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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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小芹

“又有个大项目来绵阳了！”最近，随
着绵阳的“朋友圈”不断扩大，大家的微信
朋友圈被刷屏了。投资240亿元的惠科股
份有限公司第8.6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
器件生产线项目、投资202亿元的威马汽
车项目、投资166亿元的威马固态电池项
目在今年相继签约，落户绵阳。

一个个大项目揭开神秘面纱走进绵
阳，我市招商引资工作捷报频传。这些振
奋人心的喜讯，是全市上下凝心聚力、砥
砺奋进的“结晶”。

成功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5·12”特
大地震以来的十年间，我市坚持走出去引
进来发展战略，着力推进精准专业化招
商、搭建开放合作平台、构建对外开放大
通道，主动融入全省对外开放大局，以更
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在外资利用、对
外贸易、对外投资、对外经贸合作等方面
取得明显成效，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源源
不断地注入新动能。

推进精准专业化招商
重大项目纷至沓来

对外开放，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招
商引资。投资 465 亿元的京东方第 6 代
AMO·LED（柔性）生产线项目、投资 453
亿元的汉能移动能源产业园项目、投资30
亿元的华晨汽车整车项目等在近两年时

间里相继花落绵阳。这些大项目的落地，
为我市招商引资、对外开放添上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主动、科学、精准、专业……是我市招
商引资的“关键词”，也吸引一大批“高精
优”项目在绵“落地生根”。为精准化推进
招商引资，我市建立起“一把手”外出招商
制度，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率先垂范，各
县市区（园区）、市级部门整体联动，形成
了“众人划桨开大船、凝心聚力抓招商”的
强大合力。近三年来，我市新签约投资 5
亿元以上项目 272个；去年，全市国内省
外到位资金686.58亿元，居全省第二位。

在推进精准专业化招商的过程中，我
市围绕“招新引优、招大引强、招才引智”，
紧盯大企业、大集团和知名院所高校，引
进一批龙头企业、重大项目落地绵阳，并
围绕两个“一号工程”重点领域招商，通过
引龙头、带配套，补齐延长产业链，提高全
市产业聚集度，推动招商引资总量和质量

“双提升”。
招商引资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落

下去”。我市在推动重大项目签约落地的
同时，还致力于加快项目建设，实施重点
招商项目“绿卡服务”。如今，京东方项
目、汉能项目已拔地而起，华晨汽车、华
强主题园、360安全服务等项目也紧锣密
鼓地建设中。

十年来，全市国内省外到位资金全省
排名从第十到第七、第四，再到第二，捍卫
了“川B”地位，打赢了一场“翻身仗”。

搭建开放合作平台
全球目光聚焦科技城

搭建好开放合作平台，才能聚集关注
“目光”，加速释放发展活力。

五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
三届中国（四川）电子商务发展峰会……我
市举办的一场场专题招商和投资促进活
动，充分发挥对外开放平台作用，拓宽对
外交流合作渠道，深化国际科技、经贸、文
化交流合作，吸引了全球客商的“目光”。

以经开区、高新区等开发区为载体，
我市加强外向型产业园区建设，鼓励支持
和建设园区基础设施，拓展园区载体平台
功能，并加快中德（绵阳）创新产业合作平
台、欧盟创新中心等国别园区和综合保税
区建设，打造科技城对外开放“桥头堡”。

十年来，我市先后与 35个国家和地
区的 100余家经贸促进机构和商协会建
立了合作关系，接待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代表团、捷克政府代表团等国际经贸促进
机构来访团组 67个，组织 4053家企业参
加境内外各类经贸活动400余场；先后在
国外举办20余场引资、引智、投资推广活
动。截至2017年底，全市外商投资企业达
109家，累计总投资24.5亿美元。

如今，依托绵阳搭建起来的开放合作
平台，世界 500强、国内 500强、知名企业
纷纷聚焦绵阳，为塑造全省发展格局中的

“绵阳经济版图”提供了有力支撑。

构建对外开放大通道
推动“绵阳造”走出去

作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接合
部及连接线上的重要支点城市，绵阳被评
为“‘一带一路’最具活力城市”。

积极构建对外合作高端平台，主动融入
“一带一路”，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123
三年行动计划”，支持长虹、九洲等骨干企业
走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资源和价值链
整合。目前，绵阳市“企业进出口联盟”成立，
锁定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优势行业，推动

“绵阳造”产品和重点项目“走出去”。
通过大力培育企业主体队伍、不断强

化服务、带领企业深度开发国际市场，对外
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外贸进出口结构逐步
优化，主要出口市场扩大到136个国家和
地区。截至去年底，全市有进出口实绩企业
216户，实现进出口总额16.98亿美元。

软环境不断优化，硬环境须跟上步
伐。为畅通对外开放通道，我市着力推动
航空口岸开放，加快绵阳铁路口岸、安州
区雎水铁路货站、“中国科技城（绵阳）科
技物流园”建设，强化与天府国际机场、国
际空港新城、成都青白江铁路口岸和泸州
水运口岸的有效衔接。

