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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国历史的丰碑上，“人民”二

字，重若千钧。

如何让人民群众生活更美好，满足

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

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的朴

素梦想？这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一篇大

文章。

循大道，至万里。新中国成立75年

来，从更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入

手，无论打造经济发展体系，还是赓续地

域人文基因，都是陇南打造美好生活福

地的意之所向、力之所及、利之所在。

梦想曾经遥不可及，圆梦从未如此

之近。

党的十八大以来，陇南经济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收入水平跃上了大台阶，生活

得到了极大改善。

透过历史的长河回望，陇南从一穷

二白走到繁荣发展，一座座大山从荒凉

苍茫变为生机勃勃，一道道“无解题”得

到破解，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可能……

“环境好，出行很方便，现在的生活放到以前想都不敢
想！”

走进我国第十七个、甘肃首个国际慢城——— 两当县云
屏镇，在有着“长寿村”美誉的棉老村，处处透着宁静祥和，
村里88岁高龄的陈万玺老人高兴地说。

诗意的栖息，是人类自古以来对美好家园的居住
梦想。

陇南，就是这样一个令人流连忘返之地，这里地处北
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气候温暖湿润、山脉纵横、水系发
达、天蓝地绿水碧，构成人居环境绝佳的自然本底条件。

的确，“美好”不仅在于温饱，更在于居住环境宜居。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居住条件相对较差，城镇居民

大多住的是瓦片平房，农村居民大多住的是草房和土房，
人口多，面积小，设施简陋，卫生条件差。

党的十八大以来，紧抓灾后重建和脱贫攻坚机遇，我
市广大干部群众因地制宜、因势而造、因地取材，建成了层
次分明、极具特色的城市、集镇、乡村体系，人们享受着更

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便捷的生活设施。
“以前这些地方都是河滩、稻子地，乱堆乱放，没想到

转眼就变了！”老家在河北保定的张大爷从1962年来武都
工作，到现在62年了，看着江畔一天天在变化，他感触
颇深。

在张大爷每天锻炼的滨江公园，市民们每天走进这里
打拳练剑，跑步锻炼，放松身心。片片荫林中，色彩万千，
令人心旷神怡。

让宜居之地变得更美好，是陇南从未停止的追求。
如今，我市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6.93%提高到2023年

的40.1%，徜徉在这里，城区改造提质扩容，和美乡村串珠
成连，硬件基础不断夯实，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翻天覆地的
变化俯拾皆是。

“随着万象洞大景区和裕河大景区的开发建设，我们
近郊游也有了更多选择！”漫步在如梦似幻的童话小
镇——— 武都区五马镇，一栋栋民居错落有致，鲜艳美观，一
步一景，妙趣横生。

“生活在陇南，山青、水绿、天蓝、地净，终日喝的是清
澈甘甜的水，呼吸的是清新纯净的空气，美好的生活并非
奢望！”市民王新新说。

一句句肺腑感慨，一张张幸福剪影，真正实现了城乡
有变化、市民有感受、社会有认同的“美好生活”图景。

陇陇 南南 ：： 美美 好好 生生 活活 福福 地地
————写写在在中中华华人人民民共共和和国国成成立立7755周周年年之之际际（（五五））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杨杨丽丽君君

“只需要两元钱，就能吃到可口的饭菜，每天都有新花
样！”在徽县榆树乡剡坝村，“幸福大院”里充满欢声笑语，
村民马志中老人说。

剡坝村党支部书记郭向东介绍，村里通过“民事直说”
建成了“幸福大院”，这里不仅有食堂，乡愁记忆馆、爱心理
发室、爱心澡堂等多功能服务一应俱全。

一座幸福美好的城市，须有鲜明的民生底色。
当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人们期盼更好的教育、更稳定

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
疗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如何补齐民生
短板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诉求。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党的十八大以来，陇南精耕社会
民生事业发展，努力把人民群众“盼的事”变成党委政府
“干的事”，真正为幸福生活“加码”“加温”。

在人们关注的教育、医疗等方面，频出“大手笔”———
全面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扎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2024年陇南首届新高考，全
市普通高考本科上线11085人，本科上线率为67.41%；

全面落实基本医疗、基本养老和社会救助等制度，优先
稳就业、保民生，让每户困难家庭感受到“阳光雨露”……

所有的出发点，是民生；所有的落脚点，还是民生。
“西和县中部人口密集区及礼县雷王片区供水工程项

目建成后，可彻底解决西和县中部人口密集区13.05万人
和礼县片区雷王乡南部0.85万人的饮水安全。”西和县泓
捷水利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经理王力介绍。

