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速发展
城镇容貌日新月异

2008 年，达州市先后投入援建资金 2727 万
元，建设包括关帝新村、达州大道、魏城镇第一敬
老院在内的13个项目。2009年—2013年，魏城先
后成功引进 4 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总投资 1.2 亿
元建成滨江佳苑、红苹果新城等住宅小区，开创
了游仙区远郊房地产业先河。2015年，随着春华
市场、污水处理厂、垃圾压缩站、统建房等一批民
生工程落地魏城，魏城镇城镇化建设高潮迭起。
2016 年，占地 14000 平方米，投资近 2 亿元的“香
水湾”CBD 开工建设，建成后将成为游仙区首个
高层住宅和商业贸易于一体的综合体，将彻底打
破魏城无高档住宅小区、无高档购物商场的历
史。2017年，由中央专项资金投入4500万元建设
的区人民医院外科大楼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建设
完毕，今年年底就能正式投入使用；投资1900万
元的公交枢纽站建设如火如荼，预计今年6月就

能正式投入使用，建成后将有效缓解魏城周边8
个乡镇出行难的问题。

十年来，全镇城镇面积由不足2平方公里发
展到如今的2.3平方公里；城镇常住人口达到2万
余人，是十年前的1.5倍；近五年来，全镇累计投入
资金3亿元以上，完成建筑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

此外，在大力进行城镇扩容的同时，魏城镇
还大力开展城镇风貌提升工作。完成街道硬化、
黑化、亮化工作；完成休闲健身广场等公共场所
建设，城镇绿化面积日益攀升；敬老院、医院外科
大楼、公交枢纽站等民生工程相继投入使用，居
民生活质量也因日益完善的城市配套设施而不
断提高。

产业升级
农民致富笑逐颜开

对耕地面积 2593 公顷，农业人口占总人
口数 50%的魏城镇来说，农业仍然是全镇发
展的命脉。

十年来，伴随着城镇面貌的日新月异，魏城
“三农”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 2008 年开始，魏城镇采用“政府投资+群
众集资+社会捐助”的模式启动乡村道路建设工
程。截至目前，全镇26个村（社）和90%以上的社
全部打通360余公里的水泥道路，解决老百姓出
行难问题。

农村致富不能单纯的依靠种植传统农作物，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农业才是致富之道。十
年来，全镇坚持走“一村一品”的发展路子。十年
间，建成 5000 亩的现代有机农业循环产业示范
园1处、现代田园综合体2处、“十里梅廊”梅花观
赏林 1000 亩、“枫清湾”红叶观赏林 500 亩，打造
出“佳昊葡萄”“荣发大枣”等一系列绵阳知名品
牌。目前，全镇辖区24个村近半数实现了土地结
构调整。

结构调整为群众增收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
果，农民人均收入按 8.6%递增。“自从产业结构
调整以后，我们家的一亩六分地全部种上了荣发
大枣，一年下来轻轻松松就能赚上五六万，人均
收入是十年前的 5 倍还多。”家住荣发村的曹老

汉乐呵呵的算了一笔账。
2008 年，魏城镇农业总产值仅 2.3 亿元，农

民人均收入6830元。2017年，全镇农业总产值达
到4.8亿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6300元。

因势利导
工业发展实现新突破

十年里，魏城镇党委政府一直不断探索如何
进一步壮大全镇工业经济总量，把工业发展作为
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

如何破题？魏城镇党委采取“走出去+引进
来”的招商模式，将魏城的资源“带出去”，将人才
和项目“引进来”。建立完善重大项目招引统筹机
制，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招商理念，优化
招商环境，突出产业链招商、产业集群招商，保持
重大项目招引的优良态势。

仅 2017 年，全镇实现招商引资项目 8 个，协
议引资 30 亿，到位资金 4.5 亿。发展电商应用企
业 3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8 家、规模以上企业 2

