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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援建精神院
不畏艰险的顽强作风曰
争创一流的标杆意识曰
团结奋进的协作精神曰
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遥

要要要王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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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008 年 5 月 12 日发生的四川汶川大地震，给灾区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创伤，给

中华民族带来深深的伤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地震发生后，宁波市委、市政府在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第一时间做出决策部署，第一时间派出突

击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动员全社会赈灾募捐，第一时间为灾区人民送去心灵的抚慰。

宁波人民以情系灾区的博大胸怀和血浓于水的无疆大爱，投入到抗震救灾的伟大

斗争中，在全市掀起抗震救灾的热潮。

天灾不可拒，援建大可为。地震灾情发生一个星期后，市委、市政府在全国率先

提出对口援建灾区的建议。2008 年 8 月 27 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的部署，宁波市支援青川县县城乔庄镇和瓦砾乡、黄坪乡、茶坝乡 4 个乡镇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全面启动。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宁波市按照中央“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

的要求，集中全市人力、物力、财力，克服了一个个艰难险阻，圆满完成了援建任务，

大大提升了青川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受到了中央和四川、浙江两省领导的高度肯

定与青川人民的一致赞扬，成为灾后重建攻坚克难的成功范例。

援建改变青川，拼搏铸就辉煌。从 2008 年 8 月支援青川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全面

启动到 2010 年 10 月援建结束，宁波市共实施了 145 个援建项目，完成投资 13.53
亿元，落实结对帮扶和社会捐助资金 4747.68 万元。经过两年多的援建，青川受援

的一镇三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洗去了灾难的创痕，焕发出勃勃生机。一镇三

乡的城乡面貌、居民住房、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城乡环境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脱

胎换骨，实现了巨大的跨越，尤其是青川县城乔庄镇，更是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在两

年多的对口援建中，宁波先后有 53 名援建干部、5000 多名援建人员离家别子，肩负

着全市人民的重托，远赴极重灾区青川县。他们挥洒热血，牺牲奉献，奋力拼搏，不辱

使命，展开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援建大会战，用忠诚、理想和信念，铸就了“不畏艰险、

争创一流、团结奋进、以人为本”的宁波援建精神。

为了保存历史，昭示来者，早在 2009 年，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宁波市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就编纂出版了《甬川同携手 共建新家园———宁波市支援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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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抗震救灾工作纪实》一书，真实记录了市委、市政府领导全市人民支援四川灾

区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过程。宁波市支援青川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启动以后，市委党

史研究室、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同步启动了宁波支援青川县灾后恢复重建

史料的征集、研究工作。在援建单位和全市党史部门大力配合下，经过两年多的辛勤

努力，编纂完成了《港城大爱铸丰碑———宁波市支援四川省青川县灾后重建工作纪

实》一书。

本书作为《甬川同携手 共建新家园———宁波市支援四川抗震救灾工作纪实》

的续篇，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宁波市支援四川省青川县部分乡镇灾后恢复重建的全

过程，充分展示了宁波人民与青川人民心手相连、同舟共济，克服艰难险阻，重建美

好家园的生动历程；集中彰显了宁波人民的无疆大爱以及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

精神；充分展示了宁波援建人员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

的崇高品格和勇于创新、争当一流的精神风貌；充分展示了宁波爱心城市、文明城

市的形象和风采，丰富了爱心城市、文明城市的内涵；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

无比优越性和宁波改革开放奠定的综合实力。

人类文明的发展常常伴随着自然灾害的发生与破坏。自然灾害瞬间造成的巨大

破坏，常常需要漫长的恢复重建过程。宁波对口支援青川县灾后重建取得的巨大成

功充分证明，在社会主义中国，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了对

口支援这一有效的途径，有了社会主义制度巨大的优越性，有了改革开放奠定的雄

厚基础，灾后重建的过程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大大缩短，灾后恢复重建的水平比以往

