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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打好扶贫攻坚战 推进我州大发展 特别报道 2012 年 8 月 21 日 星期二 4· 日方无条件放还全部保钓者
7 人已乘机抵达香港
7 人仍在乘船返回途中

经中国政府多次严正交涉
和多方努力，日本方面 17 日无
条件放还了在钓鱼岛及其附近
海域非法抓扣的全部 14 名中
方人员及船只。

当地时间 17 日 18 时 40
分 （北京时间 17 时 40 分）左
右，7 名“保钓 ”人员搭乘的香
港快运航空 UO657 航班在那
霸机场跑道滑行起飞。这 7 人
中，包括登上钓鱼岛后遭日方
非法抓扣的 5 名 “保钓 ”人员
和凤凰卫视两名记者 。 当日
19 时 50 分许 ，航班抵达香港
国际机场。

另据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工
作人员介绍，包括保钓船只“启
丰二号” 船长和船员在内的其
他 7 人也于 17 日当天晚些时
候乘坐日方提供的飞机前往石
垣市。在石垣市，他们已在检查
“启丰二号”船体情况和确认出
航安全后乘船从海路离开。 中
国海监船和香港特区海事船将
前往接应。

日方 15 日非法抓扣上述
14 名中国香港“保钓”人士，并
于 16 日晚和 17 日上午先后分
两批将 14 人移交给福冈入境
管理局那霸支局。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
15 日在对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时重申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
岛屿拥有主权的立场， 要求日
方确保 14 位中国公民的安全
并立即无条件放人。
日本 10 名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岛
中方表示强烈抗议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19 日

就日本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岛答
记者问时说， 中方对此表示强
烈抗议， 敦促日方停止损害中
国领土主权的行动。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国
会议员和右翼团体成员 150 人
赴钓鱼岛海域举行所谓“慰灵”
活动， 其中 10 人登上钓鱼岛。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秦刚说， 日本右翼分子的
非法行径侵犯了中国领土主
权。 外交部负责人已向日本驻
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表示强
烈抗议， 敦促日方停止损害中
国领土主权的行动。

他说， 日方应切实处理好
当前问题， 避免严重干扰中日
关系大局。

苏丹一客机坠毁 31 人遇难
苏丹一架民用飞机 19 日

在苏南科尔多凡地区坠毁，其
中包括苏丹宗教基金和指导部
长萨迪克在内的机上 31 名乘
客全部遇难。

苏丹民航部门发言人拉希
姆说， 失事飞机当地时间早 6
时从首都喀土穆起飞， 当飞机
抵达隶属于南科尔多凡地区的
特鲁迪市机场上空时， 飞机随
后坠毁。苏丹官方当日表示，经
初步调查， 恶劣天气是导致事
故的主要原因。

（本栏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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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州运管处发从业资格
证号为：5133210010109000105
遗失作废。 邹富彪

甘孜州运管处发从业资格
证号为：5133280020108000016
及驾驶员职业资格证遗失作
废。 仁真降措

甘孜州运管处发从业资格
证号为：5133280021008000168
遗失作废。 多吉泽仁

四川省甘孜州地方税务局
通用手工发票 （发票代码 ：
251331153001， 发 票 号 码 ：
00058140（发票联）遗失作废。

泸定县荣兴通讯维修部
“亚克西住宿部”发票领购

簿编号为：1724 遗失作废。
泸定县国土资源局发土地

使用证（无法查证土地证编号）
遗失作废。所有人：岚安供销社

色达县公安局发居民身份
证 ：513333199107100827 号遗
失作废。 冬朱次姆

甘孜州地方税务局直属分
局 发 川 地 税 甘 字 ：
51330078914668X 号税务登记
证副本遗失作废。

甘孜州康藏文化传播有限
责任公司藏地漫步餐吧

甘孜州地方税务局直属分
局 发 川 地 税 甘 字 ：
513300771655136 号税务登记
证正本遗失作废。 甘孜州康藏
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因不慎， 将型号为小型越
野车车辆号照为川 V45678 的
车辆购置税凭证遗失， 凭证号
码 为 10510350981， 声 明 作
废。 挂失人：徐智健

