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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5 年来，四川省完成了 29692 项国家规划重建项目，
13647 项省规划重建项目，帮助 170 多万受灾群众实现就
业。2007 年至 2012 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
13.6%，经济总量也已上升到全国第 8位。

被誉为发展型重建的“四川模式”，与推进产业园区、结
构优化升级相结合，与人才支撑、产业富民相统一，创造了
世界灾后重建史上的奇迹，也创造着我国产业振兴史上的
传奇。

5 年后重访汶川特大地震灾区，记者感受到，灾区矗立
起来的不仅仅是建筑厂房，还有产业复苏和崛起的力量。

承接产业转移 园区经济腾飞

20 万吨绿色食品产业园加紧建设、江西二电生产如火
如荼⋯⋯5 月的江油河南工业园区一派繁忙景象。4 年前，
援建江油的河南 31 家企业与园区签署了 30 个产业合作协
议，投资总额达 30 多亿元。目前，该工业园区工业总产值
达 223.1 亿元。“园区不仅企业的数量增加了，更重要的是
产业布局更加合理，冶金机械产业优势更加明显。”江油工
业园常务副主任庞华均说。

在什邡市北部的北京产业园内，已落户北汽福田、明日
宇航等 30 多家企业。截至去年，高端钛合金产品、新型建
筑材料、高档节能门窗等项目协议引资就已超过 40 亿元。
成立仅 3 年多的明日宇航参与了国内 30 多个型号的航空
航天飞行器配套研制任务，成为 2000 多项产品的独家供
应商。

产业园区是灾后重建工业经济的重要载体，灾区传统
“小而散”的工业布局正被集约化和合作发展的模式所取
代。四川省与援建省市合作共建了什邡北京产业园、安县辽
宁产业园、江油河南产业园等18个园区。“关联、成链、集约、
集聚、合作”，各地纷纷推进与对口支援省市的合作产业园区
建设，努力将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重大产业项目引入。

“我是搞基建的，集团新址的一砖一瓦是看着垒起来

的。整体搬迁到绵阳科创园区后，九洲集团占地从 170 亩
扩展至 1322 亩，但并非简单地复制旧厂区。”九洲集团基建
管理部副部长郝朝俊，用“终于松了口气”来形容 2012年初
集团整体搬迁后的心情。

对九洲集团而言，扩大的不仅仅是面积，大力推进军民
两用技术的发展，集团的产业领域和规模同时得到扩展。
如今，九洲集团正打造中国西部二次雷达及军民用空管系
统科研生产基地，实现集聚发展。

截至目前，四川省共有国家级开发区 13 个，省级开发
区 41个，全省产业园区实现工业总产值占比达 65%。

聚焦新兴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

“我们仔细分析灾区发展较好的‘7+3’产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重点产业链，倾斜安排工业发展资金，3 年累计
安排技改资金 3.9 亿元，创新资金 1.69 亿元。”四川省经信
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四川着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构建起闭环发展的产业模式。

总高 42 米，重约 2.2 万吨，压机尺寸、整体质量和最大
单件重量均居世界第一。5月 3日，在位于四川德阳的中国
二重 8 万吨大型模锻压机项目现场，二重历时多年打造的
世界“重装之王”已进入试生产阶段。

“以前生产锻件需要千锤百炼，有了 8 万吨大型模锻压
机则实现了一锤定型的飞跃。”中国二重副总工程师陈晓慈
介绍，该锻压机可使性能普通的金属材料在模具内流动，实
现大型模锻件的整体精密成形，这些金属材料可以变为飞
机的“骨骼”框梁、发动机的“脊柱”涡轮盘、油田的“血管”输
油管三通等。这台设备制造成功，不仅使中国二重形成世
界最大的模锻制造能力，还将辐射带动一批庞大的航空构
件的机械加工集群。

5 月 3 日，八角镇新基地，东汽自主研发 5.5 兆瓦大功
率海上风机已经成功发运，这是全国首家厂内完成大功率
风机低电压穿越试验。东汽目前正在加快研发 CAP1400