任何时期都大大提高。对口援建不仅重建了青川一镇三乡的物质文明，而且宁波人

民和青川人民在对口援建中铸就的伟大援建精神，成为两地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当前，宁波正处于转型升级、加快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市广大干部群众

必将广泛宣传、深入学习和大力弘扬援建精神，进一步激发干事创业的激情，汇聚

成推动宁波科学发展、率先发展、和谐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为我市实现基本建成

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好示范

区”做出最大的贡献。

是为序。

中共宁波市委常委尧秘书长

2012 年 怨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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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援川续辉煌 港城大爱铸丰碑

要要要宁波市支援四川省青川县部分乡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综述

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1）
深情写华章

要要要浙江省宁波市对口支援青川灾后重建纪实

中共广元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青川县委党史研究室（11）

第一部分 党委政府紧急部署

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波市对口支援青川县部分乡镇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方案的通知 （圆园）
关于做好结对援建产业帮扶工作的通知 （猿园）
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宁波市支援青川县部分乡镇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猿愿）
中共宁波市委关于建立中共宁波市支援青川县部分乡镇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

委员会及史济权等同志任职的通知 （源园）
关于宁波市支援青川县部分乡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办公室成员名单的通知 （源员）
关于组建宁波市支援青川县部分乡镇灾后恢复重建指挥分部的通知 （源源）
关于印发《宁波市支援青川县部分乡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等的通知 （源远）
印发《宁波市帮扶乔庄镇、黄坪乡、瓦砾乡、茶坝乡灾后农房重建实施方案》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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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 （缘苑）
印发《关于建立对宁波市支援青川县部分乡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联合监管

机制的意见》的通知 （远员）
关于宁波市支援青川县部分乡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办公室联络员名单的通

知 （远缘）
关于成立宁波市支援青川县部分乡镇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资金组的通知 （远愿）
关于印发《宁波市支援青川县部分乡镇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党委民主生活

会制度》的通知 （远怨）
宁波市支援青川县部分乡镇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党委关于加强援建工作中

党的建设的意见 （苑员）
宁波市教育局与青川县教育局 2009—2011 年教育对口支援实施意见 （苑缘）
关于印发《宁波市卫生系统对口支援青川县部分医疗卫生单位配套项目（软

件）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 （愿源）
关于做好结对帮扶青川旅游产业灾后恢复工作的通知 （愿愿）

第二部分 部（委）局（办）在行动

发扬宁波精神 不辱光荣使命

宁波市支援青川县部分乡镇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怨圆）
不畏艰险 全力以赴援建灾区公路 宁波市交通局（员园园）
科学规划 为灾后恢复重建保驾护航 宁波市规划局（员园愿）
发挥国土资源部门作用 为灾区地质安全把脉 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员员远）
和谐明灯 点亮青川

要要要援建青川乔庄河景观灯光升级工程纪实 宁波市城市管理局（员员怨）
统筹资金保障 全力支援重建 宁波市财政局（员圆源）
千里援建见真情

———宁波市援建广元灾区过渡安置房纪实 宁波市建设委员会（员猿圆）
把好援川干部选派关 做好援建工作组织保障 中共宁波市委组织部（员源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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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对口援建监督检查工作情况 中共宁波市纪委 宁波市监察局（员缘员）
精心组织打硬仗 跟踪审计显成效 宁波市审计局（员缘缘）
帮扶播撒希望 产业提升发展 宁波市农业局（员缘怨）
授人以鱼 更授人以渔

要要要野甬川携手 智力倍增冶工程百名青川致富带头人培训纪实

宁波市对口扶贫协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员远缘）
积极招商引资 支援灾区重建 宁波市经济委员会（员远怨）
就业援助行动 我们心手相牵 宁波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员苑源）

