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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50年至1954年任新疆托克逊县二区三乡乡长、副区长。
1954年至1964年任新疆托克逊县县长，中共托克逊县委第一书记、书记，吐鲁番中心县委副书记（其
间：1955年至1957年在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研究班学习）。
1964年至1968年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1968年至1974年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副组长。
1974年至1978年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常委、自治区革委会学大寨办公室主任、自治区革委会农
牧办公室主任。
1978年至1979年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
1979年至1985年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国家民委副主任。
1985年至1993年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自治区主席。
1993年至1994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自治区主席。
1994年至1996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
1996年至现在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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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铁木尔·达瓦买提，男，维吾尔族，1927年6月生，新疆托克逊人，1952年12月加人中国共产党
，1950年5月参加工作，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研究班毕业，大专文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铁木尔(达瓦买提文集 上下）>>

书籍目录

加强自治区人大常委机关工作的建设，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争取自治区农牧业生产的全面丰收，发展新
疆的大好形势解放思想，扎实工作，努力开创我区组织工作的新局面进一步开展侨务工作，努力为四
化建设服务开展民族区域自治研究，发展民族关系，繁荣民族经济做好科技干部的管理工作，促进新
疆的开发、建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正确对待“突厥学”研究问题正确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为
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大力支持三项工程建设，加快南疆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步伐为创建自治区良
好的生活和劳动环境而努力奋斗行动起来，为实现党风与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而努力奋斗深入改革，
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认真执行党的民族语文政策，促进民族语文工作的发展为我区旅游
事业的大发展而努力奋斗进一步做好军队转业安置工作，更好地发挥军队转业干部的作用增强民族团
结，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加强教育，培养人才，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团结起来，为彻底改变南
疆地区的贫穷落后面貌而奋斗认真落实扶贫措施，搞好扶贫工作重视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发展民族传
统体育事业巩固中日两国的经济友好合作，促进新疆的开发和建设提高认识，深化企业改革，把企业
技术进步工作推上新水平再接再厉，为自治区国民经济的更大发展而努力奋斗再接再厉，把八七年的
工作做得更好全区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夺取今年全面胜利而奋斗总结经验，继续前进，把我区全民
义务植树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发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认真开展增产节约、增收 节支运动兵团要
发扬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与地方互相支援，共同发展正确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努力办好伊斯兰教经
学院深化改革，大力推行各种承包责任制提高认识，深化改革，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深入开展教育体
制改革，积极发展教育事业，大力提高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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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
必须实行农林牧结合。
农林牧结合是发展农林牧业生产的重要方针，也是各族农牧民较快富裕起来的根本性措施。
这个方针完全符合新疆实际情况。
今后，我们要坚持以农业、畜牧业为基础，农林牧相结合。
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林则林。
但是，在一些地方，对农林牧结合的意义认识不足，特别对发展林业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抓得不力
，甚至滥垦草原，毁坏森林，破坏了生态平衡，加剧了农林牧业的矛盾，严重地影响了农林牧业的发
展。
农林牧业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缺一不可的。
在新疆没有林业就没有农业，也就没有畜牧业。
因此，必须像抓农业和牧业一样，狠抓林业。
无论农村牧区，对农林牧业都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全面规划，统筹安排，调整农、牧、林的结构，
加大林业的比例，促进林业的大发展。
农村要积极发展畜牧业和林业；牧区凡有条件的地方，也要经营一定的林业和种植业。
要严禁毁坏森林和滥垦草场，要加强对现有荒漠林的保护，发挥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个积极性，加
快平原林、三北防护林建设，加强山区迹地更新，积极恢复森林资源。
　　第二，要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解放以来的实践证明，我区各种自然灾害比较频繁，没有自然灾害的年份几乎没有。
因此，我们无论是从事农业或牧业，都必须立足抗灾夺丰收，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
抗御自然灾害要坚持以防为主，防患于未然，改变以往消极救灾的作法。
因为救灾只能减少损失，只有及早防灾，对可能发生的灾害充分分析估计，并据此做出部署，才能避
免损失。
　我区的自然灾害较多，就全区来说，农业主要是干旱，牧业主要是缺草和受冻。
有的地区盐碱化和风沙危害严重。
对治碱问题，要从当地情况出发，做出治理规划:用抓好排灌和植物治碱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治理。
对牲畜的受冻、缺草的问题，最根本的是进行草原建设，增加饲草，在冬春牧场修建棚圈，贮备草料
，预防灾害发生。
近两年来，自治区根据以往经验，提前拨出救灾款，加快了草料及有关防灾物资的贮运速度，对于保
证牲畜安全越冬度春，减少死亡损失，起了很好作用。
今后，要继续这样做。
　　第三。
扬长补短，发挥优势。
我区的长绒棉、甜菜、红花、葡萄、哈密瓜、啤酒花、安息茴香、白皮蒜、蚕桑、香梨、薄皮核桃等
在全国都具有独特优势，畅销国内外市场。
在畜牧业方面，我区是全国的牧业基地之一，是我国毛纺工业原料、耕役畜、牛羊肉和畜产品外贸出
口货源的重要产地。
我区天然湖泊和水库较多，水面广阔，可大量养鱼，甚至可养多种冷水性名贵鱼类。
我区水力资源丰富，富有发展潜力，可以大力发展水电，解决能源短缺问题。
各地应该认真总结经验，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鉴于我区地域辽阔、交通线长和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当前在发挥优势上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
正确处理发挥优势同粮食生产的关系。
发挥优势要力争做到粮食自给。
否则，就不要勉强去发挥优势。
二是要千方百计地挖掘经济作物的生产潜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不要一味地扩大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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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在提高单产上下功夫，产量就可以大幅度地提高。
　　第四，抓好科学种田、科学养畜。
为了尽快提高我区农牧业生产水平，一定要讲究科学，狠抓关键性的增产措施。
农业除抓好综合性的栽培技术外，要重点抓好培肥地力、培育并普及良种和植保工作。
畜牧业要调整畜群结构，提高适龄母畜比例，搞好牲畜品种改良，提高牲畜质量，大力培植优质牧草
，加强疫病防治等工作。
做好农业资源调查，搞好农业区域规划，是我们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指导生产的基础工作，要抓紧
进行。
要狠抓土壤普查与成果的应用，提高土壤普查质量，使之更好地为农牧业生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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