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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3 月，昭通和平
解放，设昭通专区。

1970年，改昭通专区为昭通地区。
2001年1月，昭通撤地设市……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云南省

委、省政府高度关心昭通发展，特别是
2015年1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昭通视
察并作出重要指示。昭通各级干部和各
族群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紧扣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深入
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兴市、交通强市、城乡
融合、生态优先、人才支撑“六大战略”，扎
实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走出了一条

“以产兴城、以城聚人、以人兴业”的产城
人融合发展新路子，在党和国家事业大踏
步前进的征程中，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辉煌
成就。2012年以来，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
均增长8%，11年翻了三番，2023年增速位
居云南省第一位。

今天的昭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这种变化是从贫困落后到繁荣振兴的
幸福跨越，是从百废待兴到百业兴旺的跨
越，是从泥泞小道到幸福之路纵横交错的
跨越，是大国重器从无到有的跨越，是文
化旅游从一张白纸到百花齐放的跨越，是
民生事业从弱到强书写温暖幸福答卷的
跨越……

餐桌上的味道之变
中秋佳节，昭阳区市民杨女士在昭通

城边上一家农家乐点了一大桌子菜为母
亲过生日。看着餐桌上色香味俱全的菜
品，老人由衷地感叹道：“你们这代人赶上
了好时代，餐桌上的这些菜，在过去我们
是连想都不敢想啊！”

母亲的话，让杨女士记忆的阀门瞬间
打开。杨女士的家乡在彝良县的一个普
通村庄。20世纪80年代，物质匮乏，生活
艰辛。一年四季，一日三餐，餐桌上几乎
全是清一色的素菜，“我们吃得最多的是
白菜和萝卜。只有逢年过节或家里来了
客人，才会添上一两个荤菜。”杨女士清楚
记得。到 20世纪 90年代，老百姓菜篮里
的蔬菜品种丰富多了，人们的生活品质上
了一个台阶。

尤其是近 10 年来，生活变化更大。
杨女士家陆陆续续有了豆浆机、微波炉、
电烤箱……各种厨房小家电的出现，提升
了她家的饮食品质。餐桌上的菜品越来
越丰盛，用心吃三餐成为一种追求。闲暇
之时，杨女士从手机上学会了不少菜肴的
做法，厨艺也越来越好。根据家人的偏爱
和喜好，餐桌上呈现出物质的丰盈和生活

的富足，杨女士俨然成了一名大厨。慢慢
地，杨女士还意识到健康饮食的重要性，
做菜时更加注意合理搭配。

特别是过年，杨女士家里的年夜饭
颇为丰盛，这几年春节，她最深的感触就
是，每到除夕夜，朋友圈就会上演“美食
大赛”。

曾几何时，老百姓还在为“吃得饱”发
愁，而站在 2024年，“谁来养活我们”的问
号已经被远远抛在身后。守住耕地红线、
组织实施“菜篮子”工程……“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了
自己的手上，即便面临新冠疫情，货架上
的粮食也满满当当。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加快推进
农业现代化的硬支撑。今年 2月下旬，昭
通市委、市政府提出“确保全年粮食播种
面积 760万亩、产量 212万吨”，保障粮食
安全，提升粮食产能是首要任务。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近年来，
昭通牢牢守住耕地红线，加快高标准农田
建设，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
供给提供了基础支撑。2023年，完成高标
准农田建设 32.96万亩、占省下达任务的
130.95%；完成粮食播种面积766.04万亩、
产 量 210.38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0.83% 和
1.05%。

时光荏苒，岁月变迁。从单调寡淡到
丰盛精致，从粗茶淡饭到营养健康，餐桌
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国家的巨大变化。
没有什么比“舌尖上”的幸福来得更直接。

乡村到城市的“跨越”之变
如果说饭桌上的变化是最简单的幸

福，那么居住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对于很多
普通家庭来说，就是实现了质的飞跃。

金秋时节，鲁甸县卯家湾安置区，以
黄色为主基调的安置楼房在夕阳的映照
下格外和谐。82岁的罗吉富与妻子每天
在家带孙子，没事就看看电视，去广场上
走走，和邻居们聊聊天，到农贸市场买买
菜，回家做饭给孙子吃……他们每天的生
活无忧无虑。