“小家”献大爱 帮扶助腾飞

———宁波市旅游系统开展青川旅游产业帮扶工作纪实 宁波市旅游局 （员苑怨）
产业合作促进灾区重建 宁波市国内经济合作办公室（员愿源）
产业援助 科技先行

要要要青川县乔庄镇无公害蔬菜栽培示范基地建设项目执行情况报告

宁波市科技局（员愿愿）
爱与责任 援教之本 宁波市教育局（员怨猿）
支援青川 我们共携手

要要要记支援青川重建宁波医疗卫生队 宁波市卫生局（圆园源）
爱心城市的爱心援助 宁波市红十字会（圆员愿）
爱心扮靓新家园

要要要宁波市慈善机构援建四川地震灾区侧记 宁波市慈善总会（圆圆猿）
弘扬援建精神 唱响时代旋律 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圆圆远）
宁波对口援建青川工作启示

宁波市支援青川县部分乡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办公室（圆猿圆）

第三部分 各县（市）区千里驰援

上善若水 涌动鄞州 中共宁波市鄞州区委党史办公室（圆缘4）
倾奉化全力 助乔庄重建 中共奉化市委党史研究室（圆远2）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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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青川乔庄美好的明天 中共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圆68）
滨海北仑倾情援建山城青川 中共宁波市北仑区委党史办公室（圆76）
团结一心 攻坚克难 努力做好抗震援建工作 宁波市江北区史志办公室（圆愿0）
携手倾力抓援建 打造灾区“新名片”

余姚市史志办公室 中共宁波市江东区委党史办公室（圆87）
壮志丹心援灾区 播撒大爱铸辉煌

中共宁海县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宁波市镇海区委党史研究室

宁海县支援青川县瓦砾乡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 镇海区援建办（圆怨3）
爱传千里 共建家园

中共慈溪市委党史研究室 宁波市海曙区史志办公室（304）
支援青川 重建家园 宁波国家高新区管委会（猿员4）
重建有期 爱心无限 宁波大榭开发区管委会（猿16）
积极筹措资金 支援灾区重建 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猿18）

第四部分 甬川媒体的特别报道

巧试牛刀绘新图

要要要宁波对口援建青川采访札记之一 宁波日报（322）
青瓦 白墙 人字顶

要要要宁波对口援建青川采访札记之二 宁波日报（324）
不让灾区人民住着新房啃红薯

要要要宁波对口援建青川采访札记之三 宁波日报（326）
“头脑风暴”刮进大山里

要要要宁波对口援建青川采访札记之四 宁波日报（328）
没有信念不要来青川

要要要宁波对口援建青川采访札记之五 宁波日报（330）
枣树坝是一面旗帜

要要要宁波对口援建青川采访札记之六 宁波日报（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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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自强不息的“精神家园”

要要要宁波对口援建青川回访札记之一 中国宁波网（334）
在产业恢复上下功夫

要要要宁波对口援建青川回访札记之二 中国宁波网（336）
“新校舍漂亮宽敞，我很喜欢！”

要要要宁波援建青川系列报道之一 宁波晚报（338）
宁波援建者让枣树村成川北“滕头”

要要要宁波援建青川系列报道之二 宁波晚报（341）
宁波援建小学飘出孩子欢快的歌声

要要要情注青川窑宁波援建青川特别报道渊一冤 现代金报（343）
枣树村，宁波在青川建的另一个滕头

要要要情注青川窑宁波援建青川特别报道渊二冤 现代金报（346）
青川“生命之线”将全线通车

要要要情注青川窑宁波援建青川特别报道渊三冤 现代金报（350）
拉动青川产业链，宁波创下 员缘 个第一

要要要情注青川窑宁波援建青川特别报道渊四冤 现代金报（353）
600 天后，废墟上崛起新青川

要要要宁波援建青川回访记（上篇） 宁波日报（355）
宁波印记，指引青川前行

要要要宁波援建青川回访记（下篇） 宁波日报（359）
宁波市又一援建项目顺利完成

要要要浙川两省省长吕祖善尧蒋巨峰为青川人民医院落成启用揭碑

中国宁波网（363）
我市举行隆重仪式欢迎援建青川干部凯旋 宁波日报（369）
一份人人满意的答卷 一座人人铭记的丰碑 中国宁波网（371）
青山绿水见真情

要要要宁波市对口支援青川县灾后恢复重建纪实 宁波日报（377）
解读宁波援建青川一镇三乡 广元新闻网（382）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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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援建的河姆渡丰碑

