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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成立于 1954 年，是全国唯一

的撒拉族自治县和中国撒拉族的发祥地，也是国务院重点

扶持发展的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之一，总面积 2100 平方公里，

总人口 16.16万人。

70 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党的民族政策

光辉照耀下，历届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人民励精

图治、艰苦创业，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在省市各级各部门的关心支持下，全县上下聚焦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集中攻坚，锐意进取，城乡面貌和群众生活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从贫困走向小康、从落后走向繁

荣的历史性跨越，一个脱胎换骨、美丽富饶的新循化傲然屹

立在世人面前。

经济高速发展。从 1954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240 万元、

人均 GDP56 元，到 2023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0.91 亿元、人

均 GDP 达到 30832 元，分别增长了 1704 倍和 550.6 倍。全县

农林牧渔总产值达 10.87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63 倍。工业总

产值从 5 万元增长至 14 亿元，市场主体由 109 户发展到 1700
余户。基本形成了以特色农业、民族工业、文化旅游为主导

的特色产业体系，发展后劲明显增强。

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70 年来，循化县统筹城乡一体

化发展，大循隆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全县自然村道路硬化率

达 100%；夕昌水库、公伯峡南北灌渠、35 村人饮、城乡电力通

讯扩容改造等项目相继落地；吾土斯山土地开发整理项目

有 序 推 进 ；高 品 质 住 宅 小 区 、美 丽 集 镇 、美 丽 乡 村 全 面 建

成。县城建成区面积由 1954 年的 0.5 平方公里拓展到 7.8 平

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42.5%。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循化县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黄河出省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以

上，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2%；先后建成波浪滩生态公

园、清水湾主题公园，森林覆盖率提升到 46.28%，营造了天

蓝、水清、地绿的良好生态美景。

公共服务全面提升。先后建成县二中、白庄初级中学、

城西完小等学校，教育布局不断优化，城乡办学条件大幅改

善，教学质量和成绩逐年提升。健康医疗城等重点医疗卫

生项目落地建设，标准化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实现全覆

盖，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远问题逐步解决。县文体中心、民

俗博物馆、图书馆和大剧院陆续建成，农村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实现全覆盖，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不断完善，极大丰富

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循化是全国首个区域性整体脱贫

摘帽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县内源式脱贫攻坚的循化模式被

编入中宣部、国家扶贫办全国脱贫案例。以撒拉族为代表

的少数民族群众以“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成功把拉面

产业打造成脱贫致富的新模式，年经营性收入超过 15 亿元，

5 万名群众依靠拉面产业脱贫致富。2023 年，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5831 元，是 1985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统计以来的 92.7 倍，循化县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

线，巩固了脱贫成果，乡村振兴稳步推进。

民族团结持续巩固。循化是全省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最

高的县份，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93.45%。建政以

来，循化县坚定不移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全县各族人民

始终守望相助、亲如一家。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开

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先后打造国家级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2 个、省级 4 个。颁

布实施了全省首部民族团结进步法规《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民族团结进步条例》，2019 年荣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县”称号。

党的建设强基固本。70 年来，循化县把坚持和加强

党的领导贯穿始终，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动党

的各项建设全面进步。特别是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

等重大工作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充分彰显出

各 级 党 组 织 战 斗 堡 垒 作 用 和 广 大 党 员 先 锋 模 范 作

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循化县突出思想建党、理论强

党，全面强化理论学习教育，各族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全面提升，政治生态海晏河清、

风清气正。

人民地位显著提升。70 年来，循化县坚持发展

全 过 程 人 民 民 主 ，制 定 实 施《循 化 撒 拉 族 自 治 县

自治条例》，持续加强和改进人大、政协工作，人

大 代 表 、政 协 委 员 履 职 能 力 持 续 提 升 、履 职 载

体更加丰富、履职热情空前高涨，人民当家作

主 权 利 得 到 充 分 保 障 和 有 效 实 现 。 共 产 生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1 名 、省 市 县 人 大 代 表 212
名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1 名 、省 市 县 政 协 委 员

