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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奋进感恩奋进··十年巨变十年巨变“5·12”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特别报道

改造一新的九环线改造一新的九环线

用羌绣表达感恩之情用羌绣表达感恩之情

灾后重建的平武中医院灾后重建的平武中医院

欢度羌历新年欢度羌历新年

灾后重建的响岩场镇灾后重建的响岩场镇

畅通活力幸福美丽的新篇章平 武

2017 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1.53 亿元，年均增长 9.3%，是震前的
2.55倍；地方公共财政收入达到2.62亿元，
年均增长 8.2%，是震前的 2.03 倍；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 45.07 亿元，年均增长
12.6%，是震前的2.9倍；服务业增加值达
到 10.61 亿元，年均增长 10.4%，是震前
的 2.79 倍；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52 亿元，年均增长 15.8%，是震前的
3.75 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 28242 元，年均增长 14.3%，是震前
的 3.32 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 11279 元，年均增长 15.7%，是震前
的3.72倍。

2014年，平武被省委、省政府通报表
扬为“2013 年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在

全省受到表扬的 35 个先进县（市、区）中
排名第八。2016 年、2017 年连续两年被
省委、省政府通报表扬为“县域经济发展
先进县”。

成 就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十年间，平武三次产业的比重由2007年
的 30.7:46.0:23.3 优 化 为 2017 年 的
20.47:39.08:40.4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首次超过第二产业，首次形成3-2-1的发
展格局，经济结构和发展质效不断提升。

——抓好“旅游产业化”。十年来，平
武共引进旅游项目开发投资47亿元。全县
开工建设了白马王朗旅游度假区、平通漂
流等旅游项目，结合灾后重建完善了平通、
南坝、响岩、龙安场镇基础设施，旅游接待
能力不断增强。豆叩“禅茶小镇”开门迎客，
平南农旅小镇、平通森林康养小镇、报恩文
旅小镇、大报恩城蓝图绘就。每年举办“绿
茶文化节”“报恩文化节”“白马山寨歌会”
等10余个文化旅游节庆活动，活跃城乡文
旅气氛。全县旅游总收入从2007年3.63亿元、
接待人数47.1万人次增加到2017年33.35
亿元、接待人数370.56万人次，收入年均
增长27.9%，是震前的9.2倍。

——抓好“新型工业化”。平武把推进
“新型工业化”作为优化产业结构和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主要任务之一来抓，按照“提
升传统产业、做大优势产业、培育新型产
业”的思路发展，新型工业化水平不断提升。
河北—平武工业园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3.8亿元，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33户；
每年设立1000万元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支
持企业发展；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25.38亿元，同比增长18%；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效率达到50%；企业综合产销效率
保持在97％左右，同比增长4%；实现企业
主营业收入24.62亿元，利税总额4.06亿元。
2017 年全县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3.71 亿元，年均增长 12.3%，是震前的
3.27倍，是经济增长第一动力。

——抓好“农业特色化”。茶叶、核桃、
中药材、畜牧、中蜂、魔芋、蚕桑、蔬菜等生态
农业基地达到105万亩。农产品“三品一标”
认证产品119个，其中“平武核桃”“平武天
麻”“平武厚朴”“平武中蜂+”等获得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产品8个。“平武天麻”
通过国家GAP认证，“平武绿茶”成功注册
地理证明商标，“大山老槽蜜”获得清真食品
认证和欧盟认证，“平武中蜂+”融入一带一
路，平武县荣获“中国中蜂之乡”称号。已创
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示范县和有机农
产品认证示范县，正在创建全国生态原产
地产品保护区。2017 年完成农业增加值
8.38亿元，年均增长4.1%，是震前的1.69倍。

发 展

产业结构更加优化

——扶贫项目加快推进。累计投入
民生资金 4.48 亿元，完成 135 个民生工
程项目和 22 项民生实事，建成保障性住
房50套，改造旧房棚户区314户；实施秦
巴山区连片扶贫攻坚，完成 8 个片区扶
贫连片开发和 7 个贫困村整村推进项
目，实现减贫 3620 人；立足平武生态资
源优势，大力推进生态信息农业扶贫、旅
游扶贫、生态扶贫。白马王朗“景区带村”
旅游扶贫模式，被定义为“四川文旅产业
扶贫新样本”。在 73 个贫困村推广“平武
中蜂+蜜源经济”生态立体循环套餐产
业，被评为“全国蜂业扶贫试点示范县”；
大力实施“平武中蜂+毛叶山桐子”产业

扶贫项目，完成12000亩栽植任务。
——扶贫基金广泛建立。建立教育

扶贫基金、卫生救助扶贫基金，扶贫小额
信贷分险基金、贫困村产业扶持基金。实现
县内住院贫困病人报销比例达到90%以
上。贫困群众新农合参合率达 100%，贫

困家庭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
100%。低保实现应保尽保。特困人员供
养、临时生活救助等 8 项基本救助制度
得到全面落实。整合涉农项目资金、筹集
贫困村道路建设资金，深入开展“百企帮
百村”活动。