要要要解读困难重重的青川县城重建 广元新闻网（391）
青川县城“脱胎换骨”规划建设推进纪实 广元新闻网（398）

第五部分 宁波援建英雄谱

一切为了青川百姓 李金平（源园4）
铁肩担大任 砥砺铸风骨

要要要记宁波市对口援建青川指挥部 宁波日报（源09）
“七个特别”变瓦砾为“瓦乐”

要要要瓦砾乡党委书记韩素平眼中的宁波援建干部 韩素平渊413冤
真情奉献为青川

要要要记宁波市对口援建青川指挥部指挥长史济权 四川新闻网（源员苑）
大爱无疆 甬川情深

要要要记共产党员尧市审计局援川干部敖建萍 宁波市审计局机关党委（源圆员）
关于表彰 2008 年度宁波市援建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报 （源圆猿）
中共宁波市委、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表彰宁波市支援青川县灾后恢复重建工

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报 （源圆缘）
在宁波市支援青川灾后恢复重建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王辉忠（源猿源）
在宁波市支援青川灾后恢复重建总结表彰大会上的主持词 刘 奇（源猿愿）
在援建总结表彰大会上的发言 史济权（源源员）
在援建总结表彰大会上的发言 李恒贤（源源6）
在援建总结表彰大会上的发言 宁波建工集团代表（源源8）
宁波市支援青川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获国家、省、市级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450）

第六部分 灾后重建大事记

宁波市支援四川灾后重建工作大事记 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源54）

后 记 （源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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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千里援川续辉煌 港城大爱铸丰碑
———宁波市支援四川省青川县部分乡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综述

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

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 04 秒，是每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记的黑色记忆。

那一刻，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涉及范围最大的里氏 8 级地震突袭四川。无

情的灾难顷刻间使数万同胞不幸遇难，数百万家庭失去世代生活的家园，数十年甚

至几代人辛勤劳动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危难时刻，紧急关头，宁波市各级党委、政

府在党中央、国务院和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第一时间做出支援四川抗

震救灾的决策部署，第一时间派出突击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动员全社会赈灾募

捐……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同心戮力，共克时艰，展开了一场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

抗震救灾斗争，谱写了一曲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百折不挠的英雄凯歌，

取得了支援四川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

就在地震发生后不久，全市人民支援四川抗震救灾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宁波市

委、市政府已开始着眼灾区的长远发展，谋划支援灾区恢复重建的各项工作。

2008 年 5 月 18 日，地震灾情发生一个星期后，宁波市委、市政府就郑重致函四川

省委、省政府，提出对口援建灾区一个乡镇，成为全国第一个提出对口援建灾区建

议的城市。7 月 28 日，宁波市委、市政府制定出台对口支援青川县部分乡镇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方案，正式确定了“一县一区帮一乡、三区两市帮乔庄”的援建方式。8
月 26 日，宁波市支援青川县部分乡镇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启程开赴青川县，宁波

市支援四川省青川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正式拉开了帷幕。

在两年多的援建过程中，宁波市各级党委、政府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坚

定的大局意识，积极响应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号召，集中全市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优

先安排，全力推进。全市 11 个县（市）区和市委、市政府 11 个部门直接参加、31 个

部门配合参与，承担了 26 项浙江省定援建项目、119 项宁波市定援建项目。全市直

接参加援建的各类人员达 5000 多名，投入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资金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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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宁波市委、市政府肩负人民重托，立足灾区长远发展，坚持工程援建、产业援