204 名 ，非 公 经 济 代 表 人 士 发 展 到 238
名 ，爱 国 统 一 战 线 更 加 坚 固 ，人 民 地 位

显著提升。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站在新起点，展望新征程，勤劳

勇敢、团结朴实的循化各族儿女将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奋力谱写和美循化崭新篇章，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上创造新辉煌！

（文/图均由循化县委宣传部提供）

——写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成立七十周年之际

踔厉奋发七十载 和美循化谱新篇

本报记者 牛玉娇 陈 俊 王玉莹

七十年沧桑巨变，七十年众志成城，

七十年砥砺奋进，七十年硕果累累。

“ 千 人 共 享 幸 福 面 ，手 执 红 花 庆 盛

会。”8 月 26 日上午，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

县群科新区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随风

招展，幸福的欢歌四处荡漾，化隆县各族

儿女相聚在这里共庆盛会，人人脸上洋溢

着灿烂而幸福的笑容。

红色庄重的舞台上，“中华民族一家

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对联尽诉心声，广

场上，“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美丽新化隆壮丽篇章”几个大字

熠熠生辉，表达了化隆人民团结奋进的精

神风貌和迈向新征程的豪迈气概。

舞台上多彩的镜头和美丽的光圈将

化隆九曲黄河、杏花飘香、亿载丹霞、百年

藏庄、山水化隆、拉面之乡的美好一一呈

现。

8 时 30 分，踏着欢快的鼓点，化隆县

各代表方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入场，广

大群众精神饱满、党员干部意气风发、少

年儿童热情洋溢，他们是伟大盛世的参与

者、执行者、接班人，也是化隆县 31 万各

族儿女幸福生活的代言人。

9 时整，彩烟升空，礼炮和鸣，庆祝大

会正式开始。来自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

委祝贺团，青海省党政军代表团，海东市党

政军代表团，以及各方受邀嘉宾、现场观众

全体起立，升国旗、唱国歌，随后，全国人大

民委、国家民委祝贺团和青海省党政军代

表团宣读贺电及贺信，现场响起经久不息

的掌声。

山水化隆迎宾朋，欢歌起舞庆盛世。

在一曲庄重欢快的《鼓舞盛世》舞蹈中，庆

祝大会文艺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演出分为三个篇章，上篇《火红年代》

精彩的情景歌舞《十送红军》《在希望的田

野上》，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红年代；

中篇《春的旋律》中《绿水青山》《山水化

隆》等舞蹈，结合化隆绿水青山元素，展现

了化隆县各族群众携手共创美丽新家园

的精彩画卷；下篇《梦想起航》，以情景杂

技《勇闯天下化隆人》、舞蹈《黄河汉子》歌

唱新时代、歌唱新化隆，赞美了敢拼敢闯

敢干的化隆人。

“座座温棚，鲜蔬上市，条条高速，

珍货穿梭，县摘贫穷之帽，民咏幸福之

歌……”演出中，音诗画《致敬巴戎大地》

以慷慨激昂的文字讲述了化隆从古至今，

从脱贫攻坚决胜小康奋斗历程到乡村振

兴的累累硕果。

七十年筚路蓝缕,七十年风雨兼程。

从 1954 年第一面红旗屹立甘都镇以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化隆各族儿

女勇毅前行，在新征程上迅速崛起。

从脱贫攻坚决胜小康到乡村振兴繁

荣发展，从积石山 6.2 级地震到灾后恢复

重建，从一碗拉面奔小康的人间奇迹，化

隆县各族群众肩并肩、手挽手、心连心，打

造了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美丽家园，

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拉面

之乡行稳致远，人民生活幸福感、获得感

不断增强。

在“千人共享幸福面”的活动现场，化

隆县地方品牌产业培育促进局局长赵政

说:“这里聚集着 20 多个拉面品牌，将为群

众提供三天的免费牛肉面，让大家在拉面

之乡的幸福指数不断增高。”

