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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百科全书》是一部记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十年屯垦戍边的光辉历程，概述
兵团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基本知识、基本情况、基本资料的综合性大型工具书。
该书由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决定编纂出版，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列入《中
国大百科全书》地区百科全书系列，计划出版的重点图书之一，也是兵团340多名研究人员、专业技术
人员以及全疆和兄弟省区有关专家辛勤努力的集体成果。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领导和专家，多次来兵团指导和帮助，为兵团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作了大量
工作。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百科全书》编纂工作历时两年，编选了2100余季、150万字和660余幅照片，
内容涉及中国历代新疆屯垦简史、兵团的组织建设、政治和法律、经济、社会、科学、文化教育、人
物等24个大类、近，60个学科，全面展现了兵团五十年来履行屯垦戍边使命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新成就，有助于社会各界进一步认识兵团、了解兵团和支持兵团事业的更快发展，
也有助于兵团更好地走向世界，推进兵团的外对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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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林园业在兵团农1、2、3师建立脱毒苗圃繁育基地0.013万公顷，年出圃脱毒苗200万株，建成香梨
基地3.33万公顷，配套建立果品贮藏保鲜窖（库）30万吨（其中新建28万吨），建立配套的销售网络
及服务体系；在农6、7、8、12、13师等五个单位建成2万公顷鲜食葡萄基地；在农1、2、3、13、14师
等五个师建立1.33万公顷核桃、扁桃、枣基地；在兵团具有城效优势的农2、6、7、8、12、13师等六个
师建立现代化蔬菜生产示范基地4公顷、蔬菜工厂化盘穴育苗生产基地2公顷、推广应用大棚温室节水
滴灌技术66公顷；在兵团农2、6、7、8师等四个单位建成3.33万公顷番茄原料基地，年产40万吨绿色食
品番茄制品。
在兵团农3、5、6、8、13师建立1.33万公顷优质甜瓜生产基地，年产优质甜瓜40万吨。
　　棉花优势区域发展规划　　兵团为应对加人世贸组织后的挑战和增强棉花在国内外市场竞争力而
采取的重要举措。
新疆兵团是国家重要优质商品棉生产和出口基地。
兵团于2002年底制定了棉花优势区域发展规划。
该规划在分析棉花市场前景和竞争力评价的基础上，根据棉花区域分布特点和气候生态条件，按照发
挥资源和比较效益优势，实现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将兵团棉
花优势区域划分为早中熟棉亚区、早熟棉亚区两大优势生态区和两个优势产业带（南疆环塔里木盆地
早中熟棉花优势产业带和北疆环准噶尔盆地早熟棉花优势产业带）。
两个产业带分别包括42个、38个植棉优势团场。
通过良种繁育体系、优质棉生产体系、质量标准体系、信息和技术服务体系、产业化体系和科技支撑
体系等6方面建设，使兵团棉花生产发展目标2005年总产可达到90万吨；细绒棉，长绒、中长绒棉，中
短绒、彩棉、有机棉等专用特用棉比例达到80：15：5；优势区域占面积和总产比重分别达到72％和76
％以上。
2010年棉花总产达到100万吨以上；细绒棉，长绒、中长绒棉，中短绒、彩棉、有机棉等专用特用棉比
例达到60：30：10；优势区域占面积和总产比重分别达到85％和90％以上。
使棉花的区域布局和品种结构更加合理，产量和质量等方面的优势更加突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力
争达到面积占全国1／10、生产占全国总产量的1／5。
　　无公害农产品发展规划　　　兵团为保障食用农产品无公害而采取的重要措施。
规划要求通过无公害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建设和无公害农产品标准体系、无公害农产品质量检
测体系、无公害农产品网络体系建设，到2007年兵团生产的主要食用农产品符合完备的四大标准，进
行无公害标准化生产，主要食品生产安全指标达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中等水平，出口加工100％达到绿
色仪器标准。
　　各种食用农产品的建设布局为：　　粮、薯、油类产品　在边境经济带，即4师、5师西线、6师东
线、9师、10师发展无公害优质小麦生产和马铃薯生产基地，在1师沙井子、塔里木垦区和2师库尔勒垦
区、4师霍城垦区发展无公害优质大米生产基地.在4师、9师、10师和5师西线垦区发展无公害优质食用
油（双低油菜、油葵、红花籽）生产基地。
　　瓜、果、蔬菜类产品在农4师大力发展无公害制汁果品生产基地，在5师、6师、12师发展无公害鲜
食葡萄生产基地，在13师发展无公害无核系列葡萄生产基地，在6师、3师、13师发展无公害哈密瓜生
产基地，在2师、1师发展无公害库尔勒香梨生产基地，在3师、13师、14师发展无公害干果生产基地，
在2师、6师、8师、12师发展无公害加工番茄生产基地。
　　畜产品在8师、9师、10师发展无公害肉牛生产基地，在1师、2师、3师、10师、13师发展无公害肉
羊生产基地，在1师、6师、8师发展无公害生猪生产基地，在2师、4师、6师、7师、8师、12师发展无
公害牛奶生产基地。
　　水产品在1师、2师、3师、4师、8师、10师发展无公害水产品生产基地。
“白绿红”工程　为调整农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而采取的措施。
2000年，兵团提出大力发展大农业“白、绿、红”三大工程。
“白”是抓好、做大、做强棉花这一白色产业；“红”是建设以番茄、胡萝卜、红花、枸杞、线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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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枣为主的红色工程；“绿”是抓好以香梨、葡萄为主的绿色产业。
这三大工程不仅是兵团农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也是加快兵团经济发展的要求。
到2003年，兵团这三大工程已形成规模商品基地和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棉花播种面积45.36万公顷（680.39万亩），棉花总产81.17万吨，排全国第四，人均全国第一；葡萄产
量90932吨，梨114 919吨；红色产业中的番茄、枸杞、线椒、红枣发展较快，经营不断扩大。
酱用番茄面积达2.7万公顷，总产达到：198.19万吨。
　　“菜篮子”工程　　兵团为发展无公害食用农产品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发挥兵团自然资源优势，本着做大、做优、做强特色的原则，重点发展绿色瓜果蔬菜业、无公害乳品
产业、农区全舍饲畜牧业、名特优水产业。
园艺方面，重点做大绿色香梨生产示范基地、出口哈密瓜生产示范基地、优质葡萄生产示范基地、绿
色干杂果生产示范基地、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基地、加工蔬菜生产示范基地和设施园艺生产示范基地
。
畜牧、水产方面，重点做大肉用羊生产基地、优质肉牛生产基地、优质奶牛养殖基地、禽蛋生产基地
、中华绒毛蟹和淡水虾养殖基地及马鹿、北极狐特种养殖基地。
到2005年，实现园艺作物种植面积14.67万公顷以上、园艺产品300万吨、园艺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25％
以上的目标，实现肉类总产25万吨、牛奶总产21万吨、禽蛋总产4万吨的生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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