建、智力援建相结合，为四川省青川县地震灾区尤其是“一镇三乡”实施了一次规模

浩大的“输血”救助和“造血”重建工程。宁波的所有援建人员与青川灾区干部群众

一道，不畏艰难，无私奉献，发扬伟大的“援建精神”，超额圆满完成了党中央、国务

院和省委、省政府交给的援建任务，谱写了一首对口援建的壮丽诗篇，展现了宁波

文明城市、爱心城市的风采。

一

青川县位于四川盆地北部边缘，川、陕、甘三省交界地带，全县面积 3215 平方

公里，幅员辽阔，山地陡坡多，平原谷地少，素有“鸡鸣三省”、“九山半水半分田”之

称。青川县辖 9 镇 27 乡，总人口 25 万，其中农业人口 20 万。2007 年，青川县地方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2115 万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 2683 元，综合竞争力在四川省

181 个县（区、市）中列 164 位。在“5·12”特大地震中，地处龙门山脉地震断裂带的

青川县损失惨重，全县 4697 人遇难，124 人失踪，15489 人受伤，95%以上的房屋垮

塌，基础设施全面瘫痪，学校全部停课，工厂全部停工，因灾损失 500 亿元以上，是

列北川、汶川之后的四川省第三个极重灾区。

2008 年 6 月，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安排，宁

波市对口支援青川县乔庄、黄坪、瓦砾、茶坝四个乡镇的灾后恢复重建。其中乔庄镇

是青川县城所在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震前全镇人口 2.5 万，2007 年生

产总值 6060 万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203 万元。在“5·12”特大地震中，乔庄镇

遭受了极大损失，房屋倒塌 1.7 万间，学校、医院几乎被全部摧毁，交通、水利、供水

等基础设施陷入瘫痪。乔庄镇的重建，面临着难度最大、要求最高、时间最紧等重重

困难，是援建青川工作中最重要、最艰巨的任务。按照宁波市“一县一区帮一乡、三

区两市帮乔庄”援建工作方案，青川县城乔庄镇恢复重建的任务，由宁波市鄞州区、

奉化市、象山县、北仑区、江北区等“三区两市（县）”对口承担。黄坪乡位于青川县城

以东 9 公里，辖区面积 68.09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12512 亩，辖 5 个行政村，全乡总

户数 1679 户，总人口 5985 人，2007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2440 元，城镇居民可支配

收入 6000 元。地震使黄坪乡遭受直接经济损失 16767 万元，受灾农户 1623 户，受

灾人口 5985 人，垮塌房屋 7546 间，严重受损房屋 2116 间，农作物受损 7675 亩，12
条村社公路无法通车，5 所村小校舍垮塌，其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尽毁。该乡由

余姚市和江东区对口援建。由宁海县和镇海区对口支援的瓦砾乡位于青川县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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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部，距县城乔庄约 18 公里，面积 41.5 平方公里。全乡辖 5 个行政村，地震前全乡共

1061 户，人口 3869 人。2007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2700 元。地震造成全乡 6 人遇难，

447 人受伤，95%房屋倒塌或严重损毁，道路、通讯、供水、供电、电视等基础设施全

部损毁，乡政府、村委会、学校、医院、农技站、畜牧站等公用设施被毁，塌方、泥石

流、变形体等地质灾害点 38 处，其中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 5 处，大部分农户的农田

和生产工具被毁，生猪养殖、食用菌种植等经济产业受到沉重打击，全乡经济损失

2 亿余元。慈溪市和海曙区对口援建的茶坝乡地处青川县的偏远山区，高山盘踞，

平均海拔 1300 米，面积 130 平方公里，辖 9 个行政村，1848 户，6047 人，山高路险，

地广人稀，被当地人称之为“青川的西藏”。茶坝乡有十余条地震断裂带横穿全乡，

是这次大地震的极重灾区。全乡有 13 人死亡，1848 户全部受灾，损毁房屋 9133
间，经济损失 1援3 亿多元。地震对全乡的基础设施造成毁灭性破坏，卫生院、信用社

