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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100

筑牢新时代维稳戍边的钢铁长城
——兵团精神述评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

乐奏有于阗。”71 年前，毛泽

东写下诗句，对喜获和平解

放、重焕生机的新疆大地激情

展望。

1954 年 10 月，党中央决

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

大部就地集体转业，组建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这是党中央治

国安邦的战略布局，是强化国

家边疆治理的重要方略，开启

新中国屯垦戍边新篇章。

此后，来自祖国各地的

人们，与当地各族干部群众一

道，源源不断汇入兵团事业发

展洪流。在 60 多年的奋斗征

程中，兵团儿女赓续红色血

脉，始终继承发扬我党我军光

荣传统，逐渐形成以“热爱祖

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

进取”为内核的兵团精神，在

边疆创造了沙漠变绿洲、荒原

变家园的人间奇迹，为推动新

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

社会稳定、巩固国家边防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

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要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

神，践行胡杨精神和兵团精

神，激励各级干部在新时代扎

根边疆、奉献边疆。”

屯垦天山 再造江南
——艰苦奋斗创伟业
“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

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

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

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

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新疆兵

团军垦博物馆里，醒目展示着毛

泽东当年对新疆10多万官兵发

布就地转业命令。

彼时的新疆百废待兴，

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方式落

后，人民生活贫苦不堪。发展

生产，改变当地一穷二白落后

面貌，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

立之初面临的一场“硬仗”。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

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

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奠基

人王震将军带领官兵们继承

发扬南泥湾精神，本着“不与

民争利”原则，进驻戈壁沙漠，

在风头水尾的不毛之地，在亘

古荒原上开展轰轰烈烈的大

生产运动，硬是从无到有建起

一个个农牧团场。

喝苦咸水，住地窝子，人

拉肩扛，挖渠引水，开荒造田，

节衣缩食，白手起家……首批

兵团军垦战士纺出了新疆第

一缕纱，织出了第一匹布，榨

出了第一块方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八师

所在的石河子市，起初是一片

戈壁荒滩，只有几家车马店和

卖馕人家，很快崛起为兵团人

自己选址、规划、建造的第一

座城市。

“林带千百里，万古荒原

变良田 ；渠水滚滚流，红旗飘

处绿浪翻 ；机车飞奔烟尘卷，

棉似海来粮如山……”20 世

纪 60 年代，一首《边疆处处赛

江南》的歌曲，让新疆兵团人

的壮举传遍大江南北。

在美丽的塔里木河畔，至

今仍传颂着“塔河五姑娘”的

英雄事迹 ；王震大道、三五九

大道、南泥湾大道、军垦大

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

师所在的阿拉尔市街头，一条

条以时代记忆、创业精神命名

的道路，述说着难忘的奋斗岁

月，感动并激励后人。

扎根大漠 奉献进取
——“胡杨精神”代代传

天山南北，凡有兵团人的

地方，就有绿洲。兵团人就像

大漠胡杨一样，不论环境多么

艰苦，都能顽强地扎下根来，

荫蔽一方。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十四师 47 团中国人民解放军

进军和田纪念馆，一份份历史

资料、一件件文物，讲述着一

代老兵感人肺腑的事迹。

1949 年 12 月，中国人民

解放军一野一兵团二军第五

师 15 团 1803 名官兵，从新疆

阿克苏出发解放和田，在天寒

地冻中徒步穿越“死亡之海”