说起安置区的生活，罗吉富说：“这些
年，家里发生最大的变化就是搬进了市区
居住。在这里生活真的很好，医院、学校
都在安置区内，孩子上学、家人看病都很
方便。儿子外出务工挣钱养家，政府还给
我们发放低保、养老金等，一家人不再为
生活发愁。”

安置区内的居民现在都适应了这里
的生活环境，罗吉富说：“老家山高坡陡，
出行、生活都极不方便，从搬来安置区后
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同罗吉富一家人
的情形一样，所有搬迁的家庭现在所居住
的环境与之前相比，其优越性是不言而喻
的。3.9万人的安置区，和谐、幸福的旋律
充盈着每个角落，一幅安居乐业的画卷呈
现在人们的面前。

昭通老百姓生活条件的改善，得益于
脱贫攻坚的实施。

昭通曾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级
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
主义制度优势，全市各族干部群众打响一
场场感天动地的脱贫攻坚战，35.47 万山
区群众搬迁进城，185.07万贫困人口全部
如期脱贫，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
决，在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中探索实践了昭通路径。随
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深入推进，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
火，2023年全市脱贫群众人均纯收入增长
16.8%，增速位居云南省第一位。

强化产业和就业“两项支撑”，是持续
提升农村居民和脱贫群众收入水平的关

键所在。昭通干部当好农民利益“代言
人”，建立土地流转等收益同经营主体收
益同步增长机制，让农民在资源资产增值
中更多受益；大力支持种植养殖大户、乡
村工匠、带货主播创业……

在全球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浪潮中，昭通立足得天独厚的资源优
势，正在加快打造高原特色农业、绿色能
源、绿色硅铝、磷基及新能源电池材料、现
代服务业“五个千亿元级”产业集群。

昭通出产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因绿
色、生态、有机而广受消费者喜爱，面积近
100 万亩、年产 110 万吨的昭通苹果畅销
海内外，花椒种植面积达 155 万亩，小小
花椒树成为致富大产业，稳定种植马铃薯
237万亩，昭通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
的优质种薯供应基地。

同时，工业发展势头强劲，电力装机
容量规模达 2455 万千瓦，煤炭年产量
1000万吨，70万吨水电铝、80万吨有机硅
等一批重大工业项目落地投产，云南省第
一块光伏玻璃于 2024年 6月在昭通生产
下线，2023年工业增加值是 2012年的 3.6
倍，闯出了一条“绿色能源+先进制造业”
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房前屋后的庭院之变
驾车穿过昭通城南，顺着大山包一

级公路行驶不到五公里，左拐进入昭阳
区永丰镇元龙社区，柏油路面的左侧，一
个村庄豁然出现在眼前——整齐划一、
白墙灰瓦的一排排独栋小洋楼格外耀
眼，家家户户家庭菜园里的各种蔬菜长
势喜人，村庄广场上，三五成群的老人聚
在一起闲聊……

这个房前屋后种满了鲜花和蔬菜的
陈家营自然村，让人很难把它与贫穷、落
后、闭塞联系在一起。

其实，陈家营自然村曾经是永丰镇最
贫穷的村庄，贫困户一度占了全村人口的
近三分之一，村里唯一的主干道是一条不
到两米宽的土路，全村几乎都是破败不
堪、毫无安全性可言的土坯房。2015年，
陈家营自然村被定为昭阳区“美丽乡村建
设”的示范点，完全拆除了原来的土坯房，
通过统一规划并整合资金新建了现在的
陈家营自然村。 2016 年底，村民全部搬
进了新房。从此，陈家营自然村村民开启
了幸福新生活。

