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德发展成就巡礼常德发展成就巡礼———临澧县—临澧县
2019年9月16日 星期一

组稿编辑 王敏 责任编辑 龚金安 易焕军 美术编辑 李世平

2-3

专题

请扫码进入专题

工农业总产值

1498.34万元

178.2亿元

本版制图/李世平

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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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13617万元

动车开到动车开到““家门口家门口””
林新萍林新萍 摄摄

临澧县城全景临澧县城全景 李先枝李先枝 摄摄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1949年

2018年

1978年

797.23
万元

6332
万元

69.12亿元

财政总收入

1949年：

2018年：1978年：

37.64万元

840.81万元
8.76亿元其中本级631.2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85元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070元，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101.9，商品零售价格指数102.5。

青山精神：

上世纪60年代，10万安
福儿女，靠一锤、一钎、一双
手，苦干10个春秋，战胜各种
艰难险阻，修建了享誉亚洲、
福泽子孙的宏伟工程——青
山水轮泵站枢纽工程，不但
解决了临澧人渴盼的农作物
灌溉问题，而且也孕育形成
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想
敢干、无私奉献的青山精神。

青山精神是一面永不
褪色的旗帜，是临澧人民优
秀品质的凝结与升华。

临澧速度：

1992 年 6 月，临澧县
太平工业经济开发区正式
设立，成为常德市首批建
立的省级开发区。2006
年，更名为临澧县经济开
发区。2007 年，安福工业
园纳入临澧县经济开发区
统一规划、管理，规划总面
积6.48平方公里。

2017 年，临澧县经济
开发区规模口径企业实现
工业总产值109.4亿元，首
次突破百亿元大关。2018
年 3 月，常德市新材料临
澧产业园挂牌成立，园区
是全市唯一一家新材料专
业产业园区。2019 年 8
月，临澧县经济开发区被
省发改委确定为全省首批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园
区。

太平村原是临澧一个特别贫穷落后的小山
村，说起太平村的故事，不能不提临澧县委原副
书记吴志泉。

1984年春节，时任临澧县杉板乡乡长的吴志
泉与村民围坐火塘烤火。听到村民谈起村里年
人均收入只有区区205元，渴望致富却找不到带
头人，吴志泉若有所思，夜里辗转难眠。不久，他
向组织递交了一份题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辞
职信，毅然要求辞去乡长职务，于当年6月回到
养育了自己的太平村。

1984年10月，吴志泉联合村里13户村民，艰
苦创业，挖山掘土，烧砖垒墙，填沟平壑，奋战100
天，建起了太平村第一家企业——脱水菜厂。当
年便实现产值37万元，获纯利6.7万元，并替村
民上缴了2.8万元的提留款。

第二年，太平肉联厂成立，既解决了农民卖
猪难的问题，同时又把发展的触角伸向了冷冻食
品加工领域，当年实现利润32万元，使农民人均
年纯收入达到833元。

随后，太平村开始“上台阶”：1986年起，村里
先后建起了太平饲料厂、太平甲鱼食品罐头厂，
同时，配套了生猪、肉鸡、甲鱼养殖基地，率先创
立了“龙头联基地、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机制。“太
平”随之成为一块品牌声名远播，产品远销当时
的苏联和欧美。“湖南第一村”的称号一时沸扬。

1992年6月，临澧县太平工业经济开发区正
式设立，成为常德市首批省级开发区。同年，太
平村改为太平社区。

“泥腿子也要搞高科技！”经过长达8年的攻
关，太平人不仅实现了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的规
模化生产，而且自主开发了连续宽幅高强高模聚
乙烯纤维UD材料，ZRFDY-D型软质防弹衣性
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伴随着产业的发展，“太平”这块热土悄悄发
生着蜕变。2006年，经国家发改委审批同意，临
澧县太平工业经济开发区更名为临澧县经济开
发区。2007年，经省发改委批准同意，安福工业
园纳入临澧县经济开发区统一规划、管理，规划

总面积6.48平方公里。
“人生在世多做点事，我从不后悔当初

的决定。”现年70岁的吴志泉家乡情结依
然浓重，一半时间在北京含饴弄孙，一
半时间在临澧太平社区颐养天年。

走过新中国 70 年历程，吴志
泉感慨良多，对当下生活十分知
足。早晚散步、读书、写字是他
最惬意的晚年生活，他还喜欢
看一些抗战电视片，从中体会
民族自强与自尊。