核电汽轮机，已成功突破了核电高中压焊接转子技术。
地震使东汽受损严重，直接经济损失达 27 亿元。令人

意想不到的是，仅用 21 个月，这个装备水平世界一流的发
电设备制造企业就重新崛起。

如今，震后的“重装之都”德阳，战略性新兴产业迸发出
前所未有的活力。放眼四川，成都—电子信息、德阳—装备
制造、绵阳—数字视听、广元—军民结合已先后成为国家级
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四川
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11.8%。

凝聚产业智慧 人才支撑提速

产业振兴，人才为本。面对灾区巨大的人员损失，四川
省提出了“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人才支持计划，组织急需紧
缺人才对口支援的同时，支持灾区实施经济振兴人才开发
行动。

在长虹，积极上进的员工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把工作
方法刻上姓氏，对于长虹集团模塑公司注塑主管冉体俊来
说，这是荣誉，也是乐趣所在。在模具生产过程中，最大的
难点是推方和模具镶件间的配合，配合太紧会造成模具磨
损，配合太松会造成产品毛刺。在长期实践中，冉体俊通过
在推方侧壁增加耐磨块，利用耐磨块的硬度调整了推方相
对运动产生的间隙，“冉氏推方法”由此产生，每年为企业节
约了大量生产成本。

团队合作的理念也深入到产业振兴之中。在长虹技术
中心浏览器团队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热烈讨论。技术中心数
字电视所所长李晓冬看出了记者的好奇，“团队共有14名同
事，平均年龄是27岁。大家有很强的凝聚力，共同合作完成
创新项目。”去年，团队研发出的语音浏览器让长虹电视在语
音操控方面保持了业界领先。

从抗震救灾“百日攻坚”，到灾后重建“千日奋战”，再到
产业振兴“新征程”，各类产业人才帮助四川地震灾区创造
了一个个经济奇迹。

依托辐射带动 产业发展富民

都江堰市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种苗组培车间里，工作人
员正在熟练地对种苗进行剥离。“项目能为农民创造就业岗
位 200 多个，为他们提供穴盘苗 2 亿株以上，产值上千万
元。”园区副总经理张文波表示。

都江堰市虹口乡，这个昔日的灾区已成为国家 4A 级
风景区和中国首家漂流小镇。蜿蜒的道路上，车辆不时驶
入景区。虹口乡武装部长罗从胜说，“这还不是旺季，每年
6月至 8月，景区内都是游客，大家畅享漂流，吃住在农家。”

在瓦子坪风情小镇，一幢幢漂亮的欧式建筑，不仅让村
民住进了好房子，还变身为旅居一体的熊猫驿站。村民们
在山地上种上中药材厚朴，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2007 年的
6000元提高到去年的 1.2万元。“下一步我们将利用地热资
源，开发温泉。”村民施冰川告诉记者。

北川新县城巴拿恰商街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在羌族
文化生活馆里，羊角花的小挂饰、老北川的风情画、艳丽的
羌族服饰，这些“北川绣娘”的羌绣作品充满了生活气息。

5月 2日，记者再次走进这间店面。绣坊中，几位“北川
绣娘”正在绣一幅“中国梦 我的梦”的巨幅作品，她们边绣
边唱，歌声悠扬动听。北川绣娘文化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桂熙是四川省民间艺术（刺绣工艺）大师，说起羌绣
如数家珍，她的梦想是“希望用我们的作品把羌族文化传承
下去，回报那些关心、关爱我们的人！”他们采取“公司+农
户”的运作模式，培训带动北川农民增收。目前，公司在职
员工 86人，带动就业近千人。

特色种植、高效养殖、休闲农业、特色旅游⋯⋯近两年
多来，四川省在 39 个重灾县实施农业发展振兴项目 148
个，完成投资 31.7 亿元。不少乡村正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转型，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把好风景变成好产业。

