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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馆创新工作助力团场文化产业崛起

◎牛想伟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前夕，来

自塔城、克拉玛依、奎屯的党组织纷纷

来到素有“中国军垦文化之乡——第七师

一二六团红色旅游基地”重温入党誓词，

参观游学、体验兵团精神，感悟红色经典

故事。

2017 年 3 月，新疆兵团第七师唯一

条红色旅游线路就被来自乌鲁木齐、克

拉玛依、石河子、奎屯的二十多家旅行

社签约，至今已接待游客 90000 余人。

短短几年，为什么这个昔日名不见经传

的水电路三到头团场能够打造成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3A 级景区、兵团特色城镇、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形成独特的“126 团

文化现象”，这和 126 团文化馆创新性开

展活动密不可分。

126 团文化馆自 2013 年建成以来，围

绕党委中心工作，顺应职工群众文化需求，

以发展文化产业为抓手，用 6 年时间打造

了以戈壁母亲命名的“六园五馆三场三林

二居一团”（六园：红柳公园、胡杨公园、

湿地公园、戈壁母亲文化创意园、戈壁母

亲诗博园、戈壁母亲农业采摘观光园。五

馆：戈壁母亲博物馆、戈壁母亲美术馆、

红色记忆收藏馆 、戈壁母亲廉洁文化教

育馆、兵团团场工业博物馆。三场：戈壁

母亲广场、戈壁母亲演艺场、戈壁母亲美

食广场。三林：戈壁母亲外缘生态防护林、

戈壁母亲游子思乡林、戈壁母亲戍边胡杨

林 . 一居：戈壁母亲旧居。 一团：戈壁母

亲艺术团），现已全面对外开放，成为遐

迩闻名的文化大团和兵团红色教育基地，

文化产业的迅速崛起，得益于 126 团文化

馆举办的一场摄影文化艺术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 126 团位于

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西缘、奎屯河下游

冲积平原上，隶属乌苏市辖区，周边与乌

苏石桥乡、托里县庙尔沟镇及 127 团接壤，

距首府乌鲁木齐 360 公里，克拉玛依 110

公里，奎屯市 110 公里，距阿拉山口口岸

约 400 公里（直线距离约 140 公里）。团

场辖区总面积 202.79 平方公里，折合约

30 万亩，海拔 265 米，年平均降雨量 157

毫米、平均气温 6.9 度，全年无霜期约为

168 天。团场土地规划面积 26 万亩，现种

植面积 14.7 万亩左右。126 团成立于 1962

年，由于建团较晚，地处偏远，资源匮乏，

交通不便，加上低温、霜冻、冰雹、大风、

沙尘暴、干旱、洪涝、盐碱、病虫害等自

然灾害时有发生，因此团场农业生产条件

相对较差，自然环境、人居条件极为恶劣，

属于“三到头”团场（即：水、电、路三

到头）偏远的地理位置、多发的自然灾害

注定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要经受更

多的苦难与磨难，六七年前，这里还是一

个矮屋土房遍地，只有六栋居民住宅楼的

小镇，近年来，团党委抢抓机遇、真抓实

干，三化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职工生活

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一个富有文化意境、

独具兵团特色的精品小镇正在以崭新的面

貌崛起在垦区大地上！

尽管团场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职工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

