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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援疆工作的历史考察与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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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口援疆”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创新实践。自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援疆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援助政策和帮扶措施，经历了筑基期、发展期、创新

发展期和全面发展新阶段四个时期，使得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为新时代中央实施对口援疆工作

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深入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援疆工作的历史进程，深刻认识援疆工作的巨

大理论贡献，系统总结援疆工作的实践经验，对新时代做好援疆工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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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的

社会稳定和繁荣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对新

疆的发展十分关心，作出了系列重要指示和重大

决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理论体系，

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

了一系列符合新疆发展的政策措施，成为我们做

好新疆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回顾新疆70

多年来的辉煌历史成就，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在

于：中央制定并实施援疆工作的政策。援疆政策

的实施，为新疆社会稳定和繁荣发展提供了强大

动力，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治疆方略的重要方式之

一。当前学术界关于党的援疆工作研究成果较为

丰富，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探讨援疆工作的

历史变迁、实施成效、问题启示及政策法治化等；

二是探讨不同类型的援疆模式及效应；三是从民

族政策与民族工作角度进行阐释，①但对新中国成

立至今中央援疆工作的历史沿革、理论贡献与经

验总结的系统阐释并不多见。本文在既有研究基

础上，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援疆工作的

历史进程、理论贡献和经验总结，以期为新时代做

好援疆工作，贯彻落实新疆工作总目标，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疆提供有益借鉴。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援疆工作的

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疆社会中各民族之间、各

阶级之间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基

础已经基本消除，新疆社会的发展掀开了新的一

页。实施援疆工作的70多年，按照每一阶段的现

实境遇、指导思想、具体措施和取得的效果，大致

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筑基期。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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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之前，是中央援疆工作奠定基础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新疆地区生产力水平

低下的问题尤为突出，许多地方的生产关系仍然

是落后的封建经济形态，严重阻碍了当地经济社

会的发展。为此党中央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

对新疆进行土地改革，并于1953年顺利结束。①到

1956年底，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社会主义制度

在新疆确立，为新疆社会稳定和繁荣发展奠定了

制度基础。②鉴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出现的新

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于1956年撰写了《论十

大关系》，精辟论述了社会发展领域中存在着“十

对”矛盾，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实际情况

来制定方针，成为我们今后一段时期协调统筹社

会各领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正是在这种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思想指导下，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支

援新疆发展政策措施，援疆工作正式拉开了序幕。

首先，党中央对援疆工作高度重视。1957年

周恩来对新疆工作作出指示，指出：“仅仅依靠新

疆一个自治区500万人口，不可能积累多少资金，

而且人力也不够。必须依靠全国的力量，国家的

力量，中央的力量，把我们计划经济中能够积累的

资金拿出一部分投资到新疆增加财力，从内地动

员一部分人力到新疆增加劳动力，这样才能使得

新疆大发展。”[1]周恩来的指示，客观指出了新疆现

存的困难，并为支援新疆工作制定了原则和途径，

这是党中央较早的关于援疆工作的相关论述之

一，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对于援疆工作的高度重视。

其次，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③1952年2月

1日，毛泽东发布了《关于部分部队集体转业的命

令》，决定驻扎在新疆的人民解放军就地转业，进

行生产建设。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发

挥了“稳定器、大熔炉、示范区”[2]的重要作用。最

后，人力、物力、财力全方位的支援。为了响应国

家的号召，各地人力资源支援新疆，概括起来主要

有三大类，包括自流进疆人员、军队复员和转业人

员、支边的青少年。据统计，1950—1978年，净进

疆人口超过300万人。④各方支援力量投身到新疆

建设的各个领域，成为重要的建设人口，为新疆社

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财力上的支援，据不完

全统计，1950—1978年中央对新疆的财政补贴达

55.9亿元；1950—1978年，新疆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132.14 亿 元 ，其 中 ，中 央 投 资 65 亿 元 ，占