一、2001-2010 年全州扶贫开发工作先进集体(5 个)
中共丹巴县委、丹巴县人民政府
中共甘孜县委、甘孜县人民政府
中共色达县委、色达县人民政府
中共德格县委、德格县人民政府
中共乡城县委、乡城县人民政府
二、2001-2010 年全州扶贫开发工作先进个人(18 名)
杨成康 康定县雅拉乡三道桥村党支部书记
李 铧 康定县时济乡庄上村党支部书记
田 野 泸定县德威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益西呷什 丹巴县中路乡波色龙村村委会主任
巴 都 道孚县八美镇雀儿村党支部书记
牟晓光 九龙县湾坝彝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斯朗汪堆 雅江县八角楼乡党委书记
小呷拥 理塘县绒坝乡卓亚村党支部书记
杨全生 色达县旭日乡党委书记
曲 多 石渠县尼呷镇党委书记
多 吉 德格县温拖乡党委书记

扎 西 稻城县俄牙同乡党委书记
扎西彭措 巴塘县地巫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曲 批 白玉县山岩乡党委书记
洛吾达吉 炉霍县朱倭乡党委书记
多勒 新龙县子拖西乡党委书记
泽下 新龙县色威乡色威村党支部书记
鱼格绒 得荣县民宗局局长
三、2001-2010 年全州定点扶贫工作先进集体(22 个)
州纪委 州委办公室
州政府办公室 州委政法委
州直工委 州发改委
州财政局 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州环境保护局 州交通运输局
州农业局 州林业局
州文化体育广播局 州人口计生委
州安全监管局 州扶贫移民局
州国税局 甘孜国安局
甘孜银监分局 州民干校
甘孜军分区 州武警支队

凝心聚力决战贫困 不遗余力改善民生

我州扶贫开发走过十年又启程
编者按

扶贫开发， 是实现全州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的必然选择 ，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
（2001-2010 年）十年规划期间，我州扶贫开发工
作在州委、 州政府及州扶贫领导小组的正确领导
下，在省扶贫办（扶贫移民工作局）关心支持下，我
州扶贫开发工作认真贯彻落实 《中国农村扶贫开
发纲要》、《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十年规划》， 坚持
开发式的扶贫方针，坚持千头万绪、温饱第一的原
则，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本着“以政府
为主、社会参与为辅”的建设办法，按照“统筹安
排、捆绑集中”的资金使用原则，坚持以新村扶贫、
移民扶贫、教育扶贫、卫生扶贫、牧区扶贫、产业扶
贫、劳务扶贫等各项扶贫工程为重点，以基础设施
建设为手段，以贫困农牧民增收为目标，因地制宜
地整合资源、整村推进，达到了成片越温、点面结
合的效果；坚持以《甘孜州农牧区扶贫开发规划》
确定的贫困村为建设重点，对贫困村贫困户给予
重点倾斜和扶持，形成了“各炒一盘菜，共办一桌
席”的协作氛围，形成社会各界多元参与的大扶
贫格局；坚持以“惠民行动、民生工程”为载体，严
格执行扶贫资金“一年一查一审”制度、重点项目
督察督办制和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确保扶
贫资金到村到户到项目和扶贫效益的最大化，保
证了扶贫资金的安全运行，圆满完成了《甘孜州农
村牧区十年扶贫开发纲要》工作目标任务。全州扶
贫开发工作取得了阶段性、历史性成就，勤劳智慧
的甘孜人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新
一轮扶贫开发的攻坚硬仗已经打响，团结拼搏、感
恩奋进的甘孜儿女一定能在新一轮扶贫攻坚战
中书写精彩篇章、创造辉煌业绩。

中共甘孜州委 甘孜州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 2001-2010年全州扶贫开发工作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定点扶贫工作先进集体的决定
自 2001 年州委、州政府制订并实施 《甘孜州

农牧区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以来 ，在省
委 、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州委 、州政府带领全州
各级党委、政府及各族人民，自强不息，顽强拼搏，
实现了全州贫困人口明显减少， 贫困地区农牧民
生产生活条件极大改善，社会事业不断进步，公共
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贫困群众生存和温饱问题基
本解决的既定目标。