家，京东游仙馆上线企业3家。目前，魏城镇有规
上企业3家，实现工业总产值1.2亿元。其中衣丽
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占整个西南
片区份额 50%以上。2017 年全镇工业总产值
1.802亿元，比2008年增加2.5倍。

在魏城，越来越多的企业正被这里的优势区
位条件和完善服务机制吸引驻足。因势利导，魏
城镇工业园被提上发展日程，目前，《绵阳市游仙
区魏城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已经完成初审，
等待市规委会审定，魏城工业园基础设施建设
PPP项目已经进入采购阶段，珠海宸化环保和中
合农发两家企业已经进入供地阶段。

城乡统筹
“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街道真干净，没有想到城镇也有绿化了、建
起了高楼。”在广州工作多年的胡辉回到魏城。他
说，魏城的城镇变化太快了，为此，他还和家人商
量，决定回乡创业。

胡辉的感受成为全体魏城人民的共识。“金
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背后折射出魏城镇
10年跨越式发展和着力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的
施政所向。

10 年来，在魏城的发展进程中，一直以突出
民生工程为中心，建成廉租房、统建房、灾后重建
危房改造等 5327 套。灾后重建中，在达州、澳门
等地的援建下，建起了魏城镇初级中学，迁建了
魏城小学和7所幼儿园，极大改善了全镇子女就
学条件和质量。

“魏城震后10年的发展，可以说是一部与时
俱进、开拓创新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不畏困难、顽
强拼搏的实干史，更是一部不惧强手，勇争一流
的争先史。”回顾震后 10 年的发展历程，魏城镇
党委书记张剑总结说。

在未来的 5 年，魏城镇将紧紧围绕“工业强
镇、农业大镇、商贸重镇、文化名镇、宜居城镇”发
展定位，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
土地向适度规模集中的新型化城镇模式。预计到
2023 年，魏城镇中心城镇将建成 3 平方公里，城
镇人口达到3万余人。

游仙区魏城镇游仙区魏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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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走进魏城镇，到
处一片活力四射的场景：场镇
上，投资近 2亿元的“香水湾”城
市综合体正在紧张施工，建成
后将彻底打破魏城镇无高档住
宅小区、高档购物商场的历史；
乡村里，白墙灰瓦的农家小楼
次第坐落，房前屋后道路整洁，
花团锦簇。

十年前，作为“5·12”地震中
游仙受灾最重的乡镇：全镇因灾
经济损失17.1亿元。

十年后，魏城图景巨变：
2017年全镇实现镇域生产总值
14.192亿元，比 2008年增长 2倍
多；实现固定资产投资5.7亿元，
比2008年增长近3倍；旅游经营
收入1.36亿元，比2008年增长近
4倍，全镇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健
康快速发展势态。

翻开 2008年到 2018年的发
展史，看到的是4.63万人民群众
用勤劳和智慧铸就的一部波澜
壮阔的奋斗史。

□赵宇 陈霄本报记者杜畅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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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上好房子
过上好日子

社会堰村居民集中点，村支部书记张龙友微
眯着眼打量着一幢幢整齐的居民“小别墅”。不远
处，缀满果实的葡萄绿得似乎在流淌。“短短十年时
间，村子发展至少提前了30年。”这句话，张龙友已
经不记得说了多少次。面对村子的飞速发展，至今
他都还有些神思恍惚：咋个变化就这么快呢？

社会堰村共有八个合作社，1236 口人。地震
前，全村土坯房占60%以上；地震中，房屋全部受
损。“村子里没有啥致富项目，大家主要靠外出打
工挣钱。”张龙友感叹说，房屋倒塌对于这个贫困

村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70 多岁的邓素清老人谈起地震的

情形，仍然心有余悸，看到住了半辈子
的房子成了危房，老人“心都凉了。”一

年后，统一规划的新居落成，25户人家搬进了近
300平方米的小别墅。邓素清和老伴也住进了临
近大道的新房子里。走进老人的二层小楼，80多
平方米的客厅内，布艺沙发、数字电视、大衣柜一
应俱全，样式全是时下最新式的，就连地板砖都
是最流行的色彩和款式。

