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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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酒厂，主要通过将平通本地的梅
子收购起来酿酒，带动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现
在各方面发展得比较好。但是回过头来看，这10
年来走的路可以说非常艰难。10年前那场大地
震，给我们刚起步的酒厂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
失，那时又恰好是平通梅子的收获季节。为了确
保老百姓的梅子可以卖个好价钱，我们立即着
手灾后重建，利用剩下的设备开始恢复生产。

这里必须要提一下，当时我们是在来平通
救援的武警官兵帮助下恢复生产的。他们帮我
们将掩埋但是还未损毁的设备抢挖了出来，要
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快恢复生产。当时资金好
紧张啊，我和老公一合计，决定将家里的一辆大
客车卖了换成钱，尽快将老百姓的梅子钱付了。

2012 年，我再次遇到了人生的一大悲事

——丈夫因劳成疾最终去世。经历几年的努
力，当时重建的酒厂已经接近尾声了。丈夫去
世后，我感觉天都塌了：两个娃娃还小要读书，
家里老人身体又不好……那一段时间，我可以
说是天天生活在恐惧之中。但是我告诉自己，
生活再艰难还是要面对！县上、镇上得知我的
情况后，对我十分关照，经常关注我们厂的经
营发展。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政府还支持了
15万元，这笔钱解了我们厂的燃眉之急。

平通有 10 万亩梅林，每年都会有数以吨
计的青梅，但因缺乏有效的销售渠道，大多数
梅子很难卖得起价，致富带动作用不明显。我
们酒厂就是将老百姓家里的梅子收来，通过酿
造梅子酒提升梅子的附加值。开始的时候销路
很难打开，一是我们的包装太粗糙，二是我们
平通的梅子酒知名度还不够高，三是我们梅子
酒的度数和口味还须改进等。

这些年，我们不断对包装进行改造提升，最
初的粗糙外形设计变成了现在比较精细的包

装，同时还十分注重挖掘本土的文化元素。比如
我们将平通本地的羌文化融入其中，再请专业
的公司进行简约化设计。而且这几年平通镇一
直在举行青梅文化节，平通梅林的知名度大大
提升了。这样一来，大家慢慢知道平通有绿色无
污染的梅子，对梅子酒有了辨识度，我们的销路
也逐渐打开了。去年，政府还组织我们参加了糖
酒会等推介会，进一步扩大了知名度、提升了影
响力。同时，县上还为我们酒厂找到了一个稳定
的销售渠道，为企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现在，我们每年要收四五吨青梅。虽然量
不算大，但对当地老百姓的带动作用还是比较
大。比如梅子以前卖七八角钱一斤，去年卖到
两元一斤，价格涨了一倍多，谁能想到以前不
怎么受人待见的梅子，现在居然成了大家的宠
儿。每年的梅花节，好多人来平通耍。这些，都
能为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我们的酒厂规模还比较小，现在年产值在
百万以内，用工都是本地人。随着我们不断改

良创新升级，不断融入本土的羌文化、梅文化
元素，一定能做优做强梅子酒这款产品。梅子
酒卖得起价了，收购梅子的价就能提起来，这
样对老百姓的带动作用会更大。

企业发展好了，致富带动作用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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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春梅

4月26日，记者驱车来到北川羌族自治县
曲山镇石椅村，站在独具羌族特色的寨门前举
目远望，一片片果园郁郁葱葱，一条条水泥路
蜿蜒穿越青砖红瓦的羌家院落间。漫步在风景
如画的石椅村，家家户户庭院里鲜花盛开，庭
院外成片的枇杷树、李子树上串串诱人的果实
已挂满枝头。

记者走进一户名为“花果山庄”的人家。院
坝里停着两辆轿车，七八个客人在院子长廊的
果树下，喝着主人家才沏的新茶、吃着刚摘下
的樱桃，谈论着眼前令人羡慕的乡村美景和惬
意的羌家生活。踏进三层羌楼，“三星级农家乐”

