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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河  赋   
                                                  张克复

陇原中部，沟壑纵横；临夏东南，丘陵叠重。南康乐，北东乡，广

河县踞中；东临洮，西和政，太子寺为城。山呼河拥，“一川两山”若

奔兔拟形；天运地通，“两河一路”如玉带贯境。西汉设县大夏，明清

县名宁定。穆斯林聚居兮，蕴物阜民丰；伊斯兰文化兮，呈民族风情。

居高原不逊江南之景，处丘壑常促繁盛之兴。自古有“临夏东大门”称

誉，现今传“西部旱码头”美名。

灿灿广河，丽景之城。其人杰地灵兮，水陆兼攻；其山秀水美兮，

霞蔚云蒸。登斯原也，瞰广通河，似九曲回肠，两岸人潮涌动；睹洮河

水，若琉璃碧带，四周田畴葱茏。临此地也，览丘陵，如蛟龙匍行，千

里沃土绵亘；观峰峦，类青牛闲卧，一线天地交融。尤喜气候宜人，四

季分明；春闻鸟鸣，夏沐清风，秋望霁月，冬赏雪莹。更兼端阳前后，

南北山上，看碧树绿荫婆娑，赏芳草郁郁葱葱；城乡院中，有芍药风情

万种，炫牡丹万紫千红。造化赐宝地，天公斗巧乃如此；自然设丽景，

花香袭人美广通。

悠悠广河，文化之城。境内文物古迹繁多，辖地民族文化殊迥。

马家窑半山文化星罗棋布，齐家文化摇篮于此命名；前者彩陶精美，后

者玉铜并用；乃新石器时代之遗迹，亦父权制及阶级过渡之典型。回

族、保安、东乡族，伊斯兰文化荟萃；开斋、圣纪、古尔邦，穆斯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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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盛隆。古生物化石，海外称奇；清真寺砖雕，国内扬名。婚丧嫁娶、

民俗礼仪，别具特征；佳节盛会、衣食住行，和而不同。建筑艺术兮，

采回、汉、藏而兼容；地域文化兮，融中、西、阿而鲜明。处处风情浓

郁，人文相映；更兼美食名吃，任人尝评。酿皮子、甜醅子，辨味而食

指大动；糊羊肉、扣牛肉，闻香而口齿津生。民族聚居之乐土，繁衍生

息之胜境。

赫赫广河，改革之城。执政为民，立党为公；廉洁自律，团结奋

进。政治清明，用人选贤任能；社会和谐，上下人和政通。改革创新

兮，建设幸福新广河；民生惠泽兮，富裕万家老百姓。民族团结兮，

宗教和顺；众志成城兮，发展转型。一片赤诚为民，谋众所想；五大民

生工程，百姓称颂。排除万难兮，清流引自太子山，实现安全饮水；情

系万家兮，甘泉注入农户中，喜圆百年美梦。精心规划，广通河北开新

局；合理布局，钟鼎山下起新城；环境优美，结束以路为城史；功能完

善，以新带旧百业兴。弘扬文化，博物馆、民俗馆拔地而起；重视教

育，入学率、升学率大幅提升。改造危房，起座座新居；旧城建设，燃

十里华灯。千年古邑焕新貌，花儿声声颂太平。

浩浩广河，商贸之城。昔丝绸之路出四贾，唐蕃古道居要冲；今连

接藏区通兰州，西部商埠更振兴。广河人民，勤劳质朴通达变；走南闯

北，四海三江广经营。突出特色，构建洮河经济带；培育产业，经济指

标日日增。三座新建电站，相映成景；五大商贸平台，城乡盛荣。商贸

流通，汇集八方财富；务工创业，赢得一片光明。商贸流通活跃，堪称

西北第一集；发展皮毛产业，接轨中外俱亨通。完善体系，喜集贸市场

广阔，畜禽茶大规模集散；扶持非公，看民营资本富足，多行业宽领域

兢荣。

煌煌广河，农牧之城。结合县情谋发展，合理种养遵规律。走出

循环农业新路，推广全膜双垄沟播玉米；实现旱作农业高产，开创西部

农业生产奇迹。科技兴农兮，坚定不移；探索实验兮，开拓进取。坚持

种养结合，发展草食畜牧业；延伸产业链条，秸秆多用增效益。科学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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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推广人畜分离；技术保障，实行集中管理。联户养殖，媲美安徽小