“房子敞亮，打开门就是青山，空气质量好得
很。”老人笑呵呵地说，“出门有水泥路，不像以
前，下雨一身泥，晴天一身灰。”邓素清老人说，房
屋面积宽，两个人住着显得很宽绰，老伴就把房
屋装修后还剩下的钱拿出来开起了小卖部。生意
好的时候，一天营业额能够达到300多元。

在居民集中居住区，除了水泥路通到家门
口，卫生室、留守儿童之家、日间照料中心等基础
设施一应俱全。“一到晚上，村民们就到村委会广
场上跳坝坝舞，锻炼身体，聊聊家常，热闹得很。”
邓素清老人说，现在日子越过越好，老百姓都追
求精神上的富裕了。

致富产业旺
脱贫有希望

就在二十多天前，新鲁镇芍药花节在该镇千
子门村“情花岭”举行，分布在沟谷山岭间的1100亩
芍药花尽情绽放，粉红、大红、淡白的花瓣在高低
起伏的碧绿间迎风摇曳，五彩缤纷，姿态万千，吸
引了万余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往观赏。

而对千子门的村支书赵成金来说，小山村里
的这处处美景却寄托着他和村民们致富奔小康的
美好愿景――村里的贫困户不但可以通过流转土
地挣租金，还能入园打工挣薪金，甚至能入股分红。

“别看现在这么漂亮，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
荒坡地呢。”老党员赵福松介绍，十年前，特别是

“5·12”地震后，村里基础设施损毁严重，许多农
户外出务工，土地撂荒严重，农业产业停滞不前，
一度成了村两委班子成员在外人面前难以言说
的“疤痕”。

赵福松说，随着灾后重建的强力推进，村社
道路、沟渠塘堰等基础设施都建设好了，农民也

都住上了好房子，但就是农业产业还是一个空
白。如何让村民在致富奔康道路上不掉队，村子在
乡村振兴道路上不脱节？村两委班子认真讨论，认
为只有从解决农业发展这个根本问题着手。2015年，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村支书赵成金带
领村两委班子成员多方奔走、实地考察，通过广征
意见、科学论证，决定引进芍药种植。

“我们这里属于丘陵地貌，适宜种植芍药。”
赵成金说，村两委成立“兴茂中药材种植专业合
作社”，实行“支部+合作社+农户+集体经济”模
式，探索出“811”的利益分配机制（即合作社占
80%，入股农户占 10%，村集体占 10%），在持续
保证合作社、农户收入的同时壮大发展村集体经
济，逐步走出了一条新型经营主体、入股农户、集
体经济三方共赢的路子。

“这个芍药花就是致富花哦，我一亩多地收
入不下这个数。”因残致贫的61岁老人赵福根举
着两根手指头乐呵呵地说，“两万多元呢！”除了
土地“入股收益”，老人还在合作社基地务工挣
钱，一年下来有三四千元收入。

“和十年前相比，村民的收入增长了十多倍。
如今像赵福根这样的贫困户有 29 户，在芍药产
业的带动下，明年将全部脱贫。”赵成金说，下一
步，村支部将充分利用芍药产业，做好“药经济”
的同时，打好“花经济”这张牌，走出农旅结合发
展新路子。

苗圃育新苗
感恩逐梦行

伴随着琅琅书声，新鲁镇星岛苗圃希望中学
的孩子们正在老师的谆谆教诲下，放飞自己的梦
想。这个校舍面积达7318平方米的学校，按照抗
震 8 度设防，实行质量终身负责制，是真正意义
上的“抗震工程”。

“每个教室都配备了空调、电子白板等教学
设施，还开设了实验室、劳技室、音乐室、心理健
康辅导室等特色功能部室，过去想都不敢想。”经
历学校重建历程的吴军老师说，相比原来的教学
条件，借助重建学校建设至少提速20多年。

