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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字志书再现伟大抗震救灾精神
壮丽史诗 伟大飞跃
四川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展览

粮食产量稳定增长

新中国成立前，四川粮食亩产水平
低，人民一直处在缺粮甚至饥饿的边
缘。1949 年，四川粮食总产量 1090.8
万吨，粮食单产水平仅 107.8 公斤/
亩。随着全国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和化
肥事业快速发展，粮食产量稳步提高，
特别是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四川农村率先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到1980
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增加到 2599.7 万
吨；由于粮食播种面积保持稳定，技术
进步推动单产水平的不断提高，到
2020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3527.4万
吨，是 1949 年的 3.2 倍，粮食单产水平
达到372.5公斤/亩，确保了饭碗始终端
在自己手上。

工业兴省铸就辉煌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区域经
济发展主导力量。新中国成立初期，四
川工业增加值仅2.5亿元，仅能生产白
糖、白纸、白布、盐等，“吃、穿、用”等简
单工业品总产值占全省工业的八成。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五”“二五”和

“三线建设”，到 1978 年四川初步建立

了以机械、食品制造、纺织皮革、化学和
冶金为主的工业体系，实现工业增加值
59.4亿元。

改革开放后，四川持续优化工业结
构，不断调整发展重点，1997年工业增
加值超过千亿元，2013 年迈过万亿大
关。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
川提出构建“5+1”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工
业高质量发展，2020年全省工业增加值
达到1.3万亿元，五大现代产业主营业
务收入达到3.7万亿元，电子信息产业
已超万亿，装备制造、食品饮料、先进材
料、能源化工产业也正向万亿级迈进。

消费丰富生活改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质资源极度匮
乏，衣服的布料大多是粗棉布与麻布，
颜色也较为单调，四川人民的穿着可以
用四个字形容——“土、粗、破、补”。改
革开放之后，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和纺
织产品供应增加，服装流行开始加快，
穿着成为个人魅力的体现，“一衣多季”
变成“一季多衣”，并由单纯的保暖需求
向舒适、时尚转变。2019年，四川居民
人均衣着支出达到1213元，是1980年
的40倍以上。

住房大起来。新中国成立初期，四
川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仅 3.6 平方
米，到 1978 年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也仅
7.0平方米。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上世
纪90年代后城市房地产制度改革和新
农村建设的实施，居民住房逐渐从“蜗
居”走向了“宜居”，到2020年四川居民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3.4平方米。

耐用消费品多起来。新中国成立
初期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四川除个别
家庭拥有自行车外，基本没有其他耐用
消费品。改革开放后，随着居民收入增

加，耐用消费品全面普及，2020年四川
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29.1辆，
洗衣机98.7台，冰箱（柜）103.0台，彩色
电视机120.3台，空调108.1台；每百户
拥有移动电话257.3部，计算机38.9台。

交通通达蜀道不难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曾是四川
盆地交通险阻的真实写照。新中国成
立前，四川公路少之又少，铁路、机场更
是没有。而现在的四川交通已今非昔
比，蜀道之难一去不复返。

公路方面，32 条国道、115 条省道
纵横交错，1135条县道、7066条乡道经
编纬织，干支结合、四通八达的公路网
络基本形成，全省公路里程超过 33 万
公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8倍，居全
国第一；高速公路运营里程突破 8100
公里，排名全国第二。

铁路方面，自 1952 年川内第一条
铁路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开始，四川铁路
事业不断发展提速，到2020年底，全省
铁路运营和在建里程已超过 6600 公
里，进出川通道铁路达到10条，其中高
速铁路运营里程约1140公里。

航空方面，四川航空事业从无到
有、从弱到强，现在国际航线网络遍及
五大洲，成都已成为全国第三个双机场
城市，正加速构建“一带一路”空中走廊。

卫生改善人民长寿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萧条，疾病
肆虐，缺医少药，四川人均预期寿命只
有 35 岁。为尽快改善卫生状况，控制
疫病流行，从1950年起，全国相继开展
防疫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并在艰苦条
件下建立起基本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
体系，到 1978 年四川人均寿命已经提