为表彰先进，鼓舞干劲，推动全州扶贫开发工作
再上新台阶，州委、州政府决定授予中共丹巴县委、
丹巴县人民政府等 5 个县“2001———2010 年全州扶
贫开发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授予杨成康等 18
名同志“2001———2010 年全州扶贫开发工作先进个
人 ” 荣誉称号 ， 授予州纪委等 22 个州级部门
“2001———2010 年全州定点扶贫工作先进集体”荣
誉称号。希望受表彰的先进单位和个人谦虚谨慎、戒

骄戒躁、珍惜荣誉、奋勇当先、再立新功。
全州广大干部群众要认真向先进典型学习 ，

深入贯彻落实州委十届三次全委 (扩大 ) 会议精
神 ，紧紧围绕国家 、省 、州新十年农村扶贫开发纲
要确立的目标任务 ，进一步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 、
扎实工作 ， 坚决打好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 ，为
建设美丽生态甘孜 、和谐幸福甘孜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十年扶贫攻坚路 骄人业绩在眼前

扶贫开发工作对推动我州经济社会跨越发展、长治
久安、社会进步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扶贫开发工作肩
负全州 69 万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希望和愿望， 是全面
落实“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我州通过新一
轮十年扶贫开发的实施，基础设施及农牧民生产生活条
件得到了一定改善和提高，针对扶贫开发的难点、热点
问题，在工作思路上有了较大创新和突破，新一轮十年
扶贫规划的圆满实施， 有力地推进了越温脱贫进程，促
进了全州农牧区社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开创了我州扶
贫开发工作的新局面，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2001 年底，我州 18 个县 808 个扶贫新村 69 万贫困
人口被整体纳入了全省 2001—2010 年扶贫开发范畴，
其中雅江、新龙、石渠、色达、理塘 5 县被列定为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在政策资金上予以重点倾斜与扶
持。 十年来，我州认真按照《甘孜州农牧区扶贫开发规划
（2001-2010）》进行实施，国家累计投入我州的各类扶贫
资金共计 29.31 亿元，其中：新增财政扶贫资金 5.73 亿
元、两项资金 8.7 亿元、以工代赈资金 6.04 亿元、信贷扶
贫资金 8.84 亿元。 通过新村扶贫、扶贫搬迁、产业扶贫、
劳务扶贫等扶贫工程建设，农牧区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改
善,社会事业得到稳步发展，农牧民生活逐年提高，贫困
现状有所缓解。绝对贫困人口从 2000 年的 46.53 万人下
降到 2010 年底的 22.29 万人， 低收入人口由 2000 年的
22.49 万人下降到 2010 年底的 8.52 万人，2006 年曾被
国家人事部、国务院扶贫开发办评为全国先进。

【关键词】基础设施与整村推进
十年来，全州共投入 18890 万元，完成 808 个扶贫

新村建设任务，完成十年规划的 100%。 按照农牧区扶
贫新村的建设内容，围绕“五改三建”的工作目标，整
合捆绑扶贫资金投入，坚持首扶责任制、点面结合、整
村推进，扶贫新村建设项目覆盖全州 18 个县 308 个乡
39 万人次；投资 5000 余万元新修、维修、硬化通村公
路、村道 7296 公里，新修跨江河铁索吊桥、水泥桥和简
易便桥 500 余座，有效缓解了 732 个行政村约 20 万人
的行路难、运输难的问题；投入 800 万元，新建桥溜索
改人行桥 7 座、804．17 延米，解决了 4260 人过河难的
问题。 新建和改扩建人畜饮水管渠和“三面光”水渠
1689 公里，新建蓄水池 1728 口，解决了 20.93 万人和
49.56 万头（只、匹）牲畜的饮水困难；新增和改善灌面
17.8 万亩，改造中低产田土 31.2 万亩，完成优质青稞
基地建设 7.16 万亩，治理水土流失 15 万公顷，新增年
粮食生产能力 20 万吨。 微水电工程、通讯扶贫工程建
设，投入 325 万元，通过能源建设，解决全州 68 个乡
584 个村 2.5 万人的基本用电问题，结束了点煤油灯、
“松光” 照明的历史。 投入 1000 万元通讯扶贫工程建
设，使 29 个乡 128 个村通了电话，使全州广大农牧民
通讯难的问题有所缓解。

