部



序

万卫平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55 周年前夕， ((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志》的诞生具有特殊的意义。志书的出版是兵团文化建设史上

的一件大事，也是新中国屯垦戍边史上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

半个多世纪以来，兵团人对共和国的贡献，不仅在于以自身的存在和作用维

护了六分之一国土的稳定，也不仅在于以自身的艰苦奋斗开垦了片片绿洲、建起

了座座新城、奠基了新疆工业、领跑中国现代农业，而且以其智慧和心血创造了独

特品质、独具特色的兵团文化。这种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多彩的形态，进一步丰

富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壮大和拓展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兵团发挥的独

特作用和创造的人间奇迹，可歌可泣，堪称伟大，又因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而底

蕴丰厚，更显瑰丽。兵团的历史贡献和辉煌成就，在天地之间树起了丰碑;兵团的

人文底蕴和灿烂文化，在大漠戈壁张扬起了自己的精神旗帜。

兵团文化属于兵团，属于兵团人。 兵团的成长经历、奋斗历程，兵团人的五湖

四海、兵团精神，为兵团文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兵团文化有着厚重的底蕴。兵团文化之所以能自成一体，成为兵团人的独特

标识;之所以具有魅力，令兵团人为之骄傲自豪，皆因其渊源绵长，底蕴深厚:两千

多年积淀而成中国电垦戍边的文化，是她割不断的血脉;雄浑壮丽的军队文化，是

她脱胎的母体;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是她的基因细胞;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坚

强意志，是她不竭的源泉;热爱祖国、无私奉献，是她的核心和灵魂 。 由人拉犁到

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由扫盲班到自办大学科技创新，兵团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

和灿烂的科技文化。 有着坚实广泛的基础、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

兵团职工群众，把天南地北的文化汇聚在每一片绿洲，播洒在每一寸田野，造就了

绚丽多姿、丰富多彩的兵团文化。

兵团文化事业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坚实发展历程。五六十年代是兵团文化

发展的辉煌时期，出版的小说、报告文学，摄制的艺术纪录片、故事片，曾经轰动全

提 作者系兵团党委宣传部部长、兵团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



国，激励了一代人。兵团直属专业戏剧表演团体发展到 11 个大剧种， 19 个专业剧

团，成立了兵团艺术剧院，在边疆乃至西北戏剧舞台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群

众性的文化活动非常活跃，兵写兵、兵演兵、兵唱兵、兵画兵、兵舞兵的"五兵"活动

和"处处有歌声，月月有晚会、经常做宣传、节(假)日有活动"的"四句话"活动从战

争年代继承下来，不断发扬光大。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兵团文化事业遭受了巨大摧残破坏。 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特别是 1981 年兵团建制恢复以后，兵团文化事业得到逐步恢复和发

展，兵团的专业表演团体和大部分文化事业单位回归兵团 ;1988 年兵团党委作出

《关于加强文化工作的决定 )) ，加强了对文化工作的领导 ;1990 年兵团被国务院确

定为计划单列单位，兵团文化事业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扶持;1995 年兵团开

展创建先进文化团场、边疆文化长廊先进单位和蒲公英儿童文化园"三项文化工

程"活动，加强了边境农场文化建设，推动了兵团文化事业全面、协调发展 ;2002 年

兵团党委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对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出一系列部

署，进一步推进了兵团先进文化的建设 ;2003 年在国家支持下，兵团实施广播电视

"西新工程"和"村村通"工程，兵团广播电视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兵团文化事业不

断开创新局面，各个方面取得了令人欣喜的辉煌成果 。

进入新世纪以来，兵团文化事业繁荣兴旺，异彩纷呈 。 群众文化生动活泼，蓬

勃发展，四年一度的全兵团职工业余文艺调演，普遍开展的师、团文化节活动，重

大节日和重要庆典文化活动，不断把群众文化活动推向阶段性高潮，使群众文化

活动不断得到提高和升华 。 "三项文化工程"的创建活动，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

