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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奋进·十年巨变“5·12”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特别报道

我这 年

“5·12”汶川特大地震过去已经十年
了，为充分展现十年来绵阳的巨变，本报
推出《感恩奋进·十年巨变——“5·12”汶
川特大地震十周年特别报道》，开展“我
这十年”主题征文活动，诚邀社会各界人
士 通 过 讲 述 身 边 故 事 ，见 证 十 年 巨
变 。（篇幅 1500——1800 字，投稿邮箱：
myrbywb@163.com）。

巨变巨变看看走基层

□ 讲述：金圣翔（江油市大康镇星火
村党总支书记）

□记录：记者 苏东华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星火
村的农业基础设施和村民住房遭到严重
破坏，房屋垮塌 616 户 3080 间，受灾群众
近 3000 人。随着步入灾后重建阶段，怎么
重建成为一个让我十分焦虑的问题。因
为，只是单纯把垮了的房子再建起来，就
等于放弃了难得的转型发展机遇。经过
深思熟虑，一张“建设生态小区，发展现
代农业”的美好蓝图，在我脑海里渐渐清
晰起来。

村里要发展，首先要做好规划。我认
为应该把村里的土地集中起来用于发展
产业，不仅不会浪费土地资源，还有利于
建设公共基础设施。但要改变祖祖辈辈形
成的生活习惯，谈何容易。一些村民不愿
集中居住，我就和村干部挨家挨户做工
作，给他们讲村子的规划，说集中居住的
好处，最终赢得了大家的支持。

我们抓住河南省平顶山市对口援建
村里的机会，采取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
一施工、群众监督的办法，开始动工修建
集中居住的生态小区。如今，村里已建成
占地 90 亩、建筑面积 8500 平方米的星火
花园小区，住宅楼错落有致，小区里有水
有桥、有花有树，还配套建设了老年活动
中心、幼儿园、图书室、健身广场、购物超
市、酒店、休闲娱乐茶楼等设施。小区水、
电、气、电视、网络五通齐全，安置村民800
户，物业管理费由村集体统一承担，大大
提升了村民的生活质量，让大家过上了城
里人的生活。

只有加快发展，群众才能过上好日
子。村民集中居住后，我们按照“集约经
营、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打造生态乡
村旅游”的发展思路，实施土地集约经营。
村里成立了两个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采取

“保底分红”的办法，以每人每年1000元的
保底价格，对土地进行集约。同时，土地经
营盈利的 60%作为村里扩大再生产资金，
20%作为 60 岁以上老人和特困家庭补助

金、20%作为入股农户二次分红。
村民以土地作为资产入股，在所有权

不变的前提下，由于经营方式更加灵活，
土地资源作用被充分发挥，杜绝了撂荒土
地的现象。同时，由于村民从单纯经营土
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变成了村民工，这
种角色的转变，给了村民更多的发展空
间。如今，全村流转集约土地9200余亩，参
与土地流转农户 1018 户，拥有股民 3100
人，股民每年分红达 450 余万元。截至目
前，村里已发放土地分红款 2600 万元，实
现了土地效益最大化。

通过利用集约土地开展土地整理，改
善农业基础设施，村里的产业发展也初见
成效。我们突出农林文旅融合，发展以万
亩珍稀苗木为主的特色种植业，种植各类
珍稀苗木 80 余万株，建成了星火花海公
园，一年四季都能观赏花海，年接待游客
1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达300余万元；同时
还安置村民就业 600 余人，人均务工收入
达3万元，。

10 年来，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村民从散居到住小区，从村民到股东、
产业工人，实现了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2017年全村经济总收入1300万元，村民人
均纯收入达18782元。

乡亲们一天天富起来，我心里特别高
兴。下一步，我们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
力发展村集体经济，让星火村业更强、村
更美、民更富，让星星之火真正燎原。

乡亲们一天天富起来，我心里特别高兴

本报讯（记者 田明霞）近
日，从北川交通运输局传来消
息，绵北快速通道建设项目正在
加快推进。该项目是我市交通攻
坚大会战项目之一，列入绵阳市

“十三五”交通发展规划，也是绵
阳-安州-北川产业带发展轴中
的重要支撑。

北川羌族自治县和安州区
现在主要通过辽宁大道与绵阳
相联，但该道路仅与绵阳城西永
兴镇相接，绵阳中心城区到永兴
镇还有约 10 公里左右的城区道
路，且已经变成了城区和园区道
路，通行性降低，特别是节假日
期间经常出现拥堵状况。

