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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
次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察，强调“要加
快推进兵团改革，深化兵地融合，打造城
乡和谐的田园式家园，充分发挥兵团作
为安边固疆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大熔
炉、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示范区
的功能和作用，努力形成新时代兵团维
稳戍边新优势”。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300多万
兵团儿女弘扬兵团精神，持续深化改革，
加快发展壮大，提升维稳戍边的本领，在
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

深化改革不断提高维稳戍边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考察兵团时
强调“要壮大兵团综合实力，提高维稳戍
边能力，促进兵地融合发展，全面深化兵
团改革，建设高素质兵团队伍”。

兵团担负党中央赋予的维稳戍边职
责使命，拥有特殊的组织优势、动员能
力。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兵团2017年

启动深化改革，探索完善既能使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有利于更
好发挥兵团特殊作用的体制机制。

团场综合配套改革，是兵团深化改
革的重要内容。改革让团场的职能被重
新定位，从传统农垦企业管理体制下的

“企业办社会”，转到增强维稳戍边能力、
提供公共服务上，承接行政职能和行政
执法权，从而全面履行行政职能。土地
承包权、职工身份、民兵义务“三位一体”
新制度落地，使农牧团场一线职工人数
较改革前大幅增长，职工农业生产的积
极性大幅提升，确保维稳戍边力量充足。

深化改革以来，兵团着眼建设一流民
兵队伍，组织优势和动员能力不断加强。

改革以来，兵地融合发展得到全面加
强。兵地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逐步建立
健全，双方成立领导小组、建立兵地联席
会议制度。特别在维稳戍边方面，兵地维
稳一体、共担共防，并建立边境联管联控
体系。护边员的生活补助不断提高，边境
团场职工群众的国防意识进一步强化。

在产业布局、资源开发等方面，兵地

不断加强协商合作。从基础设施到公共
服务体系，兵地共建共享在深入推进。

壮大综合实力更好履行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考察兵团时
指出：“在新疆组建担负屯垦戍边使命的
兵团，是党中央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是
强化边疆治理的重要方略。新形势下，
兵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兵团是新疆早期现代工业的奠基
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兵团加快现代工
业发展。从2012年到2021年，兵团工
业增加值从327.7亿元增至919.4亿元，
增长180.6%。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带
动兵团第三产业规模不断扩大，金融、商
贸、物流、旅游等产业增速强劲。

近年来，兵团不断加大政策、资金、
人才支持南疆力度，并组织北疆师市对
口帮扶南疆师市。如今，在南疆大漠周
边，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机场、火车站，第
一师阿拉尔市机场、火车站，第十四师昆
玉市火车站相继投入使用，一批重点公
路建成通车。

加强现代农业保障农产品供给

2022年7月在考察兵团第八师石河
子市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兵团农业
机械化程度高，农业规模化生产、产业化
经营条件好，在粮棉油、果蔬生产等方面
优势明显，要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重
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10年来，在不断发展现代工业的同
时，兵团始终紧抓农业这一根本，发挥规
模化农业的优势，持续推进农业全程机
械化，努力提高粮食产量，加大重要农产
品供给。

当前，兵团正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强
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持，坚持稳粮、优
棉、强果、兴畜、促特色，因地制宜发展优
势农产品、壮大优势产业。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兵
团儿女聚焦新时代维稳戍边职责使命，
高质量推进现代化建设，奋发进取，努力
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为实
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更大贡
献。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10日电）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努力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

2011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
习近平在安徽考察时来到太和县张槐
村，向种粮能手徐淙祥了解小麦种植情
况，鼓励他继续攻关小麦高产关键技术，
为国家粮食生产多做贡献。

今年夏天，徐淙祥种的小麦亩产再创
新高，他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汇报
丰收的好消息。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
给徐淙祥回信说：“得知你家种植的小麦
喜获丰收，儿孙也跟着你干起了农业，我
感到很高兴。”回信中，总书记“希望种粮
大户发挥规模经营优势，积极应用现代农
业科技，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
一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清晨5点，徐淙祥骑着电动车下地了。
虽说今年小麦的好收成给老徐一家

的好日子托了底，但这位老把式对新一
茬庄稼的牵挂丝毫未减。

夏粮早已归仓，新一茬庄稼是老徐
心头的“宝贝”。“今年夏种，我在试验田
里种了16个新品种玉米，还有100亩地
在试验套种大豆和玉米。”

顺着老徐手指的方向，只见远处抽穗
的玉米和开花的大豆交错排列着。“良种
配良法，才有好收成。大豆能固氮养地，地
更有劲儿，还能少用化肥。玉米不减产，多
收一茬豆，收入肯定错不了。”老徐说。

