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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底，新疆现行标准下306.49万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3666个贫困村全部退出，35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绝

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8]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成效

显著，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艰苦奋斗、顽强斗

争得来的，也从侧面体现了胡杨精神在脱贫攻坚战场上

发挥的精神激励作用。

胡杨精神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厚重的历史文化

底蕴和深厚的人民情怀。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

以胡杨精神、红色资源、历史文化遗产为抓手塑造人、

指引人、激励人，以个性化、多元化的文化服务满足农

民群众对于高质量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着力提升人民

群众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为

促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另外，以快捷、简便、新

颖的方式促进胡杨精神和胡杨文化的有效传播，能够推

动兵团文化、新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

断提升乡村振兴“软实力”。

胡杨精神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党 的 十 九 大 报 告 提 出 了 乡 村 振 兴

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 [9]但是乡村振兴的情况较为复杂，面

临的困难较大、问题较多，这在客观上要求坚持和弘扬

忠诚担当、无私奉献、不怕牺牲、开拓进取的精神。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要以胡杨精神推动产业振兴、人才振

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将其融入乡村振

兴的全过程、各方面。

（一）胡杨精神助推产业振兴，催生乡村产业新业态

产 业 兴 则 百 业 兴 ， 产 业 旺 则 农 民 富 ， 产 业 振 兴 是

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

前提和基础。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要把兵团得天独

厚的区位、资源、人文等优势转化成为产业优势，在传

承 好 红 色 文 化 资 源 的 过 程 中 ， 以 “ 红 ” 带 “ 绿 ” ， 借

“绿”赋能，让农村更富裕。一要充分发掘利用红色文

化 资 源 ， 对 兵 团 乃 至 整 个 新 疆 的 红 色 文 化 资 源 进 行 收

集、挖掘、整理、修复和再现，建设和完善红色资源数

据库，系统布局，做好红色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利用。二

要打造“红色+”模式，培育“绿色”乡村生态产业链。

要以胡杨为载体、以胡杨精神为核心、以自然环境为依

托，充分挖掘兵团各地资源禀赋，实现红色旅游资源与

自然山水、乡土乡情、民俗文化、人文历史、休闲康养

等资源深度融合，开发特色旅游商品，推动“红色+”系

列产业协调融合发展，充分激发红色旅游的社会效应和

经济效应，走出一条“红绿”交相辉映的乡村产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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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之路。

（二）胡杨精神助推人才振兴，打造高素质人才队伍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只有解决好了人的问题，乡

村才能真正振兴。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中的优秀人才、

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到大城市，导致乡村人才储备量

长期匮乏、总量不足、素质偏低。因此，乡村人才总体

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要求之间依然存在差距。要实现农

业农村现代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首要问题必须加强对乡村人才的培养，培育新型

职业农民，为乡村振兴打造一支过硬的专业人才队伍。

一要以胡杨精神为抓手，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实

现乡村振兴，离不开一支政治过硬、能力高超、团结有

力的基层干部队伍和热爱农村、精通农业、心系农民的

农村建设人才队伍。要加强党内胡杨精神教育，让农村

党员干部从思想上坚定理想信念，从行为上带领村民致

富，从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二要加强针对农民群众

的胡杨精神教育工作，夯实农村主流意识形态。大力弘

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兵团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为依托，以红色文化为载体，强化农民思想教育，丰

富农民的精神世界，提振农民精神风貌。三要加强针对

农村青年人才的思想教育。乡村振兴需要大批农村青年

人才扎根基层、埋头苦干、甘于奉献。要给予广大青年

人 才 实 现 自 我 价 值 的 大 舞 台 ， 让 他 们 能 够 “ 回 得 去 ”

“留得住”“干得好”，以饱满情怀在农村这片广阔天

地大展拳脚。

（三）胡杨精神助推文化振兴，培养乡村文明新风尚

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又要“富脑袋”，不仅

要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富足安稳的生活，又要推动精神

文明建设，提振人们的精神世界。胡杨精神折射出的价

值追求、意志品质、爱国情怀等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驱

动力。一要传承和弘扬胡杨精神。不断激活胡杨精神里

　　塔里木大学传承胡杨精神，举行“万名师生下基层”暨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