49.19%。⑤物力支援方面，采取对内地企业的搬

迁、合并和新组建等方式，建立了一批新疆的本土

企业，比如在这一时期建立的八一钢铁厂、乌鲁木

齐天山纺织厂等企业。这些企业的建立为新疆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础。

第二阶段，从1978年到1995年，中央援疆工

作的发展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疆与全国一

同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

开放的时代步伐，中央援疆工作也开启了新时期

的篇章。这一阶段的援疆工作，可以分为两个时

期，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时期和以江泽民

为核心的党中央时期。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

在转变工作重心的同时，重新审视了中央援疆工

作，恢复并重新确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

并对新疆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为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奠定了基础。一是明确

了新疆工作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新疆的民族

分裂主义沉渣泛起，公然打出了建立所谓的“东突

厥斯坦共和国”的旗号，这是各族同胞都不能容忍

的。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指出：“新疆的根本问

题是共和国还是自治区的问题。我们和苏联不

同，我们不能搞共和国，我们是自治区。”[3]“我们是

自治区”，从根本上指出了新疆问题的实质。随

后，邓小平又指出，新疆的稳定是新疆一切工作的

前提，是新疆工作的重点，这为中央援疆工作提供

了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十年动乱期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遭到

严重破坏。1981年，邓小平经过实地考察后，决定

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体制，但不再冠以中国

①参见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新疆地方史（1937年—1966年4月）》第一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

出版社，1999年，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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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2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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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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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之前，是中央援疆工作奠定基础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新疆地区生产力水平

低下的问题尤为突出，许多地方的生产关系仍然

是落后的封建经济形态，严重阻碍了当地经济社

会的发展。为此党中央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

对新疆进行土地改革，并于1953年顺利结束。①到

1956年底，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社会主义制度

在新疆确立，为新疆社会稳定和繁荣发展奠定了

制度基础。②鉴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出现的新

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于1956年撰写了《论十

大关系》，精辟论述了社会发展领域中存在着“十

对”矛盾，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实际情况

来制定方针，成为我们今后一段时期协调统筹社

会各领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正是在这种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思想指导下，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支

援新疆发展政策措施，援疆工作正式拉开了序幕。

首先，党中央对援疆工作高度重视。1957年

周恩来对新疆工作作出指示，指出：“仅仅依靠新

疆一个自治区500万人口，不可能积累多少资金，

而且人力也不够。必须依靠全国的力量，国家的

力量，中央的力量，把我们计划经济中能够积累的

资金拿出一部分投资到新疆增加财力，从内地动

员一部分人力到新疆增加劳动力，这样才能使得

新疆大发展。”[1]周恩来的指示，客观指出了新疆现

存的困难，并为支援新疆工作制定了原则和途径，

这是党中央较早的关于援疆工作的相关论述之

一，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对于援疆工作的高度重视。

其次，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③1952年2月

1日，毛泽东发布了《关于部分部队集体转业的命

令》，决定驻扎在新疆的人民解放军就地转业，进

行生产建设。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发

挥了“稳定器、大熔炉、示范区”[2]的重要作用。最

后，人力、物力、财力全方位的支援。为了响应国

家的号召，各地人力资源支援新疆，概括起来主要

有三大类，包括自流进疆人员、军队复员和转业人

员、支边的青少年。据统计，1950—1978年，净进

疆人口超过300万人。④各方支援力量投身到新疆

建设的各个领域，成为重要的建设人口，为新疆社

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财力上的支援，据不完

全统计，1950—1978年中央对新疆的财政补贴达

55.9亿元；1950—1978年，新疆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132.14 亿 元 ，其 中 ，中 央 投 资 65 亿 元 ，占

49.19%。⑤物力支援方面，采取对内地企业的搬

迁、合并和新组建等方式，建立了一批新疆的本土

企业，比如在这一时期建立的八一钢铁厂、乌鲁木

齐天山纺织厂等企业。这些企业的建立为新疆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础。

第二阶段，从1978年到1995年，中央援疆工

作的发展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疆与全国一

同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

开放的时代步伐，中央援疆工作也开启了新时期

的篇章。这一阶段的援疆工作，可以分为两个时

期，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时期和以江泽民

为核心的党中央时期。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

在转变工作重心的同时，重新审视了中央援疆工

作，恢复并重新确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

并对新疆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为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奠定了基础。一是明确

