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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河区篇

从 1949 年至 2019 年，岁月的脚步丈量过 70 载春秋。翻开尘封的史册，微微泛黄的书页上一行行记录，略显斑驳的照片上一幕幕
定格，都是临河区 70 年来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发展画卷，映射着临河儿女团结一心、顽强拼搏的动人身影。

时间是最客观的记录者，70 年来，临河区于苦难中破茧成蝶，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小县发展成为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新城，经济社会
各项事业及城乡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增长了 1.69 万倍、达到 271.4 亿元，年均增长 15.2%，跃居自
治区 103 个旗县市区第 19 位，经济实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临河区全区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大力发扬“蒙古马精神”，坚定不移地
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今日之临河，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生态宜居，各族人民信心满怀，昂首奋进。

砥砺奋进绘蓝图 浓墨重彩著华章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临河区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史苏文

解放前夕，由于经费拮据，临河区教科
文卫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十分落后。70
年时光变换，从“上学难”到享受优质教育
资源，从“看病难”到签约家庭医生上门服
务，从没有社保到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体
系⋯⋯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
理想正在逐渐变为现实。

一直以来，临河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民生支出连年保持在公共财
政支出的 70%以上，集中力量办了很多顺
民意、惠民生的好事，解决了很多群众牵肠
挂肚的难事，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
安全感显著增强。

1957 年，临河区只有普通中学 2 所，
小学 95 所，在校学生 1.3 万人。十八大以
来，临河区新建、扩建水源路学校、汇丰学
校、临河九小、十小等 19 所学校，足额配齐
各类教辅设施，以自治区第一名的成绩高
标准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验收，教
育教学质量持续攀升，各项成绩稳居全市
第一。2018 年，临河区共拥有各类学校
107 所，在校学生 9 万人。临河区，正在向
教育强区大步迈进。

70 年来，临河区的卫生医疗事业也在
蓬勃发展，已经形成卫生防疫、疾病治疗、
医学科研、医学教育等衔接片配套的卫生
事业体系。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临河区进
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和公立医院改革，
扎实推进分级诊疗工作，建成康复医院、母
婴保健大楼，三级医疗网点实现全覆盖，基
层卫生所、卫生院全面达标。目前，临河区
共有卫生机构 642 个，床位 4720 个，卫生
技术人员 6034 人，分别是 1949 年的 642
倍、944 倍、189 倍。

除 此 之 外 ，临 河 区 科 技 事 业 从 无 到
有、逐步壮大，体育事业迅猛发展、全面展
开，文化广播电视事业生机勃勃、日益繁
荣⋯⋯增进民生福祉，没有终点。

辉煌成就鼓舞人心，美好未来催人奋
进。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临河区将始终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求真务实，一路笃行，以更
加昂扬的姿态，奋力谱写新征程上的重彩华
章。 （本版图片均由临河区委宣传部提供）

今年 72 岁的郑子林是临河区干
召庙镇永丰村五组的村民。上世纪
60 年代，他和妻子住在一间不足 30
平方米的土坯房里，一家人仅靠几亩
薄田勉强糊口。80 年代初，郑子林
搭上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顺风
车，承包了 40 多亩地，养了一口猪、
三只羊和一群鸡，一家人的温饱问题
得到了解决。2012 年，永丰村整村
进行了土地流转，郑子林搬进了楼
房，闲暇之余，他就到村里的企业打
打工，生活过得很是惬意。“现在的好
日子，以前真是想都不敢想啊！”回顾
这几十年来生活的变化，郑子林感慨
万千。

70 年间，从人民公社的统种统
收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铺
开，从人种天收的传统种植模式到机
械化耕作和科学种田，从单纯种粮到
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再到集循环农
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
园综合体示范区，临河区农业经济平
稳发展、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农业面
貌焕然一新。特别是 2018 年，“天赋
河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发布，
更是将河套特色优质农畜产品带到
了全国、全世界。