“太平村从一个贫穷的
小山村到如今的巨大发展变
化，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 兴‘ 中 国 梦 ’的 一 个 缩
影。希望家乡继续健康发
展，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和幸福满意度。”吴志泉对
家乡充满希望与期待。

小山村的“工业梦”
—— 访临澧县委原副书记吴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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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福 临 澧幸 福 临 澧 阔 步 走 来阔 步 走 来

临澧蓝图：

到 2020 年，临澧县
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288
亿元，临澧人民生活达
到全面小康水平，人口
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3‰
以内，控制在 52 万人以
内 ，城 市 化 水 平 达 到
58%，社会医疗保障制度
覆盖率在90%以上，基本
实现现代化，把临澧县
逐步建设成为湖南省西
部地区重要中心县城。

“我家住在一座小城。这座在雍正七年
（1729）间被命名安福的小城，据传有刘伯温
的诗句纪其事云：‘久反长安在此间，此间不
是久长安。若要安福长安福，昊昊苍天还是
天。’后于民国三年（1914）1月，因与江西安福
县同名，乃取壤联澧水之意，改称临澧县。小
城便是其县城所在。”闻立春的散文《我家在
小城》开篇这样写道。

在她的眼中，家乡是如此美丽而独特：
“小城北靠群山，南依道水。城内池塘密布，
溪流纵横，小桥流水，古钟悠扬，楼阁矗立，树
木葱郁。是湘西北一个碧水环绕、秀美如画、
人杰地灵、荆楚文化底蕴相当丰厚的古城。”

“两千多年前，赋体文学的开山祖师宋玉
被朝廷罢官后，被楚襄王放逐到他的赐地云
梦泽即安福境内（临澧），晚年便居住在此写
诗述志。当代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
渠，民主革命先驱林修梅将军，‘纤笔一支谁

与似’的文学巨匠丁玲，世界单模光纤之父黄
宏嘉等历代名人皆出生在此。”道说家乡的历
史名人，闻立春自豪之情满满。

“小城按地理位置，划分为北门、西门、东
门、衙门、正街、上河街、下河街、八方楼等区
域。城内有好几百户人家，大部分是外地流
落而来的人口。”闻立春在临澧县城土生土
长，进入花甲之年，儿时的记忆犹在眼前，“小
城居民虽来自不同地方，但大都生性善良，勤
劳节俭，和睦相处，情同家人，民风淳朴。小
城宁静而和谐，城内街面大都由青石板砌成，
走在上面，铮铮发亮，洁净光滑。弹丸之地，
方圆不足两里，青砖青瓦木楼，温文典雅，小
家碧玉般，玲珑剔透却内涵十分丰富。”

县城长大了，家乡变美了！见证临澧县
发展60余年，闻立春感慨万千。

“县城面积比我小时候大了好多倍，由过
去的小家碧玉变成了如今的大家闺秀。”退休

10 年，闻立春长期定居北京儿子家，
每次回家都能感受到临澧日新月异的
变化，“小县城有了国际化大都市的格
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休闲广场越来越
多，生活越来越便捷”。

“道水河更清了，太浮山更美了，人居
环境更好了，文明素质提升了，比一二线城
市不会差。”闻立春对家乡信心满满，她常
在朋友圈推介家乡的美丽变化。

“家乡的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的提
升，读书、健身、旅游的人多起来了，大
家乐于走出去，开阔视野，结交好友。”
闻立春认为，当下的临澧充满着朝
气、儒气和书香气。

身在异地倍思乡，家乡的人、家
乡的事，时时牵动着闻立春的心。
她在心里盘算着：回家乡买房养
老，是此生最心怡的一件事。

县城长大 家乡变美
—— 访临澧县委宣传部退休干部闻立春

“修青山，建渡槽，革命精神最重要；伏
暑天，热浪潮，女兵也要上天桥。”今年67岁
的徐解英至今记得，1971年，她所在的杨板
民兵营跑马连 19 名女青年抢修青山北干
渠，引来青山水制服旱魔，赢得“铁姑娘”美
誉的场景。

转战道水大渡槽建设工地，渡槽长约
1200米、高达44米，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

“铁姑娘战斗队”面对高空作业，毫不畏惧，迎难

而上，她们美丽的倩影镂刻在了道水的上空。
16岁的向玉珍是队里年龄最小、个头最

矮的一个，大家劝她不要上去，她却坚定地
回绝：“刘胡兰15岁能面对敌人的铡刀面不
改色，难道眼前这点困难，还能吓倒16岁的
我吗？”她用稚嫩的肩膀扛起木头，和战友们
一道登上40多米的高空，肩膀磨破了皮，脚
下擦出了血，从不叫一声苦。