等公共建筑全部垮塌，学校教学楼受损严重无法正常上课，电力、通讯、供水全部中

断，全乡道路全部中断，严重塌方 30 余处、30 多万方。

按照中央提出的“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要求，宁波要在两年内集中人力、

物力、财力，重建青川的“一镇三乡”。其中县城乔庄镇的重建，从县城动议搬迁到最

终中央决定原址重建，又整整耗费了 9 个月的时间，这意味着宁波要在 15 个月的

时间里，完成一个基本“不可能”的任务：建成一座青川新县城。繁重的援建任务，巨

大的工作压力，考验着所有援建人员的精神、作风、智慧和能力。

二

2008 年 8 月 27 日，宁波市对口支援青川县部分乡镇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在

青川挂牌成立，41 名宁波援建干部分别入驻青川县乔庄镇、黄坪乡、瓦砾乡和茶坝

乡，宁波支援青川县 4 个乡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全面启动。2009 年 3 月，按照中央

的要求，援建时间由原来的 3 年缩短为 2 年。

面对这一重大而光荣的政治任务，宁波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和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在最短时间里制定了对口援建工作方案，先后选

派 53 名援建干部、36 名支教老师、234 名医务人员和 5000 多名建设人员进川开展

对口援建。全市各级各部门把对口援建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讲困难、不计条件、

不打折扣，在人员选派、资金保障、物资筹集、技术帮扶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支持，

迅速形成了同心戮力抓援建的工作局面。

两年多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上下以不畏艰险的顽强作风、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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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一流的标杆意识、团结奋进的协作精神、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倾力支持援建工

作。广大援建干部职工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

精神，全力推进援建项目建设，共实施援建项目 145 个，完成投资 13.53 亿元。2010
年 9 月，援建项目全部建成，整体移交，圆满完成了中央提出的“三年援建任务两年

基本完成”的任务，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重建县城乔庄镇是宁波对口援建工作的

重点，也是浙江全省援建工作的重点。在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全市共投入资金 10.4
亿元，占对口援建工程总投资的 77%。实施了安居住宅、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

体育、市政设施等五大类 20 余个项目，建设了青川县人民医院、广电中心、文化中

心、残疾人康复中心、职工服务中心、污水处理厂、自来水厂、3 个安居小区、5 所学

校、1 条入城干道、4 座桥梁、6 公里市政道路、6 个县城公园，整治了 1 条主要河道，

新建防洪堤 1300 米。县城乔庄镇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保障能力达到或超过

灾前水平，成为名副其实的青川政治、文化中心。

两年多来，宁波帮助青川县一镇三乡

完成了 6806 户农房重建任务，建成了乔庄镇回龙村下坪社农房重建示范点、黄坪

乡枣树村枣树坝社示范点、瓦砾乡庙子村苏家坪社示范点、茶坝乡寺坝村上寺坝、

下寺坝农房重建示范点等 12 个农房重建示范点，灾区群众全部搬进安全、漂亮的

新居。新建了总建筑面积 12.8 万多平方米、可安置居民近万人的乔庄上坪安居房

（尚品花园）、乔庄小坝安居房（甬苑小区）和乔庄万众安居房（万众嘉园），并配套建

设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商贸网点和公共绿地等。青川县一镇三乡

的城镇居民住房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受灾群众家家住上了安全、经济、实用、省地

的永久性住房。

除了抓好县城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

设，宁波还十分注重乡镇公共设施重建工作，着力建设一镇三乡的交通、水利等基

础设施和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设施。重点实施了乡镇的交通、场

镇、学校、医院、安全饮水等工程。投资 7618 万元建设了 30 多公里长的黄（坪）茶

（坝）公路；投资 2493 万元重建了茶坝、黄坪、瓦砾三个场镇的市政道路、路灯、供水

管网、污水管网、绿化等场镇基础设施，开展场镇街景风貌统一综合打造等场镇环

境综合整治；投资 4612 万元重建了三个乡镇的卫生院和学校；建成了 36 座漫水

桥，290 公里通村道路；新建 83 个集中供水点，120 个蓄水池。这些项目的实施，使

一镇三乡的百姓出行难、就学难、就医难、饮水难的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乡镇的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大大超过地震之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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