在云南第四大、面积 525平方公里的
昭鲁坝子上，历史与现实相连、城市与乡
村相融、经济与人文共兴的昭通中心城市
加速崛起，昭阳、鲁甸、大关“一城三区”基
本实现了城市规划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
化、道路交通一体化、城乡融合一体化和
公共服务同城化、社会治理同城化，昭阳
至鲁甸、大关靖安两地通行时间只需 20
分钟，“一城三区”常住人口达 80 余万
人。充满红色基因的镇雄、彝良、威信焕
发勃勃生机，金沙江沿岸的巧家、永善、绥
江、水富已发展成为美丽的滨江城市，茶
马古道上的盐津已成为独特的“一线”城
市。广大农村村庄变美了、村民生活更好
了，农村人口有序向城市转移，全市城镇
化率提升18个百分点、达42%，形成了“以
城带乡、城乡融合”的发展格局。

在陈家营自然村，村民们在房前屋后
打造的“小菜园、小花园、小果园”就有 46
处，利用木杆、竹竿设置庭院围栏扮靓小
庭院；用石缸、石磨、犁铧等农具因地制宜
打造了 34 个独具特色的精致小景观；头
脑精明的农户开起了小超市。舒适整洁
的村庄环境，提升了群众的生活品质，让

这里成为城里人羡慕的田园农庄。
近年来，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在昭通逐步形成。
村民赵庆秀有深刻的体会。她说，如

今村里的生活垃圾开始规范管理，过去农
村垃圾都是在家门前扔，如今有了定点垃
圾桶，每天清运，环境干净了很多。

从农村厕所革命到生活垃圾、生活污
水治理，从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城市
黑臭水体治理到城市公园、绿地、绿道建
设，城乡人居环境更加整洁、舒适、美丽。

从“光盘”行动、节水节纸、节电节能，
到环保装修、拒绝过度包装、告别一次性
用品，“节俭风”吹进千家万户，简约适度、
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社会
新风尚。

小康生活的幸福之变
刚刚结束的“昭通小肉串烧烤工”技

能竞赛又一把带火了昭通这座城市的旅
游，掀起了游客到昭通必吃小肉串的热
潮。在昭通，雄奇壮美的金沙江、大山包，
充满历史烙印的昭通古城、龙氏家祠及年
均15.7℃的高原气候，吸引了各方游客到
此避暑休闲，每年夏季日均在昭通避暑旅
居游客达20万人以上。

拉起二胡曲、跳起拉丁舞、走起旗袍
秀、唱起爱国歌……今年7月至8月，每天
傍晚的望海楼公园，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拥挤的人群中传来的都是“川渝口音”。

“前几天从昭通回家去，实在受不了
自贡闷热的天气，我们 4对老夫妻又坐火
车返回昭通了，计划过完中秋节，等天气
凉爽了再回家。”再次来昭通避暑的自贡
旅客李先生说。

据昭通市文化和旅游局统计，今年
6—8月，全市接待游客 765.37万人次，实
现旅游总消费 84.7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5.72%、31.87%，人均1106.92元。

旅游要发展，交通是先决条件。近年
来，昭通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智慧和
勇气，大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公路
通车里程由 2012年的 135公里增至 1000
公里，打通了 11 个出滇、入川、进黔高速
通道；成贵高铁把革命老区带入发展快车
道，渝昆高铁加速构建昭通与周边省会城
市“2小时高铁圈”；昭通机场 8条航线架
通了与京津冀等重要区域的“空中走廊”；
水富港跃升为千万吨级枢纽港口，3000吨
级船舶可从昭通直达上海，昭通正在成为
滇川黔渝区域综合交通枢纽。

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昭通的民生
事业取得长足进步，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幸福感、获得感越来越强。2012年以来，
全市新改扩建学校 1005 所、新增学位 30
万个；新增医疗卫生机构 636 家、新增床
位 2.53万张，每千人口床位数 8.33张，老
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
育、医疗资源。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
群众看病都能报销医保，年满 60 岁就能
领取养老保险，每一名困难群众都享有
基本生活补助，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得
到常态化全方位关爱服务……精神文化
生活日益丰富，昭通老百姓的精神面貌
发生了很大改变。

如今，这里的脱贫群众开启了新
生活，这里的产业发展迈出了新步
伐，这里的城市乡村展现了新面
貌，这里的综合交通实现了
新跨越，这里的民生事业
达到了新水平……如
今的昭通，正向着
幸福持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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