被誉为“中国羊都”的临河区，羊
产业发展欣欣向荣，从数量到质量，
再到品牌建设，不断攀上一个又一个
高峰。目前，临河区已成为全国“四
季出栏、均衡上市”最大的县级肉羊
集散地，建成规模化养殖场 4514 个，
羊饲养量突破 550 万只。

现代农牧业发展亮点纷呈，工业
经济也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的重大转变。如今，走进临
河的工业园区内，机器设备轰鸣运
转，现代化生产线有序作业，目
之所及都是热火朝天的建
设和生产场面。

截至今年 6 月底，
临河区独立核算工
业 企 业 达 到 340
户，其中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 52 户，从
业 人 员 2.2 万 人 。
先后引进了香港联
邦 制 药 、浙 江 娃 哈
哈、山 东 鲁 花 等 一 大
批名优企业；培育了恒
丰河套面业、维信羊绒、富
川饲料、金川啤酒、美洋洋、三胖
蛋等知名企业；拥有了 4 个国家驰名
品牌、25 个自治区著名商标；形成了
绒纺、食品、电力、冶化、制药、建材六
大支柱产业。

除此之外，现代服务业也在加
速发展，逐渐成为临河区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引擎。尤其是近年来，自
治区西部首家 B 型保税物流中心项
目通过验收，中欧农产品班列正式
开通，陆港实现全年通关，电商物流
产业迅猛发展，对外出口贸易欣欣
向荣，旅游业快速兴起，各具特色的
旅游景区人流如织，年游客接待量、
旅游收入均以 20%以上的增速大幅
增长。

从一横一纵两条土街道到错落
有致的现代化高楼、完善齐备的绿
化亮化设施，白天鲜花似锦，夜晚灯
光醉人，临河城区的发展步伐可谓
是疾如闪电。与此同时，城郊乡村
的变化更是惊人，一村一景，秀美如
画，富强村、民主村等每年都以其精
彩纷呈的民俗文化和淳朴怡人的乡
村美景吸引着八方来客。

近年来，临河区以建设现代化
田园城市为目标，不断加大城市建
设投入力度，市政建设快速发展，城
市功能不断完善，城镇化进程不断
加快，城镇面貌焕然一新。目前累
计 完 成 城 市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563 亿
元，所有背街小巷全部硬化，主城区
20 横 20 纵道路骨架网初步形成，43
个公园游园星罗棋布，城市绿地率
提 升 至 31.7% ，人 均 公 园 绿 地 面 积
达到 12.06 平方米，成功创建为国家
级园林城市。同时，通过实施美丽
乡村建设，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临河区全区 173 个行政村实
现水电路讯房、文教卫保商全覆盖，
各类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公共
服务均等化水平大幅提升，农村公

路达 3783 公里，境内
乡 镇 、行 政 村 实 现
100%通油路。

“ 牛 肉 刚 好 一
斤，38 块 ，支 付 宝
微 信 都 可 以 ！”在
临河的各大便民市
场，不管你走到哪一
家 摊 位 前 ，也 不 管 店
主 多 大 年 纪 ，他 们 的“ 互
联 网 思 维 ”随 时 在 线 。 前 不
久 ，市 民 宋 小 佳 80 多 岁 的 奶 奶 通
过 网 络 直 播 购 买 了 一 条 裤 子 ，今
年 国 庆 假 期 ，他 们 全 家 人 还 打 算
一起自驾游。

如今的临河越来越美，临河人的
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人们从追求

“温饱”到追求“健康”“时尚”，消费需
求不断扩大，消费观念不断更新，生
活质量持续提高。城乡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31510 元和
18309 元，分别为 1978 年的 151 倍
和 269 倍，家庭消费不再是吃饱穿
暖，住房、汽车、旅游等已经成为居民
消费的热点，成为拉动临河区消费市
场强劲增长的主要动力。

经济实力大幅提升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现代农民的精气神。

社会事业蓬勃发展
民生福址持续改善

丰收季节。

电子商务产业园电子商务产业园。。

黄河河套文化旅游区。

金伯利农庄。

美丽乡村。

文化演出文化演出。。

马拉松赛。

临河新貌临河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