团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逐步走向富裕之

后职工群众综合素质提升问题，军垦文化、

兵团精神的教育和传承等一系列诸如此类

的问题依旧在困惑着 126 团人，如何发展

先进文化、寻找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最佳结

合点和切入点，使兵团精神和军垦文化得

以不断地传承和发扬光大成了 126 团文化

馆成立以来直面的第一个课题！

2006 年，第一部系统反映兵团生活的

电视剧《戈壁母亲》得以在央视一套黄金

时段隆重上映，之后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反

响，而《戈壁母亲》的编剧正是从 126 团

走出去的著名作家韩天航，126 团是韩天

航先生的第二故乡，同样电视剧《戈壁母

亲》的原型就在 126 团，电视剧播出之后，

126 团文化馆，结合团场推进的城镇化建

设，并经过韩天航先生的许可和授权，

在团党委的大力支持下，首先实施了戈

壁母亲广场工程建设，此项工程建成后

成为独具军垦文化特色、传承兵团精神

的一大亮点，也成了职工群众休闲娱乐

的最佳去处！

面对互联网技术、微博、微信的日

益普及和兴起，面对数码相机和智能手机

逐步走进寻常百姓之家，摄影艺术也逐步

走出神圣殿堂，走向普通民众，用相机用

手机聚焦美好生活、记录历史瞬间、反映

巨大变迁成为普通人的生活常态，同时，

从 126 团走出去的原兵团文联副主席、兵

团摄影家协会主席郭成云是摄影界名流，

2014 年初在郭成云主席谋划下，126 团文

化馆决定举办团场摄影文化艺术节，后经

逐步酝酿，形成初步方案，之后与七师宣

传部和七师文联达成一致，这项活动正式

成为七师庆祝兵团成立六十周年的摄影文

化艺术节！

活动方案虽然出台，但 2014 年春 126

团经历了三场历史罕见地大风侵袭，给团

场和职工群众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和灾难，

抗灾自救工作结束后，面对困境，126 团

党委要求 126 团文化馆要办成“团场承办、

七师活动、兵团水平”的目标，此项活动

得到了兄弟师局、团场和地方摄影家协会

的大力支持，参赛单位几乎涵盖整个北疆

片区，作者的参与热情、摄影作品的选送

量、作品质量均超出预期，社会各界的关

心支持、摄影家的参与热情、职工群众对

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等都成为促使 126 团

文化馆竭尽全力办好这次活动的动力源

泉。尽管团场遭受了历史罕见的自然灾害，

在活动的筹备过程中，126 团文化馆还衍

生建设成了全师独一无二的戈壁母亲美术

馆，兼具军垦传统教育和兵团生活体验的

戈壁母亲旧居，这些文化建筑群体一经投

入使用就彰显了文化品牌的魅力，戈壁母

亲广场已成为职工休闲娱乐的最佳去处；

戈壁母亲美术馆成为全师唯一的一处美

术展馆，而戈壁母亲旧居已经成为一个

体验兵团历史、传承兵团精神、开展兵

团精神教育和展现兵团创业史的文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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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同样七师首届摄影文化艺术节也取

得了圆满成功。

首届摄影文化艺术节的成功举办，

给予了 126 团文化馆巨大的精神鼓舞和精

神动力，也成为一次文化活动对团场经济

发展的有力推动，更是一次对职工素质的

全面提升，让 126 团党委一班人感受到先

进文化引领作用和文化品牌效应潜力之

巨大、职工群众对文化生活需求之迫切，

参与热情之高涨，文化发展道路之宽广，

以此为契机，126 团文化馆配合团党委将

126 团的文化事业推向了新的发展高潮。

一是结合团场小城镇建设，利用三

年时间建成了具有独特军垦文化魅力、

占地 330 亩、绿化率 85% 以上、由韩天

航先生亲笔题名、引领绿色、生态、文

化潮流，具有健身、休闲、娱乐功能的

戈壁母亲广场。

二是将废弃的老锅炉房建成面积为

746 平方米、七师唯一一家戈壁母亲美术

馆，配合七师文联建起了七师摄影军垦油

画创作团队的创作基地。2014 年由七师军

垦油画创作团队创作的军垦题材油画在兵

团文化中心展出，受到了时任兵团宣传部

部长成家竹同志及参加宣传会议的各师宣

传部领导的好评。 

三是结合连队转型，戈壁母亲旧址成

功扩建，成为军垦生活体验区、兵团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七师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齐鲁潇湘女兵、上海武汉知青、河南甘肃

支边人员生活展览区。

四是利用废弃的老轧花厂改建了兵团

团场第一家文化产业创意园，主要由军垦

题材系列金属雕塑群，七师工业发展展览

馆，兵团工业发展半景画造型区，戈壁母

亲书画馆，根雕、装裱、奇石工作室，收

藏展览园，特色餐饮区等系列文化产业区

域组成。

五是建成了从 126 团走出去的居民苏

志杰捐献藏品组成的毛主席纪念馆和国际

钱币馆，毛主席纪念馆有与毛泽东相关的

藏品 2000 余件，国际钱币馆陈列 100 多

个国家的钱币、民国时期纸币、300 多枚

古钱币、一至四套人民币，见证着中国货

币发展史，还有 100 多个国家的纸币，或

成版成套钱币，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六是由全团文化宣传干部组建的戈壁

母亲艺术团，利用业余时间为全团干部职

工群众和来团参观的游人精心演出 50 余

场，其中自创节目音诗画《雕像前的诉说》、

合唱《兵团的心》《兵团进行曲》，团歌《科

克兰木，我可爱的家乡》成为保留节目长

期演出，倍受欢迎。

七是继 2014 年成功举办的七师首届

摄影文化艺术节产生较大轰动效应之后，

2015 年，又联合兵团摄影家协会主办了第

二届摄影艺术大赛《行进中的兵团》，收

到兵团十四个师的作品 300 余组，摄影作

品集和论坛作品集得到集结出版，填补了

兵团摄影的一大空白。

八是继 2014 年兵团电视台在 126 团

录制一期《快乐一线》获得成功后，2015

年 9 月中国视协、中央电视台七频道联合

举办的第七届全国新农村电视艺术节活动

再次在 126 团戈壁母亲广场举办，来自全

国各地的影视界领导和著名演员 370 余人

欢聚一堂，这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成为

一次大手笔宣传兵团和七师以及 126 团的

活动，同样对团场组织力、凝聚力、职工

素质也是一次大的历练和提升。

九是 2016 年 126 团成为全国全域旅

游示范区、兵团特色城镇，国家 2A 级景区。

今年组建了戈壁母亲文化旅游公司，文化

旅游产业成为团场的新兴支柱产业。

十是 2017 年 126 团文化馆实施文化

产业十个一工程，全面启动了 3A 级景区

创建，并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兵团采

棉节。

在团党委的大力支持下，126 团文化

馆不断创新，使文化硬件设施不断完善，

有力地推进了团场发展，现已成立戈壁

母亲旅游文化公司，大力发展红色旅游，

让人们在参观和游玩中感受了兵团文化

的魅力，接受了兵团精神潜移默化的熏

陶和洗礼，126 团文化馆的工作成为兵团

一大亮点。

严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 126 团人顽强

的性格，深厚的文化底蕴赋予了 126 团人

不屈的精神，一次摄影文化艺术节的成功

举办，让 126 团文化馆看到了创新的魅力，

解放了思想，催生了系列文化硬件设施的

建设，让这个曾经被人们遗忘的团场名声

大噪，成为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兵团精神、

发挥文化引领、文化辐射、文化示范的排

头兵，今后 126 团文化馆将会一如既往地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

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

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的指示举兵

团精神之旗，立军垦精神支柱，建特色文

化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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