绵北快速通道规划路线起
于绵阳普明北路，途经安州区
界牌镇、花荄镇友谊桥（同时
与裕都塔九路相接）、联丰村、
方碑村、八一村及北川羌族自
治县的喇嘛洞、范家沟、福田
村，路线利用已建成的北川安
昌河大桥跨越安昌河，经东升
村 、双 龙 村 在 群 联 村 杨 家 湾

（安州区与北川交界处）接上
成青路 S107 线，路线全长 26.5
公里。绵北快速通道建成后，
不仅能缓解区域性骨干道路
的交通压力，同时有利于带动
群众增收就业，拉动沿线区域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

绵北快速通道建设
加快推进

本报讯（殷汝培记者田明霞）
近日，平武县古城镇火炬村机
声轰鸣，标志着广平高速平武
段 14 标项目——涪江特大桥正
式开工建设，也正式拉开了广
平高速平武段临建项目建设施
工的大幕。

据介绍，广平高速平武段
14 标项目部主要是修建涪江特
大桥，该桥主桥横跨涪江，两端
引桥依次跨越山间坡地。该桥
的左桥长 932 米、右桥长 918
米。主桥桥跨组合为 85+160+
85，两岸桥台采用桩柱式桥台，
接钻孔灌注桩基础，桩基直径 2
米、桩长 30 米。

广平高速项目长90公里，总
投资 132 亿元。项目起于广元市
青川县骑马乡，连接已建成通车

的G75兰海高速公路，止于我市
平武县母家山，接绵阳至九寨沟
高速公路。项目采用双向四车道
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为
80 公里/小时。广平高速平武段
全长 19.96 公里，经过高村、古
城、龙安等三个乡镇，涉及高村、
古城2个互通。

广平高速（平武段）的四个
标段施工单位今年 3 月底进场
以后，平武县积极配合要素保
障，相关三个乡镇落实专门人
员负责协调交通组织保障及
安全生产工作。据悉，平武段
项目施工预计 6 月初完成 4 个
项目部、2 个拌和站的临时用
地选址，力争 10 月完成施工便
道建设，以确保整个项目施工
顺利推进。

广平高速涪江特大桥
开工建设

本报讯（贾玺记者张霂语）
经过187天的全力奋战，京东方
项目配套供水及污水管道工程
日前提前完工，达到正式供水
和污水接纳条件。

京东方第6代AMOLED（柔
性）生产线项目位于科技城集
中发展区核心示范区启动区，
项目建成投产后，供水服务区域
将达到12平方公里，区域规划人
口约9万人，区域生产生活用水
需求量近期将达到每天 6.39 万
吨，远期将达到8.78万吨。为保障
区域生产生活用水需求，为我市
重大项目提供可靠的供水保障，
按照市政府要求，市水务集团组
织实施了京东方项目及周边地区
供水工程。

市水务集团成立了工程建
设管理专项机构，倒排工期、顺
排工序、挂图作战。该工程共计
铺设DN1000的供水主管道14.5
公里，分别通过菩提寺市政供
水加压站沿二环路、菩提寺东
西干道、安昌河堤路、绵广高速
向京东方项目供水，通过园艺

市政供水加压站沿普明北路、
成绵高速、八家堰大桥、科技城
大道向京东方项目供水。工程
创下了我市单个项目城市供水
主管网建设长度的历史之最。
由于工程点多线长，多次横跨
河道及高速公路，沿线道路交
错，各种地形情况复杂，施工难
度巨大。4 月 24 日，全部管段完
成安装、打压、冲洗及闭水试
验，具备正式通水条件。