塔克拉玛干沙漠，创下 18 天

沙漠行军 1580 里的奇迹。

此后，这群老兵一辈子

扎根在沙漠边缘，投身生产建

设，献了终身献子孙，“胡杨精

神”“沙海老兵精神”感动、鼓

舞了无数后来人。

兵团人坚定理想信念，

传承优良传统，一代代接续

奋斗。

20 世纪 60 年代，上海知

青李梦桃从黄浦江畔来到兵

团六师，在位于中蒙边界的北

塔山牧场当了一名“赤脚医

生”，长年骑马行走在艰苦荒

凉的牧区，为当地牧民送医送

药，把一生奉献给了当地医疗

卫生事业。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

是土生土长的“兵团二代”，为

了让兵团人告别用坎土曼辛

苦耕作的生产方式，他几十年

如一日，刻苦钻研农业机械技

术，带领团队研究出两代铺膜

播种机，实现两次技术革命，

助力新疆兵团棉花生产实现

质的飞跃。

……

就这样，兵团人从榜样

身上汲取前进动力，在艰辛付

出、开拓进取中收获丰硕成

果。经过几代人奋斗，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综合实力不断壮

大，不仅成为新疆工业的重

要奠基者，更成为新疆经济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天山南

北、亘古荒原上，兵团人创造

出人类发展奇迹。

热爱祖国 甘当卫士
——家国情怀筑“长城”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

家。家国情怀，深植于一代代

兵团人心中。

从默默守护国土安宁，到

闻令即动、与武警部队和各族

群众携手打击暴恐犯罪、维护

社会稳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坚持亦兵亦民、劳武结合、兵

民合一，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新

疆社会稳定中发挥了特殊作

用，涌现了一批批先进人物。

“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

友是兵团九师 161 团职工，从

1964 年开始，50 多年来，在

萨尔布拉克草原深处，在荒无

人烟的边境线上义务戍边 20

多万公里，被誉为西北边境线

上的“活界碑”。

兵团十师 185 团职工马

军武和妻子在自然条件恶劣

的环境下，以哨所为家，20

多年来坚持在中哈边境护

边、护水、护林。他自豪地说：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

当卫士。”

刘前东是兵团三师叶城

二牧场三连党支部书记，他追

随父亲足迹，在兵团海拔最高

的边境连队抓民兵队伍建设，

常年组织民兵骑牦牛巡逻护

边，并想方设法带领职工群众

过上幸福生活。

他们是广大兵团职工群

众履行维稳戍边职责使命

的缩影，是兵团精神的生动

体现。

2014 年 4 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新疆考察时说，兵团成

立 60 年来，广大干部职工扎

根新疆沙漠周边和边境沿线，

发挥了建设大军、中流砥柱、

铜墙铁壁的战略作用。

一 大 批 产 业 在 兵 团

聚 集、一 项 项 制 度 不 断 革

新……近年来，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大力推进深化改革，

不断释放体制特殊优势和发

展活力 ；从机关到基层团场、

连队，从全国各地引进的干

部、专业人才和劳动力源源

不断投身新时期兵团事业，

汇聚成维稳戍边钢铁长城的

新生力量。

新时代的兵团人正传承

前辈铸造的宝贵精神，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 新 华 社 乌 鲁 木 齐 8 月
11 日电）

农凤娟：最美微笑成为高速公路风景线
很多人知道她，是因为她

的微笑。

在三尺岗亭，她十多年如

一日，用真诚微笑为广大司乘

人员提供一流通行服务；在祖

国南疆，她带头创新创优，推

动高速收费站业务和党务工

作不断取得新突破……她，就

是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广西

交通投资集团南宁高速公路

运营有限公司南宁东收费站

党支部书记、副站长农凤娟。

忠诚履职
用真诚微笑感动众人

“让每个司机都感受到回
家般的温暖”