创作和评选活动、民间文学集成工程、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活动等，成为兵团文

化事业发展的龙头，推动了兵团文化事业更加全面、协调地发展。专业文艺表演

团体始终保持适度规模，创作出一大批具有兵团特色、富有时代精神的新剧目，各

剧团走遍兵团各垦区和地方城乡，得到兵团广大干部职工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喜爱

和欢迎;多次赴国外、境外演出，被誉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广播电视的覆盖率

和普及率达到较高的水平，电视实现了从差转、录转、卫星收转、开路发射、有线传

输入户等形式的递进和更新，广播则由调频广播取代了有线广播;初步形成了以

兵团电视台为龙头，以师、团场广播电视台站为基础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形

成了以自办节目为主，以新闻和专题片为重点的具有兵团特色的宣传内容。 电影

和图书发行事业在经历了发展起伏之后，呈现出多种经济成份、多元化满足人民

群众多种多样精神文化需求的稳步发展态势;兵团文化事业的管理机构、政策措



施和工作制度日臻健全和完善，确保了兵团文化事业的顺利发展。

兵团文化的灿烂辉煌，坚定了兵团人的文化自信，兵团文化的特殊作用，提升

了兵团人的文化自觉。兵团文化是兵团屯，垦戍边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

这一伟大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充分发挥屯垦戍边的建设大军、铜墙铁壁和中

流砾柱作用，不仅需要一个强大的现代农业化和现代工业化的兵团，也需要建设

一个强大的文化兵团。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从 2006 年起，我们正式启动了编篡

《兵团文化志》这一工作，历经三度春秋，广泛征集资料，查阅大量文献，多方征求

意见，反复审核校对，最终形成了这部志书。该志比较翔实地记载了兵团文化艺

术事业发展历程，总结了兵团文化事业发展规律和成功经验，记录了半个世纪以

来兵团文化事业发生的一系列大事要闻，集中反映了兵团文化的特色特点，集宣

传性、资料性、记实性为一体，为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制定兵团文化事业发展战略和决策提供了参考，为后人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及兵团文化提供了依据，也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兵团精神和屯

垦戍边使命教育提供了教材。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

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党

的十七大吹响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兵团第六次党代会规划

了兵团未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为发展兵团文化提供了良好

契机。发展兵团文化既是实现"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壮大兵团实

力的内在所需，既是实现好维护好职工群众公共文化权益的有效途径，也是广大

文化工作者的神圣使命。让我们更加坚定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

旗帜，更加自觉地沿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更加积极地推动兵团文化

的大发展大繁荣，为屯垦戍边事业提供更加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

和文化条件。 我们相信，兵团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晤，也必

将随着屯垦戍边伟大事业的发展而争奇斗艳，万代留芳。

2008 年 11 月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力求科学、完整地记

述兵团文化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含群众文化、文化工程、艺术表演、影视图书、文化管理及人物等内

容，有关艺术门类另有专志，不再重复。

兰、本志上限始于 1949 年 10 月人民解放军进疆，下限止于 2004 年 12 月，个

别内容适当上溯或下延 。 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四、本志主体结构除概述、大事记外，分编、章、节、目;文体有述、记、志、录、表

等多种体裁。 遵循横排竖写，不越级而书，不越境而书的原则 。

五、本志材料来源于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档案、文献、报刊、专著及口碑资

料，皆经考证核实。

六、本志中如出现单位名称较长，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括注简称，之后一

律用简称。



1959年8月，兵团组队赴京参加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
导入接见全体演职员

1990年8月 28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前右三)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恩茂(前右
二)和自治区、兵团领导陪同下，瞻仰周恩来总理纪念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001 年6月 13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前中)参观石河子军垦博物馆

2007年8月 8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 前右五 ) 参观兵团军垦博物馆
后，与 自 治区、 兵团领导及博物馆工作人员合影



2003年9月 8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前中)在自治区、兵团领导
陪同下瞻仰罔恩来总理纪念馆

2004年 1 月 8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 前中)在自治区、兵团领导陪同下参观石河
子军垦博物馆



2003年8月 20 日，浙江省省长习近平 (左二)在自治区、兵团领导陪同下参观石河子军
垦博物馆

2003年6月 4 日，中央政治局委员 、 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右 )在自治区、兵团领
.导陪同下参观石河子军垦博物馆



.-l t 电1. 1 吨

1989年 11 月 23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左一)在兵团领导陪同下，参
观农八师石河子总场展览馆，观看1965年周恩来总理视察石河子总场时的图片

1989年 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在北京中南海观看兵团歌舞剧团演
出后接见演员



1993年9月 27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错基(中 )在石河子周恩来总理
纪念碑前与兵团领导合影

2005年8月 23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前中)在自治区、兵团领导
陪同下，观看兵团军垦博物馆前厅挂图



2005年7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前右一)在自治区、兵团领
导陪同下参观兵团军垦博物馆后题词

2004年6月 13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前右一)在自治区、兵团领
导陪同下参观石河子军垦博物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