担 当

脱贫攻坚温暖民心

——县城品质不断优化。“一心、
一廊、四集群”的新型城镇化格局初步
形成。立足“千年古龙州·华夏报恩城”
定位，县城面积由 1.2 平方公里扩大到
3.24 平方公里。城市绿化率达 40.0%，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8.05 平方米，水
岸林木绿化率达到 90.0%，城市形象、
人居环境进一步得到了提升和改善。
成功创建省级文明示范城市、省级历
史文化名城、省级卫生县城、省级环境
优美示范县城。

——城乡面貌显著改善。集中打造
龙安、平通、响岩、南坝、白马等特色旅游
集镇，城乡一体化进程逐步优化；奋力推
动“龙古同城”，古城镇、南坝镇入选全国
重点镇，城镇化率由 16％提高到 28％；

上游村、亚者造祖村、民族村入选国家级
传统村落；成功创新建立清漪江、火溪
河、老河沟 3 个幸福美丽新村综合实验
区，生态村 114 个，生态家园 3310 户，幸
福美丽新村123个。

——基础设施全面加强。九绵高速
（平武段）全面进场施工，广平高速控
制性工程启动建设；全县公路总里程

达到 1594 公里，投资 1.4 亿元完成九环
东线道路改造提升；“二高二横三纵两
环”的交通骨架和通达村社的毛细血
管路网初见雏形；积极推进“四好农村
路”建设，全县完成农村地区新建通村
水泥路 100 公里，解决 35000 人行路难
问题；新建供水工程237处，解决11560人
的饮水安全问题等。

建 设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民生保障水平提升。震后全县 248 个村级
活动室，170个农家书屋、55所学校、259个县乡村医
疗卫生院所、176 个水利项目、17 座客运站、27 所医
院、8所敬老院和1所社会福利院全部建成投入使用；
就业形势良好，2017 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1009 人，
占计划100.9%；实现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182人，占
计划 101.0%；实现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86 人，占计划
107.5%等；全县社会保障逐步完善，2017 年底城乡
居民参保8.6万人,占计划101.0%等。

——民族地区和谐稳定。大力推动民族乡镇经
济社会发展，连续被省政府授予“四川省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集体”称号；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虎
牙藏族乡上游村、龙安镇清真寺荣获“第三批全省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称号。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统筹城乡师资配置，校
长教师轮岗交流制度进一步优化。平武中学“南山
班”和平武职中特色化教学彰显成效。“健康平武”建
设，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逐年攀升，巩固“全国
农村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成果。有序推进“省级食
品安全示范县”创建，全国首批、四川唯一县级区域
性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建成投运，推动公共文化
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数字化建设，公共文化服务覆
盖面不断扩大。

造 福

民生改善和谐幸福

——大力推行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平武县积极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建立健全生态文
明建设考核办法，推行“绿色学校”“绿色饭店”“绿色
社区”等示范建设，加快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方
式向绿色化转变，努力形成生态文明建设浓厚氛围。
2014年，平武被列为57个全省山区生态功能县之一。
市委、市政府提出，坚持“生态立县、低碳发展”发展思
路，落实我市建设西部经济文化生态强市发展战略。

——深入开展生态创建。大力实施林业“天然林
保护、退耕还林、植树造林”三大工程，全县累计完成
造林绿化13.54万亩，巩固退耕还林成果12.3万亩，累
计完成义务植树约 138 万株，完成营造林 2.2 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74.28%，连续29年未发生重特大森林
火灾。有序推动大熊猫公园体制试点工作，57%的县域
面积纳入保护范围，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稳居全国
区县第一；深入实施“减排、压煤、抑尘、治车、控秸”
五大工程，严格执行“河长制”“警长制”。城市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成立县乡两级环保警务
室，环境监管实现全覆盖。

——生态环境持续优良。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为100%，国控断面水质达到并优于地表水Ⅰ类水域
标准，全年空气质量优良350天以上；县境内有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2 个，其他保护地 3 个，森林覆盖率
74.28%；据全国野生大熊猫四调结果显示，平武野生
大熊猫335只，数量、面积、密度均为全省第一，数量
蝉联全国第一，被誉为“熊猫故乡”“天下大熊猫第一
县”；力争 2018 年建成省级生态县，到 2021 年建成

“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和“美丽中国示范区”。

生 态

绿色发展家园美丽

滔滔涪江千里行，铭记无疆
援建情。

十年来，18.6万平武各族人民
砥砺前行，用勤劳去诠释举旗帜、颂
党恩、展奇迹的生动实践，用真情去
礼赞建家园、绘蓝图、向未来的宏大
志愿。

十年来，平武全县干群深入实施
“生态立县、旅游兴县、工业强县、依
法治县、和谐发展”五大发展战略，
突出抓好脱贫奔康、全域旅游、交通
大会战“三大要务”和脱贫攻坚、旅
游攻坚、交通攻坚、城建攻坚、工业
攻坚、农业攻坚“六大攻坚”，在全市
率先走出了一条极具平武山区特色
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构建
了以生态旅游为战略支柱、低碳工
业为主要支撑、特色农业为重要基
础的绿色低碳产业结构，实现了生
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

如今，平武正拿出“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气魄，决战全面脱贫、决胜
全面小康，奋力推进全省旅游生态
强县建设，书写畅通活力幸福美丽
平武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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