化隆县第二小学学生马瑞轩是一名

小演员，舞台上的她敲打着欢快喜庆的腰

鼓，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她说：

“我参加排练一个月了，我祝我的家乡越

来越美，越来越好，祝祖国繁荣昌盛。”

高歌抒怀，歌以咏志，向祖国致敬，为

化隆祝福。在歌舞《同心共筑中国梦》中，

化隆县成立 70 周年庆祝大会落下帷幕，

全体演职人员齐声高唱《歌唱祖国》，表达

着七十年难忘而珍贵的奋斗和收获，表达

着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新征程上砥砺前

行的澎湃心声。

——化隆回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侧记

砥砺奋进七十载砥砺奋进七十载 同心谱写新华章同心谱写新华章

庆祝大会现场。 本报记者 陈俊 王玉莹 牛玉娇 摄

（上接第一版）
同一时间，几公里、几百公里、几千公里外，为防止产生静电，专

列沿途所横跨的所有高压线即将停电，途径所有岔口即将锁死，沿

途每隔 25 米就有一名岗哨警戒，每一个道口、站台、桥梁、涵洞，都

有一名保卫人员，大型涵洞和桥梁都可见解放军的身影。

这支由 3 万人组成的“正规作战队”早已整装待发，可是，没有

人知道这趟专列去往哪里，这个站台即将运送的是什么物件，这里

发生的一切都是绝密，就连这趟专列的驾驶员都一无所知。

风华正茂的姜士荣是这趟专列的驾驶员，虽然不知道自己运送

的是什么，但严谨的细节让他感到此次任务责任重大。

两个月前他来到金银滩，接受保密教育以及相关训练、培训，期

间没有和外界任何人联系过，包括家人，但曾在铁道兵部队服役，有

过数百趟专运、特运列车牵引经历的他相信，绝对不会有意外发生。

2 时 24 分，专列缓缓驶出站台，姜士荣以 50 公里的时速匀速行

驶，随行的还有三机部核武器局（九局）副局长吴际霖，以及武装警

卫人员。

旷野无边的金银滩草原寥无人烟，只有列车“哐当哐当”驶出草

原的声响。

没过多久，列车到达一个站台停车检修，姜士荣下车检查，迎面

走来几个人，其中一位老军人知道姜士荣是司机后，给他道了句辛

苦，然后握着他的手说：“司机同志，这次行动非同一般，你们火车头

可是先锋，一定要完成主席和中央交给你们的任务，我们要争气，要

让世界重新认识我们中国，司机同志你明白吗？”

这位老军人握住他的手很久很久，临走时，又语重心长地嘱咐

道：“此次行动千古难逢，将载入史册，咱们是幸运者，一定要坚决完

成这项光荣的使命。”

姜士荣一头雾水，但这一席话听得他心潮澎湃，久久难以平

静。直到第二天，姜士荣才得知那位军人是聂荣臻元帅，他的心情

更加激动，心想自己可真幸运，一定得平稳安全地将列车开往目的

地。

走出草原，经过城镇，驶入河西走廊……历时 81 小时 38 分，列

车于 1964 年 10 月 2 日上午安全抵达目的地，姜士荣终于松了一口

气。

14天后的 10月 16日下午，罗布泊试验场晴空万里，空旷的草地

上笼罩着一片紧张、肃穆的气氛，随着操作员有力地按下按钮，天空

中一团漂亮的蘑菇云冉冉升起，全体参试人员激动地欢呼着、跳跃

着，流着泪拥抱在一起。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这趟艰辛而又绝密的押运之旅也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举国上下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姜士荣这才知道自己运送的竟

然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他怎么都没想到，一项绝密的押运任务竟

然将自己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之后的几年，十一厂区危险品站台成为中国第一颗氢弹和无数

国防产品交付部队的关键运输枢纽，它和 221 厂其他十七个厂区一

起，共同承载起共和国实现核工业的梦想，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

奇迹。

草原深处的神秘小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