“乡村旅游发展先进单位”的标牌悬挂在门楣
上，大厅内二十几张大圆桌排放得整整齐齐，大
厅一角的冷藏柜里，摆放着折耳根、鸭脚板、狗
地芽等十来种山间野菜。大厅后面是宽敞明亮
的厨房，干净整洁的案台上各种餐具、调料、食
材摆放得井井有条，男主人陈继良正忙着切菜，
女主人黄彦在一边打下手；与厨房一墙之隔就
是烧火的灶屋，屋梁上密密麻麻挂满了大块大
块的腊肉、腊排骨、腊猪脚。

“哇，好多腊肉呀！”记者禁不住赞叹道。“不
算多哟，等到五月端阳‘枇杷节’一开始，山上的
游客多了，这些肉还不够招待他们呢！”黄彦抬
手捋了捋额头上汗湿的头发，抿着嘴自豪地说。

“啥子枇杷节啊？”记者穷追不舍继续问。
“地震后，从2012年开始，我们都已接连搞

了五届枇杷节了。”一旁的村主任陈华全接过话
茬，向记者介绍起石椅村这几年在小水果上做
文章，发展羌家旅游的致富经——

地震前，海拔1200米的石椅村有300亩猕
猴桃林，600 亩枇杷林，700 亩李子林，因为得

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这里的水果比山脚下的水
果晚熟个把月，味道更醇甜，一到水果成熟的
季节，就有不少城里人开车来买。村里最早的
几家农家乐在水果成熟的季节招待客人忙都
忙不过来。

地震重建后，从山脚到村里的 5 公里盘山
村道硬化通到了家家户户门口，陈华全挨家挨
户做工作，劝大家在重建房屋时尽量建得宽敞
些，要靠家门口的小水果做大文章，有条件的
都办农家乐开门迎客，让村民都吃上旅游这碗
饭。在陈华全的劝说下，全村92户有近一半的
家庭在重建后办起了农家乐。2009 年 7 月，陈
华全又请来省级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母广元担任石椅羌寨的“军师”。通过母广元
出谋划策，陈华全和 5 户村民达成协议，以房
屋和部分果树入股，成立了北川石椅羌寨羌俗
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后来又通过自筹、贷款等
形式修建了寨门、旅游服务接待中心、文化广
场等基础设施。2009 年 8 月，修葺一新的石椅
羌寨开门纳客。

母广元根据天然石椅典故和火盆山的传
说，撰写了“天赐石椅羌寨，神造火盆仙山”的寨
门对联，收集整理并编写了《深藏不露的人间仙
境—北川石椅羌寨》和《火盆山传说》及《漫游羌
山探石椅》《石椅寨里羌韵浓》等景点解说词。并
且组织培训了一批以当地姑娘小伙为主体的
羌文化表演队伍。

采新茶、摘水果、喝咂酒、跳莎朗、吃老腊
肉……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灾后重
建的石椅羌寨成了北川羌乡弘扬传承古羌文
化的旅游名片，民间外交活动的聚焦点，央视、
川台及全国各地新闻媒体多次进行宣传报道。
2010 年，石椅羌寨被评为“四川省乡村旅游示
范村”，2011年荣获全国文明村，后又获得全国
旅游模范村的称号。

靠小水果发展羌乡农家乐，挖掘羌族文化
发展乡村旅游，石椅羌寨不仅名声在外，更是
在乡村振兴这条路上阔步向前：2009年全村人
均收入仅 4000 元，2011 年增加到 10400 元，
2017年纯收入超过了2万元。

北川羌族自治县曲山镇石椅羌寨——

小水果做出大文章 羌文化带动乡村游

□讲述：王罗螓（四川平武滴梅香酒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

□记录：记者 裴玉松

巨变看走基层

□ 本报记者 王庆

暮春时节，中国重汽集团绵阳分公司厂区
内，现代化厂房整齐划一，车间内生产线机器轰
鸣。延续 2017 年产值 25 亿元、年产专用汽车
8608辆的强劲势头，这家企业在2018年第一个
季度也顺利实现“开门红”。