2007年，走出校门的农凤

娟选择进入高速公路行业工作，

成为南宁石埠收费站的一名收

费员。彼时，石埠收费站车流量

较大，在远离市区的三尺岗亭，

这位年轻的壮族姑娘日夜坚守，

用心做好每一次微笑服务。

“工作中有时会遇到一

些突发情况，需要我们细心

去化解矛盾。”农凤娟回忆，

一天凌晨，一辆客车涉嫌逃

费，她请司机耐心等候交警

来验证车辆信息，可司机很

暴躁，不停辱骂，有的司乘人

员甚至多次向她泼矿泉水。

在处理这件事情过程中，农

凤娟一直微笑面对。

“当时心里很委屈，但是

我还是保持微笑，耐心解释收

费政策。后来，这个司机冷静

下来，足额缴纳了通行费，并

表达了歉意。”类似的突发情

况并非个例，在农凤娟眼中，

微笑是化解矛盾的“利器”，能

够增进司乘人员对收费站工

作的理解。

在收费工作一线，农凤娟

十多年来不断磨炼自己，累计

服务 210 余万辆车辆通行，先

后为司机排忧解难 1 万余次。

“虽然和司机们的交流时间很

短，但希望能用我们的微笑服

务，让每个司机都感受到回家

般的温暖。”农凤娟说。

近年来，“不停车电子收

费系统”（ETC）广泛铺开，刷

卡通行逐渐代替了原来的人

工窗口服务，高速公路服务场

景发生了诸多变化。为了做好

服务，农凤娟带领团队，将微

笑服务向高速公路服务区、路

上安全保畅、客服、科学养护

等方面延伸。

“岗亭虽小，意义重大，岗

位虽微，任重道远。收费站是

文明的窗口，我和同事们坚持

用微笑，为南来北往的司乘朋

友做好服务，传递温暖和正能

量，每次听到司机们对我们工

作的点赞，就感觉特别暖心。”

农凤娟说。

创优争先
打造“凤娟标杆”

“她是一个人，也是一群人”
进入收费站工作后，农凤

娟一直利用各种时间“充电”，

想方设法提高各方面知识和

技能。工作以来，她还在广西

民族大学、广西大学进修了行

政管理、汉语言文学等专业课

程。“时代在进步，我们需要不

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提升

服务水平。”农凤娟说。

“农凤娟对工作很上心，

除了收费员，还在稽查员、站

务员等岗位上工作过，她勤于

学习，乐于钻研。”在南宁高速

公路运营有限公司青秀分公

司管理人员莫常军的印象中，

农凤娟有记笔记的习惯，记录

本换了一批又一批。

2015 年，农凤娟所在的

单位成立了以她名字命名的

“凤娟标杆”团队，农凤娟担任

首席代表。在农凤娟带领下，

“凤娟标杆”团队先后研发出

了“123 舒心通行法”等创新

项目 36 个，有效提升了高速

公路服务质量。

莫常军介绍，南宁东收费

站车流密集，节假日有时会遇

到车辆“排长龙”现象。为了保

障通行，农凤娟带队创新推出

“ETC 现场服务站”，使ETC

特情处理时间由原来的每车

次 1 分钟降低为 6 秒，极大提

高了工作效率。

“农凤娟作为先进标杆，

她是一个人，也是一群人。”南

宁东收费站站长杨梅说，目前

“凤娟标杆”团队已由成立之

初的 39 人增加到 93 人，覆盖

高速公路“微笑、保畅、稽查、

养护、科技”等多个领域。

据介绍，近年来，“凤娟标

杆”团队接待了全国各地来参

观学习的团体上百批次，团队

还走出广西，为多家单位开展

微笑服务等专业培训，努力将

一流的通行服务推向全国。

不忘初心
激发基层党组织活力

“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
民的事业”

“参加工作后，我在许

多党员身上看到了他们的

奉献和担当，自己也积极向

党组织靠拢，递交了入党申

请 书。”2010 年 12 月，农 凤

娟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2018 年 6 月，农凤娟当选南

宁东收费站党支部书记。

高速公路收费岗位以年

轻人居多，农凤娟在管理中不

断创新，依托凤娟标杆亭、文

化长廊、南宁东收费站管理区

等党建教育阵地，聚焦青年员

工，广泛开展各项培训和文明

实践活动。同时，“通过开创

‘标杆引领+ 行动学习’模式，

农凤娟等党员带头冲在急难

险重任务第一线，激发了大家

的干事创业激情。”杨梅说，党

支部成立至今，南宁东收费站

已涌现 10 余位收费无差错岗

位能手，多名员工荣获“广西

优秀共青团员”等称号。

去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农凤娟组建“党员

战‘疫’突击队”，制定收费站防

疫应急预案和工作流程，带领

一线员工加入了“逆行者”队

伍，在疫情防控一线开展防疫

宣传，保障300多辆应急车辆和

450辆防疫物资车辆快速通行。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作

为一名党员，未来我要继续把

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事

业，努力把平凡的事做得不平

凡，在平凡岗位上发光发热，

实现价值。”农凤娟说。

（据新华社）

在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南宁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南
宁东收费站，农凤娟（右）在检查服务提示张贴情况（8 月
6 日摄）。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上图为 1952 年 10 月拍摄的在石河子落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
司令部机关办公大楼（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提供）；下图为基于该建筑改建后的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新华社记者王菲 2019 年 4 月 9 日摄）。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全国两优一先风采录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