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
北川因大爱而重生。”如今的绵阳
市北川县，安全、宜居、宜业、宜
游。它拥有全世界唯一整体原址
原貌保护的地震遗址——北川老
县城；唯一异址重建的美丽家园
——北川新县城。北川1/3面积
被纳入了大熊猫国家公园，有一个
5A、4个4A级景区，2020年成功创
建全省第二批天府旅游名县。

对于未来，北川早已锚定了
目标：通过5年努力，形成营商环
境好、创新能力强、区域格局优、
生态环境美、开放活力足、幸福指
数高的发展新局面，西部通航产
业高地和民族生态强县建设基本
建成，大美羌城、生态强县、繁荣
北川全面建成。

说成绩
县域经济稳步增长

河面上摇摇欲坠的索桥，街
市上衣衫褴褛的行人，古道上神
情悲苦的脚夫，山坡上贫瘠稀疏
的庄稼……100年前，英国人威
尔逊用镜头记录了群山深处的北
川，帧帧照片都诉说着四个字：贫
穷落后。100年后的今天，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川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富裕代替了贫
穷，健康代替了疾苦，欢歌代替了
悲叹。党的十八大以来，北川面
貌更是日新月异。

近年来，北川通过对新兴工
业的提标加速、精品农业的提质
扩面和现代服务业的提档升级，
确保县域经济连年保持平稳较快
增长，连续五年获评“全省县域经
济发展先进县”，连续六年获评

“全省农民增收先进县”。
2016年至2019年，北川地区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64%，2019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3.88亿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3万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到32221元、14485元，年均分别
增长9%、10.7%。2020年，北川
经济发展依然取得了不俗成绩：
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达79.11亿元，

比上年增长4.3%，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34348元，增长6.6%；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811
元，增长9.2%。

谈发展
不断拓展县域经济发展空间

锚定目标，如何绘就蓝图？
“十四五”期间，北川将大力发展
通航制造、应急产业、数字经济等

“两新”产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做强现代服务业，有效拓展县域
经济发展空间。加强各区域之间
的对接协同，着力打造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的发展共同体；有序推
进特色小镇建设；加快推进城乡
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建设强
力推进。

北川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目前北川正围绕生态立县、文旅
兴县、工业富县、城乡融合的发展
思路，以产业倍增发展、交通设施
建设、城镇建设提升、美丽乡村建
设和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五大攻
坚行动’为抓手，大力推动发展再
上新台阶。

杨檎 邓军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姚茂强周洪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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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施“六大工程”
梓潼绘就绵阳“后花园”

100

看今朝
绵阳“后花园”新风扑面

梓潼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北
部，地处“古代陆路交通的活化
石”——金牛古蜀道上，自古有

“五谷皆宜之乡，林蚕丰茂之里”
和“蜀道明珠“之美誉。境内众多
自然与人文资源相互依存，共同
构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得益彰的
美丽画卷。

“北孔子，南文昌”。梓潼县
七曲山风景区是文昌祖庭，因“古
蜀道、古建筑、古文化、古柏”而享
誉天下。

近年来，梓潼县把握蜀道申
报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的有
利契机，主动融入“大蜀道”“大九
寨”旅游环线，积极加入古蜀道城
市联盟，联合剑阁、阆中共同推动
蜀道联合申遗，在景区规划、建
设、营销上试行“一票通”，全面整
合梳理历史文化遗存，打造以文
昌文化为支撑的文化探源旅游线
路和以中国“两弹城”为支撑的红
色教育旅游线路。

坐落于绵阳市梓潼县长卿山
西麓的“两弹城”，曾是中国原子
弹和氢弹的研制基地。2018年
11月，中国“两弹城”被列入第二
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录。近年来，
中国“两弹城”吸引了全国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前来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参观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
词，弘扬“两弹”精神。

旅游业是梓潼县经济的重要
支柱，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红色
文化，吸引无数游客来此参观。

这座人口不到38万的县城，地区
生产总值却高达138.34亿元。

忆往昔
曲折的历程孕育辉煌

新中国成立初期，梓潼县的
生产水平十分低下，经济非常落
后，人民生活极其困苦。全县人
民进行民主建政、土地改革，推动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经过3年艰
苦努力，梓潼县的经济迅速恢复，
地区生产总值由1949年的5337
万元增加到1952年的8269万元，
年均增长12.04%。

到1957年，梓潼县地区生产
总值达到11336万元，比1952年
增长37.1%，年均增长6.5%。农
业产值年均增长4.3%，工业产值

年均增长31%，第三产业年均增
长11.8%。产业结构由1952年的
87.7：3.4：8.9 演 变 为 79：9.7：
11.3。梓潼县的经济发生了可喜
的变化，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

1985年，梓潼县被四川省委
认定为贫困山区比照县。同年3
月，梓潼县委作出了《关于进一步
对外开放的决定》，并制定了对外
开放，兴办乡镇企业，转移农村剩
余劳动力等12条措施。进一步完
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着力改革农
产品流通体制，突破传统的农业
经济模式，开始实现产品农业向
商品农业的历史性转变。家庭承
包解放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大批
农村劳动力从农田中转移出来，
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当年全

县人均实现生产粮食1200斤，乡
镇企业总产值达9158万元，比
1982年增长14倍。

2018年，梓潼县深入实施”六
大工程”，加快建设四川丘区经济
强县和绵阳后花园。到2020年，
梓潼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8.94
亿元，同比增长 4.2%；第一产业
增加值增长5.5%；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5.2%；服务业增加值
增长4.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15.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增长 10%；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达54.53亿；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长5.9%；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7%。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姚茂强 周洪攀

一百个风雨春秋，一百年奋
斗不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紧随党的脚步，栉风沐

雨百年，百年沧海桑田，绵阳市梓
潼县已从贫穷落后的山区县发展
成为初步繁荣富强的小康县，正

昂首阔步迈向深入实施“六大工
程”，加快建设四川丘区经济强县
和绵阳后花园的新征程。

北川矢志不渝 羌山穷貌换富颜

小学生参观中国“两弹城”，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北川巴拿恰”是北川新县城标志性建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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