作为“5·12”特大地震后落户绵阳的第一家
汽车企业，中国重汽绵阳分公司是绵阳灾后恢
复重建中工业规模不断扩大、快速转型升级的
缩影。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2017年,全市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 2074.75 亿元，是 2007 年的 3.09
倍。其中，工业保持较快增长、总量持续壮大，产
业结构持续优化、集聚水平明显提高，工业基础
更加雄厚，全市主要工业产品产值翻番，商用车
生产从无到有，汽车及零部件、节能环保、新材
料产业异军突起，八大重点产业已然成型，为绵
阳打造西部经济强市提供了有力支撑。

量升质提
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2008年，受地震和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市
经济增速陡然回落至4.1%，工业生产受到沉重
打击，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仅为2.6%。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在对口援建省市的大力支援下，绵阳
工业迅速止滑提速。2009 年、2010 年，全市规
上工业实现 26.5%、27.6%的高速增长。2011
年、2012 年随着灾后重建的结束，增速也由恢
复性的高速增长逐年放缓，回落至 23.7%、
17.4%。2013 年以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
现平稳增长。

2017 年，绵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5%，工业增加值总量跃升至全省第5位,增加
值增速在全省排位跃升至第4位,工业投资年均
增长12%，技改投资年均增长11.7%。

作为中国唯一科技城，震后 10 年来，绵阳
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高集聚水平。2015年底，
结合“中国制造 2025”十大重点发展领域和省
委、省政府发展五大高端产业的要求，绵阳把
引进培育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产
业发展的“一号工程”，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截至2017年，“两新”产业
产值占全市工业比重分别达54%、37.5%，占比
在全省领先。

与此同时，确定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
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生物、食品、化工等
以“两新”产业为主导的八个产业为重点产业。
2017 年，全市八大重点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2397亿元，占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的78.41%。

招大引强
加速培育壮大企业集群

今年4月25日，四川省2018年重大工业项
目集中开工仪式举行，我市在游仙区浙江五洲新
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端轴承制造项目建设现
场举行了绵阳分会场开工仪式。

34 个工业项目集中开工，计划总投资
88.83 亿元，涵盖了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
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和生物医药
等产业。这是承接 2017 年京东方、汉能、东江
环保、360 全国安全服务运营总部相继入驻绵
阳，华晨集团、宝马集团双双增资、再度携手绵
阳之后的又一盛况，充分展示了绵阳这片热土
对资本的吸引力。

2008年以来，全市投资规模在灾后重建投
资迅猛增加的基础上不断扩大。2013 年，突破
千亿大关达1001亿元；2017年，完成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 1436.54 亿元，总量是 2007 年的
6.11 倍。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26.6%，技改投资
增长 26.8%。统计数据显示，近 3 年时间，我市
新签约投资5亿元以上项目达254个。

招大引强，投资向项目倾斜、向工业倾斜，

为绵阳经济持续走强注入强劲动能，带来的直
接效应是工业基础更加雄厚，工业竞争优势增
强，大企业大集团竞争力持续提升，企业集群
培育不断提速。

作为绵阳工业的“参天大树”，长虹集团名
列“中国电子百强品牌”第6位，2017年旗下四
川长虹实现营业收入 776.32 亿元，同比增长
15.57%。在 2017 年四川企业 100 强、制造业企
业100强、技术创新发展能力100强榜单中，不
光长虹第三次蝉联双“百强”榜首，东材科技更
是拔得川企技术创新发展能力头筹，九洲、好
圣、科莱电梯等近 20 家绵阳企业也分别进入

“百强”榜单。
截至目前，全市建成各类产业园区 12 个，

工业产品驰名商标达到 13 个、著名商标达到
82个、四川名牌产品达到94个，主导或参与制

（修）订国际标准 1 项、国家标准 65 项、行业标
准 71 项；共建成各级企业技术中心 154 个，重
点实验室26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1个、工程
实验室16个；成立各类产业联盟17个；累计开
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60 余项，实施创新成果
产业化项目143个。

“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集
群发展格局，为绵阳加快打造西部经济强市注
入了强劲动能。

引进培育壮大 企业集群发展格局成型
——震后10年绵阳工业涅槃重生之路

本报讯（张曦 薛莹莹 记者 李桥臻 文/图）近
日，8位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成翼娟、张利岩、陈东、聂
淑娟、丁淑贞、宋静、泽仁娜姆、罗少霞教授前往四川
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面对面与师生分享了护士职业
生涯中的感悟和经验。