压题图片 四川省阿坝州理县桃坪羌寨内的土风歌舞

队在边唱边跳原生态歌舞。 本报记者 金 晶摄

“你们要是再过几个月来，就能吃上我这里的红
提了。”5月 8日，我们走进位于四川崇州市桤泉镇的
群安村。在“红提农庄”里，主人肖建华告诉我们，
等到 7 月至 9 月份红提成熟期，成都市民周末就会开
车来采摘，每到那时，路两旁都停满了车。去年，还
有朋友想把红提运到北京去销售，我告诉他，“光是
成都市场就不够卖。”

走在 600 米的红提长廊下，放眼望去，一排排
葡萄架整齐排列。细细观察，一串串红提果夹衬在
绿叶中，青翠喜人。紫秋、醉金香、美人指⋯⋯农
庄红提不但品种丰富，而且产量可观，每年可采收
约 300吨。

肖建华是邛崃人，地震以前做点农资生意，建设
“红提农庄”是他的再次创业。2008 年 9 月，红提农
庄正式落户桤泉镇现代农业园区，通过土地流转获得
了 300多亩的土地。“这里的政策好。”他说，政府支
持基建，水利、道路都由抗震救灾专项资金承担。

如今，肖建华的生意越做越大，红提农庄的总面
积已达 550 亩。“崇州离成都只有一个多小时路程，

这里是发展观光采摘农业的最佳地点。”正是有了
这样的信心，5 年来，肖建华不断加大农庄投入，累
计投资超过了 700 万元。“那边 250 亩的红提，明年
也能开始采摘了。”他指着农庄对面的一大片棚区
告诉记者。

农庄火了，群安村的村民们也赚钱了。在提子园
里剪枝的村民叶玉芳告诉记者，她和村里许多人将
土地租给农庄后，都来这里打工。“1 人 1 年做 10 个月
活，可赚到差不多 1 万块。”她说，自己家离这儿就 4
里地，骑车一会就到。

“红提农庄”是桤泉镇发展现代农业的一个缩影。
“采摘观光型农业园已成为桤泉镇现代农业园区的
主营模式。”桤泉镇党委副书记周艳红告诉记者，镇
上通过土地流转方式，先后集中了 3000 亩土地，建
设现代农业产业基地。“集约化经营不但提高了生产
效率，而且有效解决了农民的就业、增收问题。”她
说，同过去种地单一收入来源相比，现在镇上的农民
增添了许多收入新渠道，“农民愿意进农庄，在家门
口也能赚到钱。”

在四川省阿坝州理县境内，群山环绕中有座被称为“东
方古堡”的羌寨——桃坪羌寨，这里保存着完整的羌族古建
筑群。2008 年的地震曾让桃坪羌寨受到严重损坏，但在灾
后重建中，桃坪羌寨渐渐进入更多人的视线。如今，人们不
但在古羌寨旁建起了新羌寨，当地也以旅游业为龙头发展
起了文化产业。

桃坪羌寨有两座，老寨沉稳神秘，新寨活力十足。“为了
更好地促进桃坪旅游业发展，在震后形成带动地方经济的
新增长点，我们提出观赏保护与旅游接待分开的发展方
式。”理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伟告诉记者，以老带新、以
新促老，桃坪羌寨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汶川地震刚过俩月，桃坪老寨便启动了灾后文物抢救
保护一期工程，应用原材料、原工艺，按照文物修旧如旧的
原则进行修缮。“修复后的老羌寨碉楼屹立，巷道幽深，遍布
四处的地下水网仍然神秘。”理县旅游局局长阿穆初说，老
寨目前的日均游客量旺季可达到 1500人次。

由湖南省对口援建的新羌寨则是另一派景象。新寨内
设有古羌文化演艺中心、古羌历史博物馆等场所。广场演
出、羌餐服务等现代旅游要素在此汇聚，不仅突出了原有特
色，也为羌寨下一步的旅游发展预留了空间。

“桃坪羌寨已成功打造成为一个集老寨子文化旅游与
新区食宿、娱乐休闲旅游于一体的羌寨旅游区。”阿穆初
说。以此为龙头，理县的文化产业尤其是旅游业发展迅
速。2012年，理县共接待游客 150万人次。

