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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丝绸之路打造丝绸之路 再建军垦新城再建军垦新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古

称昆岗，自汉代中央政权经略西域以来，这

里 就 是 古 丝 绸 之 路 上 的 重 要 驿 站 。 近 几

年，特 别 是 中 央 新 疆 工 作 座 谈 会 召 开 后，

一 师、阿 拉 尔 市 抢 抓 中 央 支 持、全 国 对 口

支援的历史机遇，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和

长治久安作为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解

放 思 想、深 化 改 革，统 筹 推 进“ 三 化”同 步

建设，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

方 式 转 变，全 面 保 持 师、市 经 济 健 康快速

发展，努力构建丝绸之路军垦新城。

一师、阿拉尔市积极探索完善“师市合

一”管理体制，把工作重心向阿拉尔市转移，

按照“一年打基础，三年求发展，五年大变

样”城镇化发展思路，带动和吸引各类要素

加快向阿拉尔市集聚，形成“师市合一”带

“团镇合一”促“城镇一体化”的发展格局，打

造师、市稳定与发展的火车头、辐射源。阿

拉尔市已经成为师、市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师、市干部职工对阿拉尔市的认同感、归

属感、家园感不断增强。

一师、阿拉尔市发挥与和田、阿克苏、沙

雅、喀拉玉尔滚、图木舒克临近，并有 5 条公

路贯通的区位与交通优势，形成辐射南疆的

5 小时经济圈；加快推进城市建设，完善阿

拉尔城市职能，加大城市道路、供排水、供

暖、绿化、亮化等建设，引资 3 亿元实施“智

慧城市”和“宽带师市”建设，打造宜居宜业

的生态文明城市。阿拉尔市被评为自治区

精神文明先进城市、园林城市和卫生城市，

城市发展的软实力和承载力不断增强。

2013 年，阿拉尔市域生产总值从 2004

年 建 市 之 初 的 20.08 亿 元 增 加 到 154.6 亿

元 ；全 口 径 财 政 收 入 从 4488 万 元 增 加 到

6.9 亿元。

在工业发展上，一师、阿拉尔市坚持轻、

重工业“两条腿”走路，坚持大企业大集团战

略，发挥青松集团、新农开发两个上市公司

的引领作用，优先发展自身有资源、有条件、

有能力做到的项目；进一步盘活存量、提升

增量，提高工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对企

业实施差别化政策，提高服务质量，拓宽融

资渠道，发挥资源优势，为企业生存和发展

创造良好环境；深化企业改革，加快工业发

展；通过招商引资、向民营资本出售国有股

权、增资扩股等方式，鼓励社会资本、民营资

本进入国有企业。

依托农业优势，一师、阿拉尔市大力推

进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着力促进农业增效、

团场增盈、职 工 多 元 增 收；坚 持“ 稳 棉、优

果、增畜”的思路，进一步优化农业内部结

构，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打造新的经

济增长点，实现职工多元增收。当地积极

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支农工业和农副产

品精深加工业，引进果品、食品、畜产品精

深 加 工 等 项 目，延 长 棉 业、果 业、种 业、乳

业、肉制品加工、农机装备制造、机械化收

获和农资等产业链条，确保棉籽、短绒、牛

奶等农副产品在师、市内实现 100%加工、

转化、增值，使农产品加工成为师、市工业

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当地引导职工注册专

业合作社 104 个，筹资 3.15 亿元，大力发展

温室大棚、畜牧养殖、花卉苗木等现代设施

农业，实现职工创业多元化。

一师全力建成完善“一区三园”：阿拉尔

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小企业创业园、大学生

创业园和职工创业园，形成工业发展引擎。

当地发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平台作

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目前已有四川美丰、

台湾飞龙、江苏艾特克、陕西海升、北京弗瑞

格林、内蒙古亿利资源集团、浙江洁丽雅等

一批知名企业到师、市投资兴业。目前，阿

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落户企业 70 家，带动

就业 5000 多人。一师积极推进中小企业创

业园、大学生创业园和职工创业园建设，15

个团场职工创业园完成基础设施建设 5.83

亿元，入园企业 274 家，新增个体工商户 473

户，入园创业职工近 5000 人。另外，一师、

阿拉尔市积极启动浦 物流园建设，新建农

副产品批发市场，打造丝绸之路南疆阿拉尔

物流、农副产品加工基地和交易中心。

一师、阿拉尔市开发利用世界第二大沙

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塔河源头、胡杨等

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成立了新丝路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加快文化旅游发展，形成了

“塔河十景”、“昆岗古墓”、“塔河银湾”、睡

胡杨等一批旅游景点。2013 年，当地成功

举办了“中国·阿拉尔第四届红枣文化节”