项目带动发展，群众享受红利。文县县城农贸街实施
更新改造施工现场，看到项目有序推进，市民纷纷点赞：
“这个项目，我们坚决支持！”

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聚焦教育医疗、智慧停车、供水供气等老百姓牵肠挂肚

的“关键小事”，一系列有关“美好生活”的措施直抵人心，一
个个民生项目由“施工图”变为可触可感的“实景图”……

（三）

底色浓

“几十年前的农村，一到晚上，星星点点的煤油灯亮
起、熄灭，基本没有娱乐！”老一辈人都这样感叹。

如今，不管城市乡村，老少皆宜的广场舞跳起来、歌儿
唱起来，送文化下乡、农民运动会、村晚等更是让老百姓的
“文体大餐”丰富多彩。

变化，悄然发生；幸福，油然而起。这其中，离不开精
神世界的日益丰盈。

新中国成立初期，群众生活习惯落后，文化设施和
文化服务极度匮乏。改革开放后，文化建设投入日益
增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农家书屋、乡村舞台实现行政村全覆盖，让百姓切切实实
地感受到温暖……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如今的陇南，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健全完

善、群众文化活动愈发丰富多彩、图

书馆建设助力全民阅读、“博物馆热”持续升温……
“群众在哪里，新时代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礼县

古称兰仓，自古崇文尚礼，注重以文化人，如今，一个个“兰
仓驿站”成了群众津津乐道的“温馨家园”，特色化活动、精
准化服务在遍地开花。

“以前都是比哪家彩礼收得多，‘零彩礼’根本不可能
做到！”成县店村镇党委书记杨晓东说道：“现在文明健康
婚俗新风的弘扬，实实在在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文润福地，文脉常新，文以化人。美好生活的魅力还
在于人文底蕴。

最近，一首宕昌县原创旅游歌曲《娥嫚》爆火全网，这
首歌不仅有独特的旋律，柔软又深情的歌词，唱出了精气
神，更跳出了陇南人民的自豪感。

“在陇南生活，会越来越幸福！”这，是当地群众的发
自内心的话语。

美丽陇南，人人共享。一个人民幸福、宜居宜游、独具
魅力、充满活力的美丽新陇南正在款款而来！

幸福生活，个个追求。陇南，将以直抵人心、可观可感
的举措在时代的画布上继续尽情挥洒，展开一幅逶迤磅礴
的新一轮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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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足

（二）

城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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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听着“土”，村子却很
“潮”。走进康县长坝镇山根村，
只见家家户户被绿树鲜花环绕，房
屋错落有致，九层青石板路一台一
品，古朴村落熠熠生辉。

从昔日“道路拧麻花、污水靠蒸
发、垃圾靠风刮”的贫困村，到如今吃
上“旅游饭”、过上好日子……山根村的
蝶变是我市乡村振兴的真实写照。

愈是沧桑巨变，愈见宏图伟业。新中国
成立初期，国家积贫积弱，人民普遍贫困。

26元，这是1949年我市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经过多年不懈奋斗，到2023
年已增长到10854元，增长了417倍；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从1999年的3387
元增长到2023年的31813元，增长了
8.4倍。

从温饱不足到丰衣足食，从绝对贫困
到全面小康，2020年我市完成了9个贫困
县1707个贫困村、84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的脱贫任务，历史性解决了整体绝对贫困
问题。

发展至今，我市居民收入来源更加多
元化，城乡和区域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
小，收入分配格局不断优化，生活品质不
断提升。

“米袋子”“菜篮子”稳了，老百姓
的心里才踏实。75年来，我市粮食总产量
稳步增长，人均粮食拥有量持续增长，平
均亩产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持
续提高。

数据显示，2023年全市粮食总产量
为92.71万吨，比1949年的23.58万吨增加
69.13万吨，增长2.93倍。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如今的陇南，在武都白龙江畔，漫

山遍野的油橄榄陆续进入采摘期；在康
县大南峪镇，稻浪随风轻摆一眼望不
到边；

在文县尖山乡草垭村，早熟蜜
桔“抢鲜”上市；在礼县西汉水
沿岸，红彤彤的礼县苹果缀满枝
头；在成县，51万亩核桃成为
致 富 增 收 的 硬 “ 核 ” 力
量……

村村优美、家家有
业、处处和谐、人人幸
福。洒在大地的每一
滴汗水，都为仓廪
更充实、生活更
幸福不断夯实
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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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廪实

文县早阳坝安置区

武都五马童话小镇

康县何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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