日头升高了。老徐从地里出来，脚上沾
满了泥，衬衫也湿透了。他用手抹了把汗，
猛灌了几口浓茶，又从塑料袋里掏出菜饼，
坐在车座上就着蒜瓣有滋有味地吃起来。

谈起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老徐乐
呵呵地说：“总书记操劳国家大事，那么
忙还给我回信，我打心里感到当农民、种
粮食很光荣、有奔头。总书记的信我读
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心里都热乎乎
的。不管平日里有多累，一想到总书记
的嘱托，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

50多年前，高中毕业的徐淙祥卷起
铺盖回了村。他心里寻思：不能像老一辈
一样任由庄稼种在地、收在天，自己读了
不少书，不信就干不出个名堂来。

从此，徐淙祥手上经常捧着农业科
技书，还四处向农技专家拜师学艺。只
要在田间地头搜罗到新品种，他就像宝
贝一样种到自己家的地里。

就这样，徐淙祥硬是从一个“门外汉”
成了乡农技站站长，还被破格晋升为高级
农艺师，成了当地响当当的种粮能手。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些年，可是
赶上了种粮的好时候，乡亲们劲头更足
了。”老徐说，“好政策一个接一个，土地
流转让我种的地达到1200多亩。种粮
补贴更高了，最低收购价也提高了，还有
农资补贴呢。”

已是晌午，徐淙祥身边围了一圈又
一圈的人，他们是县里农业广播电视学
校的学员和村里的乡亲们。

“老徐，你快给看下，我这个玉米叶
子怎么那么干巴？”

“徐老师，种大豆，行距多少能高产？”
徐淙祥从田里拔出两株大豆，给大

家讲起来。
“找上门来学技术的人多着呢，带着

乡亲们多种粮、种好粮，别提成就感有多
大了。”老徐说。

现在，徐淙祥正张罗着参与筹办阜
阳市种粮大户协会，搭建线上、线下平
台，让农业技术传得更广。

在徐淙祥的农业实验室里，“阜航麦
1号”的种子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老
徐满脸得意：“这可是坐着神舟十号飞船
上过天的好种子。”

有了好种子，老徐把自己也“种”到
了农田里，每天不是在农田里观察侍弄
庄稼，就是奔波在路上。“靠着好种子，今
年夏收，一亩地打了1600多斤粮，又创
了新纪录。”

“在我的试验田里，像‘阜航麦1号’
这样的小麦新品种种过20多个。”老徐
一边比划一边说，“不是吹牛，我抓一把
小麦，就大致知道是什么品种，到麦田里
转一圈就能估摸出产量。”

正说着，徐淙祥腰间的手机响了，孙
子徐旭东从实验室打来电话。“催着我把
样品带回去检测哩！”徐淙祥说，儿子徐健
跟他种示范田，孙子大学毕业后给他做起
了科技助手。“爷仨接力种好粮，咱后继有
人啊！” （据新华社合肥8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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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个以智慧城市为主题的卫星星座

眉山“天府星座”发射成功

带领乡亲们多种粮、种好粮 （上接02版）
白皮书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也是
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
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
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
长治久安。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必须面
对大陆和台湾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不
同这一基本问题。“一国两制”正是为解
决这个问题而提出的最具包容性的方
案。这是一个和平的方案、民主的方
案、善意的方案、共赢的方案。两岸制
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
的借口。

白皮书强调，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
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

“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我们
愿继续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
平统一。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
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
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
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
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已情况下做出的
最后选择。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
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我们将团
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
兴的光荣伟业。

白皮书指出，按照“一国两制”实现两
岸和平统一，将给中国发展进步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奠定新的基础，将给台湾经济
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
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实现两岸和
平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
福，也是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之福。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张蒙）8月10日12时50分，我国在太
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遥十运载
火箭，成功将眉山“天府星座”东坡
01—07号卫星等16颗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
圆满成功。这标志着我国首个以智慧城
市为主题的卫星星座——眉山“天府星
座”发射成功。

眉山“天府星座”东坡01—07号卫
星是由眉山天府新区本土数字经济企业
——眉山环天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环天智慧”）与长光卫星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联合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光学
遥感卫星，分别被冠名为眉山天府新区
号、东坡号、彭山号、仁寿号、洪雅号、丹
棱号和青神号。通过7颗卫星组网监测
获取的卫星遥感数据，可在自然资源、生

态环境、智慧农业、智慧林业、智慧水利、
智慧城市、防灾减灾等行业发挥关键重
要的作用。

该系列卫星每颗仅重42公斤，可为
用户提供高分辨率影像产品，具有低成
本、低功耗、低重量、高分辨的特点。

据介绍，除了这7颗卫星，环天智慧
今年内还将发射3颗卫星，2024年前发
射4颗卫星，届时共有14颗卫星。这14

颗遥感卫星主要应用场景是资源调查、
农业估产、天气与海况预报、防灾减灾、
环境监测、城市规划管理等。

下一步，环天智慧将依托“天府星
座”卫星，搭建环天云数据中台以及运管
中台，启动建设眉山天府新区卫星接收
站，加快眉山天府新区卫星应用研究院
建设等，进一步提升卫星遥感数据生产
和应用服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