岗村；农民增收，千家万户皆欢喜。层层梯田，铺呈绿色新希望；闪闪

地膜，折射山川处处晖。小沼气，引领农村能源革命；大跨越，整县推

进经济腾飞。

欣欣广河，奋进之城。忆岁月峥嵘，看今朝繁荣；八方来客，商贾

汇聚；皮毛产销，民营为龙；非公党建，全国先行；引资招商，发展如

虹。东风强劲兮，座座广厦比栉立；细雨滋润兮，处处集市春意浓。乡

乡公路畅，村村汽车通。旧日高原，城乡四通八达；往昔古驿，街衢车

水马龙。西部大开发，渐入佳境；科学助发展，多元振兴。正所谓：万

木争芳迎春到，千帆竞发大潮涌。

赞曰：广通春水，清波漾漾；翠山嘉木，绿意盎盎。西部崛起，广

河盛昌；激流勇进，乘风破浪。前途璀璨，道路宽广；幸福广河，福祉

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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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古人云：郡县治，天下安。

县一级是自秦实行郡县制以来沿用至今的国家基层政权，已经沿用了

两千多年。县一级处在宏观与微观、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决策与执

行的重要结合部。就一个县的经济构成、经济总量和发展模式，对整个国

家来说，是微乎其微的；但一个县的经济发展，直接关系到本地区的政治

安定与社会稳定，直接关系到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群体的生计和切身

利益。县域经济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且决定着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是名副其实的“国本经济”、“民生经济”和“稳定经济”。

广河县是甘肃省行政县之中面积最小的一个县，是国列扶贫开发重

点县。地理特征可概括为“一川两山，一路两河”，即南北两山中间夹

着东西走向的狭长川区和由西向东流向的广通河，兰郎公路、康临高速

穿境而过。川区狭窄，70%的土地属于山旱地；县内资源匮乏，自然条件

严酷，基础设施薄弱；经济总量小，财政吃紧，群众受教育程度低，吃

水难、行路难……这样一个县域环境要承载全县人民与全国同步进入小

康社会的理想和建设“幸福广河”的蓝图，贫困的症结如何突破？发展

的出路在哪里？如何把经济社会发展引入快车道？

凤凰只有在火中涅槃后才会重生。

国外研究资源区域经济的战略专家桑普尔特对资源丰富且完全依赖



5

性强的区域和资源贫乏或资源枯竭的区域有个形象的比喻：上天突然将

恩赐给人的资源收回，依赖资源型者会手足无措，而从容发展的仍是资

源贫乏或资源枯竭者。因为后者始终处在一种“无”的忧患之中，开启

智慧，“无”中生“有”。纵观世界经济格局，资源越丰富的国家往往

发展速度越缓慢，当年“四小龙”中的新加坡领导有言：“非常幸运的

是我们这个国家没有资源。”没有资源可促使人们大胆创新，敢想敢干

敢尝试，正如列宁所说：“创新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和

源泉。”

广河的发展史，正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破除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

观念，不断破解难题，创业创新，取得科学发展新成就的历史，也正好

验证了以上言论。

广河县四大家班子怀揣炽热的情怀，敢于担当的社会责任心，穿

梭在山塬村社、田间地头，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以居群山

之巅俯视广河之位，剖析制约广河脱贫致富的症结，进一步找准了推动

广河科学发展的切入点和落脚点；以“不信东风唤不回”之势，剥茧抽

丝、层层递进，攻坚克难、创业创新；在思想上为民利民，工作上惠民

富民，作风上亲民爱民，以独有的“精、气、神”贴近与群众的感情，

使各族各界高度凝聚，空前团结；始终坚持县委常委带头，县级干部带

头，单位一把手带头的“三个带头”，大力推行情况在一线掌握，办法

在一线探寻，问题在一线解决，干部在一线锻炼，形象在一线树立，任

务在一线落实，业绩在一线实现的工作方法；带领全县人民凝心聚力谋

发展，一心一意搞建设，通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一个贫困县的艰难

跨越，开创了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当来自全国各地参加旱作农业现场会的代表行进在南部山区的层层

梯田，用惊奇的目光打量这一方土地；当一批批农业方面的专家学者蹲

在田间地头，啧啧称奇；当参加全国非公经济党建工作的代表们深入石

房企业深受感动；当一户户企业入驻园区，破土动工时……广河人民的内

心里充满了喜悦，激荡着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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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条条深埋于地下的管道，将甘甜的清流翻山越岭引进千家万

户；当一幢幢漂亮的楼房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当一弯弯梯田玉米茁

壮，一座座养殖场牛羊肥壮……一幅幅真实的画面定格在这片希望的田

野上。

这里，人杰地灵，藏龙卧虎；

这里，人民勤劳质朴，聪慧能干；

这里，经济基础雄厚，发展潜力巨大；

这里，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这里，是一片创业的沃土！

这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时代。政府的形

象，老百姓的精神面貌，关系着一个地方的投资环境、经济发展和人心

向背。

广河正处于加快转型跨越的关键时期，为了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广

河的特色优势、资源优势、农业优势和人文优势，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广

河，体味浓郁的民族风情，感受蓬勃的发展活力，进而为招商引资，承

接转移产业，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实现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县