了新疆工作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新疆的民族

分裂主义沉渣泛起，公然打出了建立所谓的“东突

厥斯坦共和国”的旗号，这是各族同胞都不能容忍

的。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指出：“新疆的根本问

题是共和国还是自治区的问题。我们和苏联不

同，我们不能搞共和国，我们是自治区。”[3]“我们是

自治区”，从根本上指出了新疆问题的实质。随

后，邓小平又指出，新疆的稳定是新疆一切工作的

前提，是新疆工作的重点，这为中央援疆工作提供

了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十年动乱期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遭到

严重破坏。1981年，邓小平经过实地考察后，决定

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体制，但不再冠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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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的称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恢复，

为新疆社会稳定和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三

是打造向西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十一届三中全

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新疆作为祖国西

北的边疆，共与8个国家接壤，对外开放优势显著。

1988年，国务院经过研究决定，给予新疆对外开放

的扶植政策。比如，简化新疆地方进口贸易的相

关手续，关于新疆棉花出口的问题，以及霍尔果

斯、吐尔尕特口岸对第三国（地区）人员开放等等。

一系列对外开放政策的扶持，使得新疆的对外贸

易额显著增加，新疆逐渐成为西部对外开放的重

要门户。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

在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确立的援疆工作的基本方针

的同时，加大对新疆本地基础设施、特色产业建设

和教育事业援助力度，带动了整个新疆社会的发

展。一是大力支持新疆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

建设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一时期，在

中央大力支持下，修建了库尔勒至喀什的铁路，吐

鲁番经乌鲁木齐到大黄山的高速公路，改扩建了

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等。二是着力打造新疆

特色产业。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自治区党委提

出“一黑一白”发展战略，即石油化工和棉花的发

展战略，新疆成为我国纺织业和石油化工业的原

料基地。三是内地高校支援新疆高校。一个地区

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尤其

是高等教育。根据新疆高校整体比较薄弱这一现

实，由国家教委牵头，制定了内地高校支援新疆高

校的总体规划和具体措施，为新疆高校的发展注

入了生机与活力。

第三阶段，1996年到 2009年，中央援疆工作

创新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央对援疆工作的方

式方法进行了调整，创造性地提出了“对口援疆”

政策，中央援疆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1996

年5月，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题

研究新疆稳定工作。紧接着中央组织部、原国家

人事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为新疆选派干部工

作的通知》，标志着以干部援疆为主要内容的“对

口援疆”工作正式启动。

第一，干部援疆。从1997年到2008年，共有

六批干部进疆工作，共计3 600多人。2003年中央

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疆干部与人才队伍建设

的意见》中指出，要建立健全新疆区内外干部与人

才交流机制，促进干部援疆和人才队伍建设。干

部援疆政策的实施，为新疆社会稳定和繁荣发展

提供了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第二，教育援疆。

以干部援疆为依托，将教育援疆与干部援疆相结

合。一是内地高校对口支援新疆高校。2005年，

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实施“援疆学科建设计划”的

通知》，根据这一文件，内地41所高校支援新疆高

校建设，对新疆高校的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的提

高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举办内地新疆高中班。

内地新疆班的生源主要是新疆籍的少数民族学

生，采取在内地办学的方式，尽快培养出适应新疆

发展的高层次人才。三是支援新疆的基础教育。

新疆基础教育“软硬件”都很薄弱，援疆干部中逐

渐增加了教师的比重，以缓解基础教育师资短缺

的现状。第三，医疗援疆。自1996年以来，各地卫

生系统共计“6批823位医疗工作者”[4]在新疆13个

地州43个县市基层卫生单位帮扶，为新疆医疗卫

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第四阶段，2010年至今，援疆工作的全面发展

新阶段。2010年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后,中央

随即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推进对口支援新疆

工作的实施方案》，制定并实施了19省市“对口援

疆”工作。要求援疆省市从人才、技术、管理、资金

等各方面建立起援助新疆的体制机制，以保障和

改善民生为中心，着重帮助新疆各族群众亟待解

决的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等基本问题，并从各方

面扶持新疆特色产业的发展，逐步提高新疆自身

的“造血”功能。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央援疆工

作，坚持问题导向，提出了一系列援疆工作的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口援疆工作掀开了新的篇章。

