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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疆地处祖国西部边陲，总面积160余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1／6。
新疆是地球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90％以上的区域都是高山、沙漠和戈壁，属于典型的内陆干旱区。
但是天山和环绕新疆的阿尔金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阿尔泰山等山脉孕育了众多气势磅礴的河流.
穿行于山谷，纵横驰骋于平原，形成了大大小小、里罗棋布的湖泊。
在新疆，有一条河流就有一片绿洲，绿洲与河流相生相伴。
千百年来，河流哺育了一代代勤劳的各族人民，滋润着各民族赖以生存的绿洲家园。
风起沙扬，不是沙进人退，就是人进沙退。
千百年来，勇敢的各民族人民凭借着勤劳和智慧，兴水利除水害，与大自然苦苦争斗，守护着河流、
湖泊，守护和发展着片片绿洲。
曾几何时，楼兰、尼雅、米兰是多么繁华，丝绸之路的驿站驼铃声声，然而随着河流的变迁，多少辉
煌灰飞烟灭，被茫茫荒沙淹没，今天的人们只能沿着河床的印迹去寻找和发现残存的记忆。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新疆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河史、治水史。
在新疆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广袤的荒漠戈壁中，片片绿洲就是一座座艰苦创业、屹立不朽的水利丰
碑。
文明的诞生往往与绵延不绝的河流紧密相关。
正如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黄河、长江谱写了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一样，新疆的河流孕育了中华
文明的奇葩西域文明。
和田河的于阗文化、叶尔羌河的刀郎文化、库车河的龟兹文化、罗布泊的楼兰文化、伊犁河的乌孙文
化和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共同形成了西域多彩而绚烂的文化性格、独特而厚重的文化品质和神秘而
魅人的文化风貌。
波斯文明和中原文明曾在这里碰撞，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曾轮番在这里主宰，欧洲文明、蒙古文化
也曾在这里汇聚。
河流的变迁印证着文明的兴衰，沿着河流的足迹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过去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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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新疆境内主要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的自然环境、气象、水文水资源、水环
境、水利沿革与发展、流域开发、灌溉与防洪等基本情况，生动地描述了各条河流、湖泊等水域的历
史变迁、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所在流域的历史、民族、古迹、社会、经济、名优特产、民俗风情和
重大历史事件等，具有较高的可读性和收藏价值。
    本书可供从事地理、水利、交通、经济建设、旅游等相关工作的人士和有意了解新疆河湖自然状况
和相关信息的社会各界人士查阅、检索，也可供大中专院校师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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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8世纪中叶，清朝从东北抽调“锡伯族营”及其家属分两批去伊犁戍边，1765年的春天，第一
批队伍经过乌尔莫盖提达坂进入阿尔泰地区时正值盛夏，额尔齐斯河洪水暴涨，难以逾越，他们决定
在此地休整。
河岸和河里有许多野兽和鱼类，正合锡伯族人善于打猎和捕鱼的特长，使得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十
分值得怀念的夏天，锡伯渡由此得名。
位于额尔齐斯河中游河畔的北屯镇，地处阿勒泰地区六县一市交通要道，216国道和318、319两条省道
在此交汇，是阿勒泰地区最大的物流集散中心，也是农十师师部驻地。
农十师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七师19团，1953年进驻阿勒泰后整编为独立28团。
1959年1月组建成立农十师，50年余来，已建起了以师部北屯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和沿边境一线驻扎
的8个农牧团场，18个国有企业，总人口7.8 万人，成为开发建设边疆、维护地区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
。
如今的北屯，在兵地结合、共同开发的基础上，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额尔齐斯河畔的一颗璀
璨明珠。
站在小城南面小山丘上的“成吉思汗点将台”俯瞰北屯，在额尔齐斯河谷连片绿荫掩映中的军垦新城
一览无余。
成吉思汗点将台俗称平顶山，又名德仁山；山顶地平如毡，早先在此游牧的蒙古人称此地为“多尔布
尔津”，蒙古语意为“像毡子一样的平地”。
相传元太祖成吉思汗6次西征，此地均是军队休整之处，“成吉思汗点将台”由此得名。
点将台上建有植物园、一东一西两座小亭，西亭又叫“将军亭”，是为纪念北屯最早的建设者、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原副政委张仲翰将军而命名。
1958年，张仲翰将军来此地视察，在今将军亭的位置，指定山下这片杂树丛生的河谷地作为农十师师
部驻地，并取“中国最北面的一支屯垦部队”之意，命名这里为“北屯”。
今天的北屯已经成为一座城区约15平方千米，拥有近4万常住人口的新兴城镇。
额尔齐斯河水量丰富，依托河流水路相通的先天便利，下游布尔津县与俄罗斯很早就“萍水相逢”，
两地问商贸流通和民事交往源远流长。
据《阿勒泰地区志》载，中国在布尔津设立码头并与俄方进行定期通航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清光绪
二十七年（1901年）。
1919年，布尔津正式设县。
1952年前后落成、具有俄式风格的前苏联领事馆驻布尔津办事处与原中苏有色金属公司布尔津县转运
站，迄今依然临河耸立；嵌在码头上的十几只V形铁钩，仿佛述说着额尔齐斯河悠久的航运史。
当时口岸转运站拥有170辆卡车，航运办事处拥有35艘船只，从前苏联进口日用生活资料，可可托海的
矿石也都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运出。
20世纪60年代初因中苏关系变化，布尔津口岸航运中断，至今尚未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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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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