我们走进桃坪新寨，羌笛之声悠扬入耳。循着笛声，我
们找到了王小刚、王小勇两位羌族兄弟。弟弟小勇有些腼
腆，用小刀不断削着竹条。不多时，一根羌笛的雏形初现。

“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来寨子里吹（奏）。”王小刚说，“他现场
做的羌笛很受游客欢迎，每天都能卖出两三根。”按照每根
200元的报价，两兄弟每天的收入能达到 400元以上。

羌绣笔记本、羌绣画，还有香包、鞋垫、首饰、围腰⋯⋯
在羌寨的绣坊中，件件精品都出自当地妇女之手。绣坊里，
身着民族服饰的羌族妇女围坐一起，展示她们精湛的技艺。

在恢复生产过程中，为了增加人们的收入，当地成立了
羌绣帮扶中心，免费向羌族妇女传授羌绣制图、色彩搭配等
技能。60余期羌绣培训班，共培训 1万多人次。

目前，桃坪羌寨和周边村寨已有 1000 多人基本掌握
了羌绣技能。专业从事羌绣制作的妇女约 100 人，月收入
可达 1500 元，短期从事羌绣制作的妇女，月收入也有 300
元左右。“让当地妇女‘足不出户、增收致富’的目标基本实
现。”刘伟说。

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一个个项目投

产开工，一台台机器轰鸣飞转⋯⋯经历百

日安置攻坚、千日重建奋战和产业振兴之

后，一幅奋进巴蜀的产业新画卷正展现在

世人眼前

这里的“红提”卖得火
本报记者 陶瑞钢 金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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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坪羌寨引客来
本报记者 金 晶

我是学机械设计专业的，毕业后就来到东汽。地震前，
我已结束在西安交大的 3 个月培训，在叶片车间工作了一
个月。我所在的技术组主要负责叶片的研究、设计和生产
指导。地震中，东汽 2000 多台生产设备损坏。我们组原
有 30 个人，有一半在地震中遇难。我被埋了 45 个小时后，
被国家救援队救出。

被救出后，我就在临时办公点开始整理技术资料。不
久，东汽就复产了。2010 年底，叶片分厂搬到德阳。在新
厂房里，机床设备等硬件齐全。但老师和师兄们的遇难，让
生产经验的传承出现了断层。公司订单源源不断，叶片设
计任务剧增，我感觉挑战越来越大。

“师傅走了，技术研发不能丢，一定得干出点成绩来。”
我开始了新的探索，多学多问。白天，在生产线跟操作工探
讨技术问题，晚上在家拼命学习理论知识。刚开始编数控
程序，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完成。经过半年多的探索，我改进
了编程方式，只用 20分钟就能完成。

如今，我开始带队承担相对有难度的科研项目，去年也
多次培训更年轻的技术人员。5 年来，技术组每年都进人，
如今已发展到 28人。

去年 4 月，我在日记里写下这段话：“当初，虽然相信东
汽不会倒下，东汽人不会放弃，可面对断壁残垣的惨景，内
心依然那么迷茫与恐慌。事实上，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3
年重建任务，两年完成。我们的新厂区气派壮观，我们的新
车间明亮宽敞，我们的新设备世界一流，我们的办公室焕然
一新，技术人员补充了新鲜血液。”

今年 1 月份，我跟同事们去参加全国叶片年会，带去了
我参与研发的第三代核电末级叶片并获一等奖。这是公司
自主研发的最大叶片，也是国家示范项目。

这几年，我们埋头苦干，继续着战友们曾经奋斗过的事
业，迈向辉煌的明天。

（记录者：本报记者 乔金亮）

埋头苦干做科研
口述者：东方汽轮机叶片分厂技术员 曾敬平

本版编辑 管培利 郭存举

“ 刚到车间时，我是实习技术员，很多项

目靠老师指导。如今，我开始带队承担相

对有难度的科研项目，去年也多次培训更

年轻的技术人员

产业振兴再绘奋进巴蜀再绘奋进巴蜀
本报记者 乔金亮 王 晋 刘 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