一是民生援疆为先，增强各族群众福祉。在

新时代治疆方略的指引下，援疆工作围绕新疆工

作总目标，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中

心任务。以资金投入为基础，项目产业为依托，在

住房安居、基础设施工程、扩大就业、文旅交流等

方面加大援助力度，仅第七次对口支援新疆工作

会议之后的2019年至2020年，累计实施援疆项目

3 000余个，投入援疆资金300多亿元，而80%以上

的资金用于基层和民生改善。①二是坚持推进精

准扶贫，助力建成小康社会。新疆是国家重点扶

①参见杨明方、阿尔达克《民生援疆 天山南北增福祉》，《人民日报》，2021年7月20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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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地区，而南疆又是新疆贫困问题的重灾区，因此

新一轮的对口援疆工作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精准

扶贫。各援疆省市通过研判，精准施策，增强对帮

扶地区的资金支持、人才支持、产业扶持等力度，

2019年，19个援疆省市聚焦脱贫攻坚投入援疆资

金达188.19亿元，实施项目1 935个，有力支援了

新疆脱贫攻坚工作。①2020年，新疆全区现行标准

线以下的300多万人口实现脱贫，全疆2 500万各

族群众圆梦小康。三是产业援疆，实现新疆经济

可持续发展。2011年至2013年中央先后召开三

次全国对口援疆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深入开展

产业援疆，壮大本地特色经济，构建具有新疆特色

的现代产业体系。②援疆省市根据对口支援地区

的自然、资源、区位、经济、社会等环境和特点，采

取招商引资、产业园区、特色产业、文旅融合等方

式落实产业援疆政策，产业援疆不再是简单的“输

血”形式，而是帮助新疆提升自身的造血能力，对

促进新疆产业结构优化，实现新疆经济自我发展

的可持续意义重大。2014年至2019年，“19个援

疆省市全面加强全方位对口支援，累计投入援疆

资金（含兵团）964亿元，实施援疆项目1万余个，

引进援疆省市企业到位资金16 840亿元，中央企

业投资超过7 000亿元”[5]。四是持续深入推进教

育、医疗卫生、干部人才援疆。新一轮援疆工作中

“组团式”援疆2015年首先出现在医疗卫生领域，

之后教育、干部人才等领域也开始采用，成为一种

常规模式。这一时期这几项援疆工作在党的治疆

方略指引下，内容更加精准全面，方式更加科学合

理，工作双方更有积极性，使得新疆本地各行业、

各领域建设人才培养，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快速

发展。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援疆工作的

理论阐释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多年，是新疆翻天覆地

发展的70多年，是中央援助新疆工作从确立到成

熟，再到新时代发展的70多年。中央援疆工作的

70多年，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对新疆工作的亲切关

怀，充分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

越性，充分说明了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牢

不可破。毫无疑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的援疆

工作有着巨大的理论贡献和精准的实践定位。

（一）中国共产党初心与使命的践行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6]中国共产党的治

国理政就是不断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的过程。新

疆地处西北边疆多民族地区，受多种因素影响，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但新疆不论是从战略

位置、面积大小，还是资源储量等方面，在国家发

展中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新疆的繁荣

稳定不仅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国目

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培育和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疆社

会的发展不单纯是新疆一个地区的发展，背后有

着更为深层次的战略意义和价值。正因为如此，

新疆的社会稳定和繁荣发展时时刻刻牵动着党中

央的心。援疆政策的制定与落实，就是践行中国

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具体体现。尤其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推

动对口援疆工作，新疆社会的发展迎来了新时代

发展的历史机遇。新疆各族人民与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心连心，与全国人民一同砥砺奋

进，“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

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疆努力奋斗。

（二）社会主义本质共同富裕的丰富与发展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

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373这

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

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共

同富裕，并把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放在一起

论述，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论述的进一步阐释和

发展。但是，社会主义的富裕有早也有晚，有快也

有慢，各地区的发展水平是不一致的。1956年底，

“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但是后来我

国社会主义曲折发展，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出

现了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南方谈话”中，邓小

平明确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最后就是达到共同

①参见张彦虎、夏文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视角下的新疆精准扶贫与民族团结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

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64-70页。

②参见张鑫《对口支援政策下的产业援疆模式选择与实现路径》，《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第1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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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共同富裕是一个目标，而不是具体步骤和