南来北往的投资客，源源不断的资金
流，稳步扩大的“朋友圈”……绵阳正以更
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扩大开放合作，不断释
放创新发展活力。

扩大开放合作 经济发展添动力
——震后10年绵阳扎实推进对外开放合作

□ 讲述：高思发（北川中国
心志愿者团队发起者之一）

□记录：记者 李春梅

“5·12”大地震发生时，我正
在西藏。尽管家人在电话里给我
报了平安，但从电视里看到灾区
的情况，我还是无法心安，应该回
家乡做点什么。第三天，我踏上了
回家乡的路。想到自己在困难的
时候得到过别人的帮助，在火车
上我与另外 3人决定成立一个志
愿服务组织，并拟定了“四川抗震
救灾志愿者QQ群先遣队北川联
络部”，这就是北川中国心志愿者
团队最初的雏形。

2008年 5月 26日，我们首批
17 名队员在北川漩坪乡安置点
展开志愿服务。看到帐篷里的孩
子们由于大人们忙碌而没有人照
顾他们时，我萌生了个想法：“能
否办个帐篷学校，让孩子们既能
安全玩耍，又可以学习？”6月，我
和志愿者在任家坪建立帐篷学
校，并正式成立了“北川中国心志
愿者团队”（以下简称“中国心”）。

“中国心”的助学之路从此拉开。
十年间，全国有近 2000余名

志愿者加入到北川“中国心”助学
项目，直接受助孩子超过 1000人
次，很多受过资助的孩子，长大以
后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又回到志愿
者团队成为志愿者。

2010 年，我们为北川 200 多
人次孩子寻找资助人变得越来越
艰难，因为没有资源，也缺乏专
业，我当时甚至产生了放弃的念
头，我把团队托付给副领队刘剑
峰，自己跑回西藏考察市场，青海
玉树地震发生后，想到灾区急需
志愿者，我又带着团队赶去玉树
参加抗震救灾，那时我知道，我再

也不是一个生意人了，而是一名
志愿者，后来，我又到过很多地方
参加志愿服务，我发现那里的志
愿者很多跟我一样，从一无所知
开始做起，这坚定了我将公益做
下去的决心。

这些年我咬着牙坚持过来，
“中国心”就像一棵小树慢慢吐
芽、抽枝、散叶，如今，“中国心”分
为北川羌魂文化传播中心(专注
农村社区发展)、大鱼公益(专注助
学项目)、原点公益(专注防灾减灾
和儿童服务)三个部分。

“利他、利己”，十年公益之
路，这是我最深刻的体会。因为
做公益，我得到了妻子的支持，
也影响了两个儿子。他们跟着我
做公益，做公益不仅改变了我和
我的家人，也改变了“中国心”的
成员。我们的 副领队刘剑峰是重
庆人，后来他在北川买房，团队
最早的工作人员格格是山东人，
也在北川安家……“中国心”现
有 29名全职工作人员，80%是北
川本地人。

扎根北川，如今，我们的团队
更加关注农村社区发展，我们争
取到资金，在陈家坝镇修桥、在马
槽乡修路、在各个村庄搞羌历年
晚会……今年，我们新上了“妈妈
农场”这个项目，只想带着贫困家
庭的妈妈们早点将农场做起来，
实现企业化运转，由输血变为造
血，为国家提出的“乡村振兴”出
一份力。

地震前，对于公益，我只是个
门外汉。从地震之初单纯地参加
抗震救灾，到灾后重建一心为北
川深山贫困儿童助学，再到今天
有分工合作的明确组织，“中国
心”在成长，我也经历了激情、困
惑、放弃、回归、坚持的内心煎熬。
十年摸索，曾经辗转往复，十年之
后，我找到了方向，且初心不变，
那就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将公益
一直做下去。

带着感恩的心
将公益一直做下去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讲
述留守儿童足球队通过足球训练
和比赛，逐渐走出灾难阴霾的电
影《破门》日前登陆院线。主创团
队近日表示，体育如同一缕阳光，
照亮了孩子们未来的生活。

导演徐耿在讲述背后故事的
时候说：“以地震灾害为背景拍摄
电影，通过刻画一名普通体育教
师的形象，描写一群爱踢球的留
守儿童，就是为了展现更多灾难
中的普通人的心路历程，以及体
育的精神作用。”

影片改编自四川省绵阳市
安州区迎新乡小学足球队的真
实经历，而这支足球队的发起者
和教练员马顺洗就以原型身份
出演了影片。

马顺洗早年来到这个大山深
处的乡村，成为这里小学体育教
育的拓荒者。在他的精心培育下，
越来越多的孩子喜欢上了足球运
动。2008年 5月 12日，一场地震，
人们的生活骤然巨变。马顺洗以
足球的方式带领学生们重建对生
活的信心。

