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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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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潘莹、何军）

筑牢新时代维稳戍边的钢铁长城
——兵团精神述评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我省作出加快建设生态强省的
决定，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如期实
现‘30·60’双碳目标的重大举措。”王
相民表示，生态强省不仅强在有绿水
青山的外表，而且强在有清洁低碳能
源供应的内在，所以生态强省必然是
清洁能源大省，而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产业是建设清洁能源大省的重要内
容。

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通过了《中
共吉林省委关于忠实践行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加快建设生态强省的决
定》，明确了加快建设生态强省的重
大意义、主要目标和基本原则。围绕
加快建设生态强省以及“30·60”双
碳目标，全省能源系统将有怎样的打
法，又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推动我省
清洁能源发展？省能源局局长王相
民对此进行了解读。

当前，省能源局按照省委、省政
府部署，全力推进吉林“陆上风光三
峡”“吉电南送”特高压通道等重大能
源项目建设，全力推进落实“11125”
新能源发展重点任务，即“一个基地、
一条通道、一条产业链，两个园区，五
大工程”。

一个基地——国家级新能源生
产基地（吉林“陆上风光三峡”）。利
用我省西部地区丰富的风光资源和
充裕的土地优势，全力推进“国家级
新能源生产基地”建设，积极打造3个
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即省内消纳
基地、新能源外送基地、新能源转化
（制氢）基地，形成吉林“陆上风光三
峡”，建设成为国家级清洁能源生产
基地；

一条通道——吉电南送特高压

通道。积极推进
以我省西部为起
点的“吉电南送”

特高压外送通道，将我省清洁电力送
往华北、华东（京津冀鲁豫江浙沪）等
电力负荷中心，深度参与全国能源资
源优化配置；

一条产业链——新能源装备制
造产业链。重点发展风力发电、太阳
能发电、生物质能源化利用、氢能制
备、储能技术、动力电池等装备制造
业，延伸发展其他配套装备制造业，
打造装备制造特色产业集群，建成相
对完整的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

两个园区——白城、松原两个
“绿电”园区。依托西部地区新能源
资源优势，采取新能源直供园区用
电，打造“新能源+储能+局域电网”
的源网荷储模式，降低用电成本，推
进资源开发、产业发展、园区建设“三
位一体”协同发展。实现园区内企业
用能绿色、管理智能、电价优惠的目
标，破解我省用电总量小、电价高等
难题，吸引用电大户落户园区，扩大
我省用电总量，促进新能源消纳；

五大工程——有序推动生物质
能源利用工程，开展生物质发电、供
暖、制气等多元化利用，提升综合能
源利用效率。加快实施抽水蓄能建
设工程，形成千万千瓦级装机规模，
提升东北地区应急调峰能力。积极
开展氢能开发利用工程。建设“两基
地，一走廊”，即长春氢能产业创新研
发、装备制造、商业应用基地，白城国
家级“绿氢”规模化供应基地，“长春
—白城”氢能走廊。开展电能替代工
程，通过推广电能清洁供暖，加快电
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布局等措施，
扩大用电总量，提高电气化水平。实
施新能源乡村振兴工程，在具备条件
的行政村开展分布式光伏开发，稳定

村集体收入，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增
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助力乡村振
兴。

王相民还提到，打造“陆上风光
三峡”是建设清洁能源大省的战略性
举措，对于加快我省产业转型升级、
优化能源结构，打造国家级清洁能源
生产基地，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的目标，促进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意义重大。

王相民介绍，“我省拥有丰富的
风光资源和充裕的土地资源，西部风
光资源加在一起可装机容量达到1.15
亿千瓦，而目前我们仅仅开发8%、
920万千瓦左右，还有巨大的发展潜
力，所以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建设吉林
自己的‘陆上风光三峡工程’。”