为妥善解决京东方项目工
业废水排放处理问题，市水务
集团还承担了京东方工业废水
收 纳 管 道 工 程 ，共 计 铺 设
DN1200的京东方项目至永兴污
水厂工业废水专用管道 11.8 公
里。项目穿越绵阳师范学院校
区，横跨宝成铁路、成绵乐高铁
和成绵广高速。目前，工程已提
前全线贯通，具备污水收纳能
力。同时，永兴污水处理厂扩建
项目的关键结构——调节池及
应急池也已完成主体结构封
顶，达到将京东方污水接入厂
区的必要条件。

京东方配套供水及污水
管道工程提前完工

本报讯（记者 田明霞）近日，市女摄影
家协会举办了主题为“铭记·感恩·奋进”的

“5·12”地震十周年景长观、何茂华影像作
品分享会，邀请两位绵阳摄影人分享了用
镜头记录灾后重建历史的心得体会。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何茂华耗时 10
年，用镜头记录了北川陈家坝震后十年
的发展巨变，其摄影画册《见证 10 年——

“5·12”北川羌族自治县陈家坝乡震后十
年发展巨变纪实》也于近日与读者见面。
分享会上，何茂华说：“《见证 10 年》画册

纪实反映了 2008 年 5 月 12 日震后至 2018
年期间，北川陈家坝十年发展巨变；并通
过陈家坝的巨大变化，来反映整个灾区
十年的巨大变化。”

北川是“5·12”汶川特大地震的极重
灾县。震后 10 年间，何茂华用镜头关注了
北川陈家坝 106 户人家，其中重点深度跟
踪村干部、老红军烈属、特别困难家庭等
具有代表性的12户人家。何茂华用这些家
庭的变化，记录了一个村、一个山寨震后
的变迁，以一个乡的变化来反映整个灾区

的巨变。《见证 10 年》画册分为“灾难·伤
痛”“重建·拼搏”“重生·奇迹”三个主题，
用镜头记录了经历灾难伤痛的北川人在
党和政府领导下、在社会各界支持下，重
树信心，实现重建到重生的跨越。画册中
收录照片350余幅，表达了“弘扬抗震救灾
精神，感恩奋进新时代”主题。

听了何茂华的分享，大家感慨万千：
“摄影家的十年坚持拍摄令人感动。画册
信息丰富、内容震撼、作品精美、不仅记
录下抗震救灾中的感人事迹，展现了中

国人民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伟大精神，
还热情讴歌了灾区人民在党和政府坚强
领导下自强不息、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
精神风貌。”

分享会上，绵阳摄影人景长观分享了
他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拍摄的作品
获第 52 届荷赛突发新闻二等奖的故事。
景长观与何茂华拍摄的作品既表达了

“弘扬抗震救灾精神，感恩奋进新时代”
主题，也是摄影家本人历经艰险困苦、责
任担当的写照。

弘扬抗震救灾精神 感恩奋进新时代
市女摄影家协会举办“5·12”地震十周年影像作品分享会

□本报记者 李春梅

“给我两瓶蜂蜜！”“给我两袋玉米
面！”“好嘞！不急哈！都有货！”近日，北川
羌族自治县曲山镇油房沟村村委会的院
坝里像集市一样热闹，一群从深圳远道而
来的客人将村民陈刚夫妻团团围住，争相
购买他家自酿的土蜂蜜，还有帮村民代销
的水磨玉米面。

十几分钟时间，两大桶蜂蜜、几十袋
玉米面就被抢购一空。陈刚和妻子一边
清点刚刚卖货的收入，一边忙着在手机
微信上回答网上买家的问题，还不时在
本子上记录发货地址……尽管忙得团团

转，但夫妻俩脸上一直洋溢着满满的幸
福与快乐。

油房沟村是一个典型的高山偏远
村，平均海拔 1250 米，距离曲山镇 20 余
公里。地震前，这个村不通公路，村民出
行只能翻山越岭。2012 年，邓永路建成
通车后，解决了该村群众出行难的困境。
2014 年至 2017 年，在国家政策扶持下，
该村又先后修建了 11.4 公里硬化村道，
全村人畜饮水、生产用水等基础设施得
到了完善提升，为村里产业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如今，邓永路像一条丝带盘旋在大山
之间。沿着这条路从村委会出来几百米
远，就是陈刚家震后建成的生产用房。几
十头羊在圈里吃着草，一排排蜂箱整齐的
排列在屋檐下，一群跑山鸡在竹林里觅
食，竹林边上的地里种着当归、芍药……
这样守在自家门口卖“山货”数票子的日
子，陈刚以前做梦都不敢想。