委宣传部、县文联以饱含深情的笔触，截取生产生活中的一个个片断，

一段段历程，记录真实的建设场景，发展进程，编撰了纪实文学集《广

通之歌》，旨在展现广河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解读科学发展的探

索实践，深情讴歌这一方深厚的土地，这一方勤奋的人民！

如果说广河是一条激情昂扬的河，那么《广通之歌》采撷了几朵小

小的浪花；如果说广河人民谱写着转型跨越的铿锵进行曲，那么《广通

之歌》只是一串跃动的音符。

破茧化蝶，广河正沐浴着时代的春风，信心满怀，扬帆启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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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田野　创业的沃土   

广河县地处陇西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地带，位于甘肃省中部西南方，临夏

回族自治州东南部。东邻临洮县，西接和政县，南连康乐县，北靠东乡县。

总面积538平方公里，全县辖6镇3乡，102个行政村，1121个合作社，总人口

22.7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26人，人均耕地1.97亩，平均海拔1953米，

属温带半干旱气候，四季分明，气候宜人。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广河县古称太子寺，曾为大夏县、定羌县、

定羌巡检司、太子寺、宁定，1961 年更名为广河。境内自然遗存丰富，文物

古迹众多，是著名的史前新石器时代与夏商过渡期典型文化——齐家文化的

发现地。从被确定为国家、省级保护单位的齐家文化和半山文化遗址到发掘

出的各类陶器玉器，都在国内外享有极高声誉，有“齐家文化摇篮”之美称。

特色鲜明，穆斯林风情浓郁。回族、东乡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98%，民俗礼仪、婚丧嫁娶、饮食起居、节日盛会等别具特色。全县有500

余处清真寺和拱北，集古典、现代和阿拉伯风格于一身，融汇砖雕、木刻、

彩绘，形成了独特的伊斯兰建筑艺术风格，享誉西北，有“穆斯林风情大观

园”的美誉。

风光旖旎，旅游资源丰富。原生态的旅游避暑胜地“新马太”风景区，

休闲垂钓之地徐家水库等自然景观享誉省内外；文化考古，生态休闲，民族

风情等初具雏形。主要景点有齐家文化博物馆、甘肃省穆斯林民俗馆、新马

太风景区、水帘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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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广河县东跨洮河至兰州70公里，西距临夏州

府40公里，省道兰郎公路和康临高速纵贯全境，兰临高速近邻而过。全县以

县城为中心，以集镇为枢纽，形成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黄河一

级支流洮河流经辖区，广通河纵贯全境，水能资源较为丰富。

商贸流通活跃，市场功能完善。广河县历来是中国西部的一个重要商

埠，具有“西部旱码头”的美誉；早在汉朝时期，这里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一

个重要驿站；举世闻名的唐蕃故道穿此而过，明代又是一个“茶马互市”的

重要市场。改革开放以来，广河人民继承先辈传统，走南闯北，四海经商，

常年有数万人在全国各地商贸流通业经商、创业；县内民间资本相对富足，

有各类集贸市场40多处；特别是皮毛市场与国内各大市场接轨，触角伸到俄

罗斯等国外市场，是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的重要集散地之一。

非公经济基础良好，发展潜力较大。广河县非公经济起步早，发展快，

是全县最具潜力、最具生机的经济增长点；以皮毛加工为龙头的非公企业经

过3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定规模，逐步向多行业宽领域发展；主要产品有毛

呢、毛毯、毛条、地毯、彩色服装革、鞋面革、兰湿革、真皮沙发等40多

种。2012年，全县有非公企业1300多家，完成工业增加值3.2 亿元。同时，

探索创出了一条民族地区非公经济基层党建工作新路子，被国家工商总局和

省工商局列为联系县和示范县。

洮河经济带初具规模，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以甘肃省广河经济开发区为

核心的洮河经济带区域规划总面积9.38平方公里，建设用地7.085平方公里，

覆盖三甲集镇、齐家镇、经济开发区两镇一区；以皮革毛纺加工业、小水电

产业、茶叶、物流业为支柱产业，储备建设用地2000多亩；基础设施，公用

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日趋完善，建成了三甲集皮毛物流中心，皮革展销中

心，污水处理中心等，中国皮革研究院甘肃省研发中心和甘肃皮革工程研究

中心在宏良公司挂牌成立，使公司集研究、生产于—体，成为全省乃至西北

地区最大的皮革行业研发基地，已通过中国证监会批准上市。

皮革循环经济产业园水电资源充足，发展势头强劲。广河皮革循环经济

产业园地处洮河、广通河交汇处，地表、地下水源充足；全县农村电网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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