“‘陆上风光三峡’的具体目标是
到2025年，要达到新能源装机3000
万千瓦，到2030年时，装机规模目标
为6000多万千瓦，这有利于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更好地实现。”王相民介
绍，我省目前新能源装机为920万千
瓦，其中风电582万千瓦，光伏338万
千瓦，在建的近600万千瓦。“今年在
建风电装机是之前近20年的总和，这
意味着我省在新能源产业发展正处
于加速期。”

下一步，省能源局将通过“内引
外通”做大新能源电力消纳空间。“内
引”即对内招商引资，通过白城、松原
两个绿电园区增加省内用电量，从而
增强新能源省内的消纳能力。“外通”
即打通特高压对外通道，把清洁电力
送到华北、华东，使我省电力为其服
务，从而扩大我省新能源发电应用比
例。“我们将继续围绕‘30·60’双碳目
标，不断加大投资开发力度，确保每年
新能源开发指标不低于400万。”王相
民说。

/吉林日报记者杨悦报道

为生态强省提供清洁能源坚实保障
——省能源局解读省委全会精神

省社会保险局近日发布通
知，根据省疫情防控相关要求，
就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社会保
险经办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提倡社会保险业务“线上
办”

（一）网上服务
1.登录“吉林省社会保险网

上办事大厅”（http://wssb.jl-
si.jl.gov.cn:8001/login.jsp），
按要求提交材料办理相关社会
保险业务。

企业网上办理业务包括：
人员增减、缴费工资申报、核定
缴费申请、征集单打印、企业稳
岗返还、账户确认、职业技能提
升补贴、参保证明打印、各类参
保信息查询等。

个人网上办理业务包括：
自助核单、失业保险金申领、失
业补助金申领、一次性生活补
助申领、阶段性失业农民工申
领、个人参保证明打印、职业技
能提升补贴、个人缓缴申请、参
保信息查询、缴费信息查询、待
遇信息查询、发放信息查询。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跨
省关系转移业务可通过国家社
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http://
si.12333.gov.cn）申请办理。

2.全省机关事业单位仍使
用吉林省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
险网上经办系统进行社会保险
业务办理。

3.全省城乡居民办理社会
保险业务的，仍与当地村（社
区）协办员沟通后，由乡镇（街
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站所或
村（社区）协办员通过“吉林省
社会保险城乡服务平台”进行
业务申报。

4.工伤保险业务原则上按
照“不见面”流程申请办理，待

遇申领等业务需报送相关材料
的，可通过对外公开业务经办
服务电话进行预约。

5.省直行业单位仍使用吉
林省社会保险行业单位企业版
信息系统进行业务网上办理。

6.长春市参保单位和个人
可登录“长春市社会保险公共
服 务 平 台 ”（https://www.
ccshbx.org.cn/）、“长春社会保
险”微信公众号和“长春社会保
险”微信小程序、“吉视传媒
（CCSI长春社保）”等线上平台
查询、办理相关社会保险业务，
也可以到就近的各城区、开发
区政务服务大厅社会保险分局
窗口、试点社区办理业务。

7.九台区、榆树市、农安县、
德惠市可使用“长春市社会保
险公共服务平台”（https://
www.ccshbx.org.cn/）办理业
务。

（二）掌上服务
1.掌上社保APP。参加城

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
员，可扫描二维码下载“吉林掌
上社保”APP，通过“吉林掌上社
保”APP进行自助核单、失业保
险金申领、失业补助金申领、一
次性生活补助申领、阶段性失业
农民工申领、职业技能提升补
贴、待遇领取资格认证、个人缓
缴申请、个人参保证明打印、参
保信息查询、缴费信息查询、待
遇信息查询、发放信息查询等。

2.支付宝。可通过支付宝
的“城市服务”功能进行社会保
险查询和社会保险核单。
二、提倡大厅临柜业务“预约办”

如确需到社会保险经办服
务大厅办理紧急特殊事项，可
通过电话、QQ群、微信群实名
预约办理。/城市晚报全媒体记
者刘佳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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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社保局发布关于做好疫情防控
期间社会保险经办工作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