时间节点，不能简单地机械地理解。围绕“共同富

裕”这个目标，邓小平指出：“我的一贯主张是，让

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

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

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先富带后富，

共奔富裕路。”[7]166因此，社会的发展是有差距的，

但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就是逐渐缩小差距，最终达

到共同富裕。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与地区的差异比较明显，

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也有明显的差异。总体

来说，我国社会的发展呈现出，西部落后于东部，

民族地区落后于非少数民族地区，陆地边疆地区

落后于内地的发展现状。而新疆既是西部又是边

疆且是多民族聚集区，社会的发展程度是明显低

于其它省市的。如果一味让市场发挥效应，资源

优化配置，新疆的发展将会越来越落后，形成所谓

的“马太效应”。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

裕的本质要求各地区之间，实行先发展起来的地

方带动落后地方的发展原则，在共同富裕的道路

上，一个也不能掉队。因此，援助新疆工作就是对

我国社会主义本质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尤其在

新时代这种体现更加突出。

（三）党中央治疆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中央历来重视新疆工作，实施对口支援新

疆工作就是党中央治疆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

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治疆方略的指引下，新疆

社会大局总体和谐稳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民族

宗教团结和谐，新疆的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2020年9月25日至26

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会

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新疆工作，要

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

疆工作总目标，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

民兴疆、长期建疆，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为保障，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努力

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

态良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8]这是

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新疆社会发展出现的新形势新

情况新问题，对新疆工作的科学定位，是新时代党

的治疆方略的集中概括和纲领总结。

中央新疆工作第三次座谈会，指出了新疆工

作的总目标，基础、重点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而

基础工作就是要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这两者是

相辅相成的，经济的发展带来民生的改善，同时民

生的改善也会带来经济的发展。因此，新时代对

口援疆工作要在党的治疆方略的体系下积极推

进，围绕总目标，真正解决人民群众现实所需的问

题，不断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为世界各国推进边疆治理提供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

中央实施援疆工作的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将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随着党中央历代领导集

体不断坚持和发展援疆工作，援疆政策已经变得

体系化、制度化、科学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中的一部分。新时代，援疆工作集中表现为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后的“对口援疆”工作，这是

我国援疆工作与时俱进发展的结果，是经过实践

所检验的，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推进边

疆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从整

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来看，世界上国家与国家、地

区与地区之间发展往往存在着较大差异，并有逐

渐拉大的趋势。巨大的差异会产生极大的两极分

化，最终两极分化变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国家与

国家、地区与地区的冲突相继爆发，是不利于整个

人类社会发展的。而中国的对口援疆政策就为世

界各个国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提供了方法与途径。一方面，就国家内部

而言，地区间的差异通过对口精准援助而逐渐缩

小差异，被援助的一方受益，同时援助的一方也受

益，变成一个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就国家与国家

之间而言，国与国的差异通过援助也可以逐渐缩

小差距，援助国在获得良好国际声誉的同时，也增

加了本国的GDP，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被援助

国的社会各项事业也能获得较好的发展。同时，

彼此双方的发展使得国与国之间易于形成紧密的

合作关系，增加地区间的稳定性，有利于建立世界

和平秩序，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援疆工作的

实践经验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在

国家区域发展治理中的定海神针作用。坚持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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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领导是中央实施对口援疆工作的本质特征，

同时也是中央实施援疆工作的最大优势。这是我

们做好新疆工作的根本遵循，是必须长期坚持的

基本原则。新中国70多年的援疆工作，就是党统

领一切、协调四方，充分调动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各

领域投身于新疆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援疆工

作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在中国“办好一切事情

在于党”的真理。“办好一切事情在于党”，这不是

中国共产党自封的，而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伟大实践中，中国人民得出的正确结论。无论

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援疆工作，还是制定新疆的

发展规划，制定并实施“对口援疆”的政策，都处处

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始

终将党的政治建设放在根本性建设当中。党的政

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就是个人服从组织、下

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政治本质和政治优

势。正是由于我们党政治建设做得好，全国上下

才能一盘棋听党指挥，才能做好援疆工作。新时

代，我们的援疆工作要继续坚持和发挥党的政治

建设的巨大优势，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将党的全

面领导贯穿于援疆工作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二）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的“十三个”优势。这是党的