据了解，地震中，新鲁初中10 栋校舍全部损
坏，直接经济损失669.8万元。地震后，学校在原址
上重建，重建建筑面积6946平方米，图书及设备
购置总投资135.82万元，建筑工程总造价的40%来
自中央重建基金，60%来自香港星岛苗圃行动慈

善组织的援建。重建后的学校地势平坦，依山傍
水，景色优美；分区明确，功能齐全，布局合理。

“大地在颤抖，噩梦突然袭来，家园变成废墟，
无数生命被掩埋。是你把生死置之度外，告诉我不
要放弃，人间有大爱……”《四川欢迎你》《感恩的
心》《爱是心的桥》《四川依然美丽》《我祝愿》等一
首首感人奋进的歌曲唱出了莘莘学子的心声，既
有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也有对援建亲人的感恩。

该校教导处主任赵承金介绍，为了教育孩子
们心怀感恩之情，学校一直把感恩文化作为学校品
牌文化打造。十年来，学校素质教育考核连年获县
一等奖，“我们要让学生铭记，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离不开党、离不开那些无私援助我们的亲人！”

看病更方便
用药更安全

灾后重建对于社会堰村村医张兴贵来说，最
高兴的事情，就是再也不用翻山越岭为病人而出
急诊了，“自从有了村卫生室，大家居住又比较集
中，步行到村卫生室也就十来分钟，群众看病方
便，我也不用东奔西跑了。”

张兴贵介绍说，村卫生室建起来以后，基本
药物配置齐全，而且价格低廉实惠。看病、用药都
是安全、规范管理，谁有个头疼脑热，走两步路，
就能到村卫生室，随治随走。得了实在看不了的
疑难杂症也不用担心，村卫生室会帮忙转到镇中
心卫生院或县医院。“全镇像我们村这样的卫生
室共有 21 个，资阳市不但为我们援建了基础设
施，还为每一个卫生室配备了 5000 元的医疗设
施。”对于亲人的无私援助，张兴贵至今谈起来，
都充满了无限感激。

在该镇中心卫生院，正在报账的一位老人告
诉记者，加入新农合后，住院看病可以报销，省了
很大一笔钱。2010年7月竣工的新鲁镇中心卫生
院得益于资阳援建。据了解，资阳市为该院购买
了 25 万元的医疗设备，极大地改善了医疗环境
和条件，提高了医疗质量。门诊病人较重建前增
加了一万余人次，全面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后，年
门诊近4万人次。

重建方便了患者，改善了患者看病难的问
题。同时，该院自强素质，外树形象，通过提升服
务质量和服务水平，规范了接种门诊、腹泻门诊、
发热门诊，提高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了
广大患者的好评。

三台县新鲁镇——

住上好房子 过上好日子
平整的乡村水泥路连接着田

间阡陌，一座座小楼房掩映在青
山绿树中，郁郁葱葱的葡萄园里，
农民正在修剪岔枝；结满果实的
芍药基地中，清除杂草的农民笑
声欢畅。

走进五月的三台县新鲁
镇，幸福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很
难想象，十年前，这里满目疮痍，
瓦砾废墟随处可见。在“5·12”地
震中，三台县新鲁镇有 2354户
农房受损，大小牲畜死亡逾千，交
通、水利、学校等公共设施惨遭重
创，直接经济损失2.49亿元。

砥砺奋进，十年间，三台县
新鲁镇不仅完美实现了让受灾
群众“住上新房子、过上好日
子”的庄严承诺，更实现了经济
社会发展的华丽转身。

□刘玉明 唐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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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正在芍药基地拍影留念游客正在芍药基地拍影留念（（刘玉明刘玉明摄摄））

村民聚居点村民聚居点 （（张太海张太海 摄摄））

本报地址:绵阳市经开区群文路 邮编:621000 广告许可证:001号 广告部:（0816）2263777 2264777 发行部:2260906 电子信箱：scmyrb@126.com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绵阳市欣文印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