访谈中，各位专家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分别
从护理专业学子应具备的专业技能和身体素质、
传染病的护理关怀、少数民族地区护理要求、护
理团队的建设和培养、特殊疾病护理和灾难事件
护理研究、志愿者服务队伍建设以及在大好形势
下对护理学科和专业的要求等多个角度，作了详
细的诠释和解读，从新需求、新理念、新目标、新
模式、新举措五个方面，让该校师生对护理职业
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认识。专家们寄语全校师生，
在新的形势下，护理事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展，希
望学校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护理人才，为社会的需
求作出更多的贡献。

该校党委书记秦晓明表示，在建校六十周年来
临之际，在“5·12”国际护士节和汶川特大地震10周
年特殊日期来临之际，八位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到
校与师生面对面交流，用自身的经历描述了为社会
奉献爱心、为事业忠诚担当的感人事迹，不仅是帮助
学校强化立德树人、提升素质教育的一次生动实践，
更是不忘初心、用典型引路走岗位实践成才的一次
榜样示范。

活动中，该校向8位专家颁发了客座教授聘书，
专家们还在校园里与师生们一起种植了具有观赏和
药用价值的合欢树。

薪火相传
分享感悟经验
八位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

与四川医专师生面对面交流

本报讯（记者 郑金容 文/图）昨（3）日，阿里巴
巴集团旗下拍卖平台联合四川美术学院 5 位青年
画家走进北川采风写生，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地震
灾区 10 年发展之路，展现灾区奋斗的面貌。

5 位青年艺术家来到安昌镇安昌小学，和 10
位小学生一起进行美术创作。“我想画国画，画故
宫”“我想画恐龙，因为从来没有见过。”在安昌小
学书画教室里，5 位青年画家分别指导 10 位学生
创作书画。两个小时内，花草、树木、白云、山河、房
屋等被孩子们画了出来，一幅幅漂亮又充满童趣
的作品跃然纸上。“我的作品叫做《彩色的家乡》，
我画了北川羌族的碉楼，三位穿着羌族民族服饰
的姐姐围着篝火跳舞，画中有一条安昌河，河水正
慢慢地向下流，河边还有一群羊在吃草，这就是我
美丽的家乡北川。”小学四年级学生周暄翊一边绘
画一边告诉记者，她想通过绘画让更多人知道家
乡的美丽和人民的勤劳。

“虽然他们只是小学生，但基础好，很有想
象力和创造力。”采风团画家杨贤说，每一幅作
品都是按照学生们思路进行创作，最终的成品
让人很惊艳。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四川美术学院画家组成公
益采风创作团，前往“5·12”特大地震重灾区北川进
行采风。采风团先后前往石椅羌寨、吉娜羌寨、安昌
小学等地，了解震后 10 年来北川呱呱坠地的新生
命、拔地而起的新城镇、逐渐开启的新生活等故事，
并通过美术作品的形式展现出来。最终，5 位青年
画家创作了 20 余幅作品，这些作品加上安昌小学
学生创作的 10 幅作品都将于 5 月 12 日当天在全球
最大拍卖平台阿里拍卖上进行公益拍卖，拍卖所得
全部用于北川定向捐助。采风团带队老师李洋介
绍，由于本次活动是公益拍卖，主办方还邀请了中
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姚明爱心基金加入，承担 30
余件作品网上发布拍卖的工作。

绘10年巨变
展灾区新貌
“5·12”地震十周年公益

采风创作走进北川

江油市文胜镇地处
龙门山脉腹地，在“5·12”
地震中受灾较重。在党委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援
建省市的无私援助下，文
胜镇灾后恢复重建和发
展振兴取得了骄人的成
绩，基础设施日趋完善。
目前，当地正结合实际，
多举措大力发展旅游业，
打造“养马峡”品牌农业，
发展观光农业、采摘农
业、休闲农业、度假农业
等特色旅游业，促进乡村
振兴。图为文胜镇新貌。
（视觉绵阳杨安文摄）

青年画家和小学生展示部分创作的作品

专家们与师生一起种植具有观赏和药用价值的合欢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