在邓永路建成通车以前，油房沟村山
高无路，村民们守着满山的“山货”却过
着穷日子。因为穷，陈刚虽然是家里的独
子，还是到安县塔水去当了上门女婿。对
此，陈刚的母亲李义芳一直耿耿于怀，觉
得对不起儿子，“全靠地震后国家的政策
好，白晃晃的水泥路修到家门口，儿子带
着媳妇回来也能挣钱了，我也就没得啥
子好遗憾的了。”

“过去因为穷当上门女婿，我不怨父
母。自从家门口的路修通后，可以说实现
了我们村祖祖辈辈‘修路致富’的梦想。靠
着国家对灾区的扶持政策，这几年，我带
着妻儿回到山里来搞种养殖业，比在外面
打工强多了。去年卖了30几头白山羊、3头
黄牛、20 几箱蜜，杂七杂八加起来毛收入
有 8 万多元。利用国家给我们村的脱贫帮
扶资金，我和村里其他 9 户养蜂大户成立
了‘七彩’养蜂合作社。前段时间，通过上
农民夜校，我还学会了开网店，让全国各

地的人都能吃上我们油房沟地地道道的
“山货”。今年，我又投入了 6 万多元，在山
上种黄精、白术这些药材，等上3年就看得
见效益了。”一说起他种在地里、养在圈里
的“山货”，陈刚就两眼放光，扬起的嘴角
充满了自信。

据了解，过去像陈刚这样到平坝当上
门女婿的山里娃在油房沟村并不少见，如
今像陈刚一样依靠搞“山货”经济谋“钱
途”的山里人更不是少数。“除了陈刚，油
房沟村村支部书记陈仕奎算一个，乌山羊
专业合作社带头人庸华算一个……养蜂
放羊、种药植树、建野生猕猴桃基地，他们
抓住灾后重建的机遇，发展特色生态农
业，一个比一个搞得红火。”作为曲山镇联
系油坊沟村的干部，李晓容也是土生土长
的村里人，说起村里的变化，她如数家珍：

“天时地利人和，振兴乡村经济，需要更多
像他们这样有头脑有魄力、敢做敢当的能
人来带领全村老百姓发家致富！”

北川曲山镇油房沟村——

修好通村路“山货”卖得俏

灾后重建
中，援建省市以
山水城市为切
入点，以打造旅
游名城为重点，
致力于将平武
县南坝镇塑造
成“宜居、宜业、
宜游”的蜀汉风
格特色小镇。为
此，援建省市特
地打造商业步
行街、修建长城
墙、重建江油关，
为南坝旅游发
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如今，南坝
镇已成为九环
线上新崛起的
旅游明星镇。
（视觉绵阳

刘华伟摄）

本报讯（记者 李灵越）近
日，记者在武都引水工程取水枢
纽闸除险加固项目施工现场获
悉，截至目前，工程上游右岸、下
游左岸防护堤砼浇筑以及下游
护坦、海漫、防冲槽砼浇筑已经
完成，进入上游围堰闭水试验
阶段，闸门防腐处理工作正同
步推进，以确保主体工程在今
年汛前完工。

据了解，武都引水工程是川
西北地区工农业生产和城市经
济发展的重要水源工程，是四川
省“再造一个都江堰”战略目标
重点工程。武都引水工程取水枢

纽 闸 位 于 引 水 工 程 首 段 ，于
1990 年 12 月建成投运。由于建
设年代早，工程老化并不断出
险，“5·12”汶川特大地震后被评
定为“三类闸”，整个闸坝已处于
病险状态。

武都引水工程取水枢纽闸除
险加固项目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
开工建设。重建工程概算总投资
3955万元，建设内容包括冲砂泄
洪闸、左右岸进水闸、启闭机房及
控制室等。项目完成后，预计灌区
灌水保证率可提高至75%以上，
实现农业增产3%、全灌区经济增
收500余万元。

武引取水枢纽闸
实施除险加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