马桂英、梅开英腰里系着安全绳，一手

抱着立柱，一手把一根根100多斤重的杉树
从地面吊上来。向才珍在抬树时，砸伤了3
根手指，高空作业不方便了，便坚持在排架
下拾马钉供回收利用。

第七号拱肋浇筑时，“铁姑娘战斗队”负
责一个工作桥的搭建。正当大家劲头十足、
越干越欢的时候，19岁的徐解英从30多米
高的排架上掉了下来，造成右腿骨折。负伤
后，她镇定自若，叮嘱护送她到医院的同事，

要汲取她的教训，坚持安全施工，保证安全
完成任务。

任务越来越艰险繁重。在运输混凝土
上高架的环节中，连队党支部决定安排“铁
姑娘战斗队”做地面工作。她们集体找到领
导，争辩说：“不挑重担，不爬陡坡，怎么能磨
炼意志，攀登思想革命化高峰？”就这样，铁
姑娘们把100多斤的重担争挑到了肩上。每
一趟爬1里多长的陡坡，转25道弯，她们一步
一步把混凝土送到拱上。每走一步，栈桥就
会颤一下。每转一个弯，就要换一次肩。

记者：“难道你们就真的不怕苦，不怕累
吗？”胡家凤不假思索地回答：“那时，我们的
感觉是幸福的，因为能为国家建设作贡献，
是非常光荣的事情。”

时光匆匆，当年的“铁姑娘”如
今都已迈入垂老之年，刘银枝、
胡家凤、徐解英等从青山管

理局退休，梅开英坚守跑马村60余年……
提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铁姑娘们依然
信念坚定、笑容灿烂。

“每每经过那些渠道、那些渡槽，就
会 想 起 当 年 一 起 战 斗 的 欢 乐 和 友
情。”或许是当年练就了扎实的身板，
65 岁的向秀英现在在县社会福利
院照顾2位老人都不觉累，每月收
入 3000 元。她说，比起以前吃住
在工地的生活环境，现在
真是太幸福了。

青山在 梦就在
—— 回访杨板“铁姑娘战斗队”

□本报记者 王敏 通讯员 龚文君 汪进

青山工程建成后青山工程建成后，，将清清澧将清清澧
水送往广袤的田野水送往广袤的田野。。陈景平陈景平 摄摄

上个世纪的合口镇楠桥村上个世纪的合口镇楠桥村
何俞元何俞元 摄摄

上上世纪六七世纪六七
十年代十年代，，全县人民全县人民
齐动员齐动员，，凝心聚力凝心聚力
修修““青山青山””。（。（照片照片
来源来源：：临澧县志临澧县志））

合口镇楠桥村新民居合口镇楠桥村新民居 何俞元何俞元 摄摄

异址新建的临澧一中异址新建的临澧一中
林新萍林新萍 摄摄

新建的全省一流的县级博物馆新建的全省一流的县级博物馆
汪燕汪燕 摄摄

临澧一中旧景临澧一中旧景
何俞元何俞元 摄摄

如今机械插秧逐渐普及如今机械插秧逐渐普及
李建国李建国 摄摄

农业机械未推广使用时农业机械未推广使用时，，农农
村群众辛苦地人工插秧村群众辛苦地人工插秧。。

林新萍林新萍 摄摄

岁序常易，华章日新。70年风雨同舟，70年砥砺奋进，安福大地发生着翻天覆
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临澧县委、县政府因时而谋、因势而动，吹响高
质量赶超发展的嘹亮号角，县域经济稳步上行，产业项目多点发力，城镇建设全面
提质，民生保障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深入推进。

大地无言，岁月流金。穿行安福这片热土,处处都能感受到兴产业、谋发展的
火热场景，处处都能聆听到这座城市铿锵有力的奋进足音。

站在新的起点，临澧干群齐心协力，撸起袖子加油干，大力推进“开放强县、
产业立县”战略，深入开展“五大年”活动，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奋力

冲刺全省县域经济前30强，不断谱写新时代临澧高质量赶超发展的
华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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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澧县经济开临澧县经济开
发区一隅发区一隅

李建国李建国 摄摄

美丽新农村美丽新农村 蒋峰蒋峰 摄摄

地区生产总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