和“ 新 农 乳 业 杯”全 疆 沙 漠 汽 车 越 野 挑 战

赛。今年，一师、阿拉尔市获得首届中国越

野汽车场地拉力赛承办权。一师、阿拉尔

市推进文化强师、市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园

建设，培育扶持文体社科特长人才，不断提

升文学和影视作品创作能力，不断打造文

化品牌，拍摄首部电影《阿拉尔·我和你》，提

高师、市文化软实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地

处亚欧大陆和新疆腹心地带，自古就是连接

南北疆的重要通道。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

座谈会提出，以通道建设为依托，扩大新疆

对内对外开放，把新疆建设成丝绸之路经济

带核心区。自治区确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北、中、南”三条通道中，中、南两道均通过

二师、铁门关市。随着库尔勒市至格尔木市

铁路以及中巴经济走廊、中吉乌铁路的建

设，二师承南启北、东进西出的通道和枢纽

作用将更加凸显。作为新疆规划中的第二

大城市库尔勒的卫星城市，铁门关市与库尔

勒遥相呼应、融合发展，具备共同成为丝绸

之路经济带排头兵和战略支点的独特优势。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二师、

铁门关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按照“一市一

区三园”的发展格局，确立了以农副产品精

深加工、石油化工、钢铁冶炼、仓储物流、棉

纺、农机装备制造为支柱的现代产业体系，

目前在建或已建成的有 500 万吨石化项目、

液化天然气项目、110 万吨钢铁项目、120 万

吨焦化项目、20 万吨国储糖项目、20 万吨国

储棉项目、新联运公司农产品物流加工园项

目等重点项目，产业布局轮廓初步显现。

2013 年，二师、铁门关市实现生产总值

95.9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5%，固定资产投资

89.96 亿元，比上年增长 87.4%，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31.7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8%，进出口

总额 3395 万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23676 元，比上年增长 18.4%，农牧工家庭

人均纯收入 16206 元，比上年增长 18.2%。三

大产业占生产总值比重为 37.3：39.3：23.5。

结合区位优势、比较优势和产业定位，

二师、铁门关市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

设中的初步思路是：进一步完善师、市通道

沿线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以铁门关市和焉

耆、塔里木、且若垦区重点团场城镇化建设

为依托，以推进优势产业发展为重点，大力

发展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商贸物流体系，加

快出口基地建设，把二师、铁门关市打造成向

西开放的现代物流贸易仓储集散地，农业机

械装备、现代农业精深加工出口基地和能源、

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转换加工基地。不断

加快改革步伐，提升开放水平，努力把二师、

铁门关市打造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

支点，与库尔勒、阿拉尔、阿克苏、图木舒克、

喀什共同促进南疆区域协调发展。

为此，二师、铁门关市也提出了一些具

体举措。

一是扩大对外开放，加快“走出去”步

伐。充分发挥师、市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和

集团化特点突出、工程施工设备完善、人力

资源丰富的体制机制优势，搭建境外合作平

台，积极探索以我为主、多方合作模式，扩大

对外农业合作和工程劳务合作。与兵团和

国内高校、科研单位开展技术合作，形成技

术优势，鼓励部分团场赴中亚国家开展农业

综合开发、节水灌溉、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

畜牧养殖、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的项目合

作；支持建筑企业进一步开展对外承包工程

和劳务合作，积极参与中亚地区国家公路、

市政工程、住房等项目，带动劳务输出；以境

外工程承包为契机，拓展建筑安装、设备维

护等领域的技术服务市场。

二是发展商贸物流业，参与共建物流大

通道。二师、铁门关市充分发挥地理区位和

产业聚集优势，重点打造铁门关市现代物流

产业基地和三十六团米兰综合物流园，争取

扩大和增加师、市承担中央储备棉、储备糖

规模，努力打造集农副产品加工、商贸、仓储

物流、信息为一体的“东进西出”大型综合物

流基地，使二师成为南疆农产品、工业品的

交易中心和进出疆产品周转地，大力发展适

应国际采购、国际中转、国际配送要求的国

际物流，着力构建南疆物流大通道、物流集

散基地、农产品集散基地。

三是加快建设向西开放的加工出口基

地。结合师、市现有的产业布局和资源，创

新招商形式，引进一批有实力的企业集团，

重点在库西工业园区规划建设产业集群，以

中亚、西亚国家为目标市场，着力打造农副

产品、油气化工、服装纺织、金属制品、农机

装备五大加工出口基地，鼓励企业在周边国

家重点城市建立境外营销网络平台，形成贸

易终端联动，扩大产品出口规模，合力构建

“走西口”的国际大通道，拉动师、市外向型

产业快速发展。

二师、铁门关市将充分发挥主体意识，继

承和弘扬古丝绸之路上团结互信、平等互利、

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齐心协力，携手并

进，继续谱写合作发展的美好篇章，在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实现更大作为。

构建农业现代体系 发挥优势 主动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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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丝路盛会 再创西域辉煌

■ 本版组稿 本报记者 陈耷超 乔文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