2017 年全国青少年室内五
人制足球精英挑战赛精英组U12
比赛中，迎新乡小学足球队夺得
全国亚军。回想起那一刻，马顺洗
依旧心绪难平。他说：“我们比赛
归来，当地的餐馆自发给我们办

了一场‘流水席’，很多家长手捧
鲜花欢迎我们凯旋，这些‘超规格’
的接待让我和小队员们非常激
动。”当时，马顺洗要求小队员们
先向父母表示感谢。他认为，足球
教育的核心绝对不仅是输赢，更
重要的是带着感恩的心去生活。

地震灾区留守儿童足球队夺
得全国亚军的消息立刻打动了资
深编剧许波，成为《破门》的灵感
来源。许波表示，自己早年间有过
四川支教的经历，这更让她觉得，
基层体育教育的现状，迫切地需
要用影视作品来展现给更多人。

制片人刘乃艺坦言，市场回报
的压力固然存在，但这种故事题材

“对我来讲远胜于商业大片”。
历时七个月的拍摄制作和宣

传推广，主创团队克服了诸多困
难。许波说，由于在冬季拍摄，经
历了四川最为湿冷的季节；拍摄
环境的艰苦，群众演员的流动性，
都给拍摄增加了不少挑战；影片
的最终呈现虽有遗憾，但已经足
以令他们感到自豪。

刘乃艺说：“影片中，本色出
演的非专业演员们给了我很大
的惊喜。他们的真情实感，配以
略显稚嫩的演技，让我们能够更
加深入地去缅怀逝去和感恩现
在，去更深入地探究体育对于生
命的意义。”

讲述《破门》背后的故事：

体育如阳光
为灾区孩子照亮前方

电影《破门》剧照

我这 年

□岳耀文 本报记者苏东华 文/图

5月 10日至 13日，海军军医大学附
属长征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市第
一医院的 13名医疗专家重返江油，并开
展义诊活动（如图），让江油群众就近享受
到上海、南京医疗队的优质医疗服务。

医疗专家回来了
获救伤员专程赶来说谢谢

5月10日，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
院的5名医疗专家到江油后，冒雨赶到重
华镇五一村三组地震时他们救治的老人李
平生、赵小明家，进行回访看望慰问，再次
见到恩人老人热泪盈眶,不停地说谢谢。

5月11日，回访医疗专家在江油市人
民医院开展义诊活动，不少群众闻讯赶
来，每位医疗专家的诊疗台前排起了长
龙，看片子、问病情、查患处、研病历……
专家们认真接待每位前来咨询与就诊的
群众。短短两个小时，5位专家共为近600
名患者进行了义诊服务。

5月12日，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市
第一医院8名医疗专家重返江油，在江油
市人民医院进行义诊，很多群众一大早就
来排队，原定一个半小时的义诊3小时都
未能结束。“你颈椎不好，枕头不能枕高，枕

头放的位置尽量偏向脖颈。”面对患者的咨
询，医疗专家给出了科学的建议，生怕患者
听不懂自己说的话，就用笔形象地在纸上
勾勒出一张图，根据床长与身高，比划出枕
头应该放的位置，头部应该枕的位置。

“我专门坐车到这里，只想到现场跟
当年救治我的医生说一声谢谢。”江油市
民陈文华说，特大地震发生后，他的左脚
严重受伤，要不是救援医疗队及时医治，
左脚伤情不可能痊愈。

真心实意传帮带
江油医院医护能力大提升

“5·12”地震发生后，海军军医大学
附属长征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
市第一医院的专家携带必要的急需药
品、医用器械，不到 36 个小时，从上海、
南京火速赶到江油。到达后，医疗队马上
争分夺秒投入紧张的抢救伤病员鏖战
中，同江油百姓心手相连，与江油医护人
员并肩作战，与时间赛跑，救治了一位又
一位伤病员。

因地震牵手，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
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市第一医院
的医疗专家与江油医护人员结下了患难
深情，并成为定点指导医院。救援结束后，
上海、南京的两家医院又邀请江油人民医

院的医护人员前去学习进修，真心实意传
帮带，为江油人民医院医护能力提升做出
了重要贡献。十年间，江油人民医院先后
派出40多名医生到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
征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市第一医
院进修。江油人民医院的医生高鹏是
2009年3月第一批前往南京进修的，回来
后成立了“疼痛康复医学科”，为很多患者
解除了病痛。

上海南京两地医疗队重返江油——

真情义诊，延续十年牵挂……

图
说

2009年7月16日开工建设，2010年4月30日竣工通车的辽安路，全长30.004公里，总投资4.1亿元，是辽宁援建安州单体投资额最大的项目。是安州路
网规划东西向主骨架及主要快速干道，沿线经过花荄、界牌、兴仁、乐兴、塔水、秀水六个乡镇，惠及沿线25万群众。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安州城区半小时车程
可达四分之三的乡镇，一小时可达所有乡镇，与先期竣工的辽宁大道、成青路一同构成了安州区全新的“金三角”交通枢纽。 （视觉绵阳王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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