历史上，第一次系统总结和阐述我们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为我们

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

理论支撑。中央实施援疆工作植根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这个优越制度，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全国一

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国社会制度区别

于他国社会制度的显著特征，也是我国社会制度

的独特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新疆工作高度重视，时刻关注着

新疆各族人民。特别是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以

来，开启了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在党中央的坚强

领导下，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19个援疆省

市积极参与对口援疆工作，不管从资金数量，人员

规模，覆盖范围上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①党和国

家调动这么多资源来援助新疆工作，充分体现了

我国“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再一次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

越性。

（三）坚持问题导向原则，解决新疆的迫切

需要

坚持问题导向原则，是中央实施援疆工作取

得巨大成就的直接原因。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要解

决新疆工作的实际困难，新疆最需要什么，我们就

援助什么，新疆人民最需要什么，我们就以最快的

速度援助什么。新中国70多年援疆工作就是坚持

了问题导向原则。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疆需要基

础设施建设，人员的投入和各种物资的供应。在

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各地就援助新疆进行基础

设施建设，比如修建铁路、公路、改建机场等等。

新疆由于地广人稀，在生产建设中缺少劳动力，中

央就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改革开放新时期，

新疆也与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

党中央调整援疆工作的方针，加快教育医疗卫生

事业的援助力度，派遣干部进行人才援疆和智力

援疆。党的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新疆各族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变得多层次多样化。根据

人民对于美好生活需要的变化，援疆工作也肩负

起了新的历史使命。当今，新疆各族人民对美好

生活最大的需要就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也

是新疆工作总目标。②因此，新时代坚持问题导向

原则，就是要将援疆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

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新疆工作总目标，③为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贡献力量。

（四）激发新疆发展的内生动力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发展的

根本，外因是事务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

用。援疆工作是新疆发展的外因，新疆内在的动

力是新疆发展的内因，而援疆工作是要通过激发

新疆内生发展动力来巩固和提高的，这是援疆工

作得以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援疆工作需要

完成的目标之一。新疆的发展归根结底是要生活

在新疆天山南北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来完成，内地

援疆的各项工作也只有传导到生活在新疆天山南

北的各族人民中，援疆工作才能持久，才会更加有

①参见兵团日报评论员《深刻认识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重大意义》，《兵团日报》（汉），2019年7月18日，第1版。

②参见祝辉《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2020年第3期，第97-104页。

③参见邹伟《第七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中国民族》，2019年第8期，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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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简单来说，就是如何将“输血”变成“造血”。

一方面，要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的局面。新

疆因为其特殊性，新疆的发展还得很大程度的依

靠其他各省市、各单位的援助，并且这种现象还需

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另一方面，要将“输

血”传导到“造血”上来。新疆不同于其它地区，具

有其特殊性，新疆的发展不能照搬照抄其它地区

的发展。在第二次对口援疆工作会议上，李克强

指出，“要着力培育新疆的自我发展能力”，即根据

新疆地方的实际情况，激发新疆的内生动力，将

“输血”传导到“造血”上，重点扶持新疆地方企业

和产业，走出一条适合新疆发展的道路。

四、结 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及一些省市对新疆

建设的支援从未间断。历史证明，对口支援对新

疆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新时代，新疆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远

景目标，虽然根本在于新疆本地各族群众的努力

奋斗，但依然离不开党中央以及兄弟省市的大力

援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援疆工作的重要论述，

是我们新时代做好援疆工作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

循。展望未来，对口援疆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新疆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进行，将对口援疆

工作纳入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当中，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

势，坚持问题导向原则和激发新疆发展的内生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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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s of CPC's Central Aid to Xinjiang Work since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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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unterpart Assistance to Xinjia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PC's strategy for governing Xinjiang in

the new era and an innovative practice of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1949, the CPC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Xinjiang-Aid Work by formulating a

series of assistance policies and measures that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Xinjiang'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

ment, through the four periods of the foundation-laying, the development,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stage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which has provided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assisting Xin‐

jiang in the new era.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assistance work in the new era and building

a socialist Xinjia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Xinjiang-

aid work since 1949 and the grea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the work, and a systematical generalization of the practi‐

cal experience of the work.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injiang-Aid Work,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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