高到68岁。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生活水平

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四川卫生健
康资源供给不断增加、发展活力持续增
强，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2020 年的
77.3岁；孕产妇死亡率从1500/10万下
降到 18.2/10 万；婴儿死亡率从 200‰
下降到5.48‰。

华西都市报《百年》特刊
被德阳市图书馆收藏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王攀 王祥龙）
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为记
录、致敬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取得
的辉煌成就，7月1日，华西都市报推出

《百年》特刊。7日，德阳市图书馆收藏
了本期特刊。

全彩印刷的《百年》特刊 136 个版
面，不仅记录了一百年来在党的领导
下，四川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还讲述
了四川各地取得的建设成就以及未来
的发展思路。特刊同步集纳了华西都
市报历时一年采写完成的“百年百篇”
大型专题报道。同时，每一个版面刊发
由书法家及书法爱好者书写的“百年”
二字，极具收藏价值。

德阳市图书馆馆长卿欢表示，前
期，图书馆设置了建党百年图书专架，
举办了“信仰的力量”线上线下活动、有
声图书上线活动等，让不同年龄层次、
不同文化水平的市民了解党的百年历
程。此次收藏的华西都市报《百年》特
刊，将为读者了解党的百年历史、新中
国的建设成就、德阳的发展变迁等又增
加一个渠道，有助于激发读者的爱国热
情。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吴梦琳）以“壮丽史诗、伟大飞跃”为
主题的四川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展览继续在成都世纪城
新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览中，特别设
置“汶川特大地震 抗震救灾与恢复重
建”单元，再现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勾起
许多参观者的回忆和感慨。

一套《汶川特大地震四川抗震救
灾志》陈列在玻璃展柜中。这套历时
近 10 年编纂、总字数约 1000 万字的
志书，全景立体式展现在党中央、国
务院和中央军委坚强领导下组织开
展的这场抗震救灾悲壮恢宏的历史
画卷，深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灾区人民泰山压顶不
弯腰的大无畏气概，以及中华儿女团
结一致、共赴时艰、创造历史的伟大
力量。

该部志书为我省历史上首部针对
重大事件的专题性志书。2009 年，省
政府启动《汶川特大地震四川抗震救灾
志》编纂工作；2018 年，在“5·12”汶川
特大地震10周年之际，《汶川特大地震
四川抗震救灾志》正式出版，分《总述大
事记》《灾情》《抢险救灾》《医疗防疫》

《赈灾》《灾后重建》《英模》《附录》8 个
分卷，全面记述伟大抗震救灾和灾后恢
复重建全过程，其中近一半内容是首次
公开披露。

省地方志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编纂这套志书，集合了参与汶川特
大地震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多
个系统的力量，上下合力、众手成志。
不仅如此，在编纂过程中，还与援建省
市一一对接，搜集资料、求证核实，创
新性打破了过去志书中关于区域特定
的传统。

“志书应该具有存史资政的重要功
能，不应该只存于档案室中，而要持续
积极发挥作用。”该负责人介绍，得知四
川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
题展览举办，省地方志办积极主动对接
策展方，将这套志书在展览中展出，让
更多人知晓。

省 地 方 志 办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2010 年青海玉树地震、2010 年甘肃
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2014 年云南鲁
甸地震发生后，当地相关部门都曾派
出工作人员来到四川，联系省地方志
办，希望从当时正在编纂的志书基础
材料中发掘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
建 中 一 些 可 供 决 策 参 考 的 经 验 做
法。芦山强烈地震发生后，省民政厅
也通过查阅编纂中的《赈灾》分卷反
复研究相关内容。

建党百年
说四川

近日，四川省统计局发布“建党百
年数说四川”系列之一，全面客观反映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四川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熊英英

五大数据看百年四川沧桑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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