十年来，我州严格按照“自愿搬、有地搬、稳得住、
能致富”的原则，按照移民搬迁的“八有”要求，充分尊
重农民意愿，注重把移民扶贫同牧民定居行动计划、赈
灾、生态建设、新村集镇建设和旅游民居接待有机结合
起来， 有力地促进了农牧区劳动力的转移和第三产业
的兴起，移民扶贫工程成效明显。 十年来，全州共实施
移民扶贫工程 7764 户 33513 人，总投资达到 2579.6 万
元；涌现出了如康定俄达门巴、道孚集思冲、炉霍洛秋、
新龙拉日马等一大批移民示范扶贫新村， 成功走出了
一条扶贫新村、移民搬迁、产业扶贫、科技推广、劳动力
转移“五结合”的移民扶贫新路子。

十年来，全州共投入扶贫资金 950 万元，进行“人、
草、蓄”三配套提升工程 6454 户约 4 万人，建成牧民定居
住房 16.8 万平方米、牲畜棚圈 27.19 万平方米，完成围栏
草地 31.1 万亩，人工草场 17.8 万亩，建贮草棚 1.5 万平方

米、牲蓄饲养设施 6.5 万平方米，发展牲畜 13.84 万头，发
展养羊示范户 1450 户。使牧区群众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
的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改善了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点评： 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实施整村推
进，切实改善了贫困人口的生存、生产、生活条件，实现
了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和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卓有成
效地建成了一大批扶贫示范新村和民心德政工程。

【关键词】产业扶贫与群众增收
十年来，我州的产业扶贫以解决当前“三农”问题为

突破口，积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龙头，以基地为载
体，以科技为动力，以协会为纽带，加大投入，积极开展
连片开发，大力开发我州特色优势产业，效果明显，初步
探索出了一条群众稳定增收脱贫的特色之路。 现在，我
州产业扶贫初具规模，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从 2000 年的
721 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2744 元，增幅达 381%。

十年来，全州打捆投入信贷扶贫资金、财政扶贫资
金等近 7000 万元 （其中：2010 年甘孜县连片开发项目
1000 万元），对天麻、半夏、蚕桑、花椒、山杏、核桃、油
菜、青稞、葡萄、藏猪、藏鸡、野生蔬菜、马铃薯、波尔山
羊、牦牛、生猪、树椒和大棚蔬菜等产业进行了项目扶
持，使项目区约 5 万贫困农牧民人均增收 300－500 元。
同时通过内引外联，在政策和资金上对中藏药、蚕桑、
豆薯、花椒、青稞、畜禽、花卉、桃仁、杏仁等八个产业扶
贫基地予以重点扶持，现已初具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
营、组织化带动的雏形。

点评： 引进和培育产业化扶贫龙头企业 23 家，成
立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40 个会员 7402 人，项
目受益村达 218 个农牧户 1.3 万户 5 万多人。我州产业
扶贫初具规模，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增长。

【关键词】治愚治病与素质提升
十年来，通过大力实施教育扶贫、卫生扶贫、劳务

扶贫、寄宿制补助等项目，为我州人力资源的开发与进
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项目实施区受益人口达
25 万人，圆满实现规划目标。

十年来， 全州投资 14372 万元， 新建乡镇小学校
144 所，受益学生近 3 万人；投资 1305 万元，新建乡镇
卫生院 90 所； 投资 750 万元， 进行劳动力转移培训
9296 人。

点评： 较大程度地改善了我州农牧区贫困人口读
书难、看病难的现状，提升了贫困农牧民越温脱贫的智
力保障水平， 特别是教育扶贫工程使我州农牧区教育
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较快发展。

【关键词】返贫扶持与科技扶贫
十年来，针对我州自然条件恶劣，出现因灾因病返

贫率高以及农牧区科技运用率不高的现象， 我们进一
步加大了政策资金争取力度。投入资金 252.5 万元实施
了残疾人扶贫项目，投入 344 万元灾后恢复重建资金，
对受灾贫困人口实施扶持；投入 655 万元，加大了科技
扶贫力度。

点评： 有效改善了因灾因病返贫农牧民生产生活
条件，提高了贫困农牧民的自我发展能力。

【关键词】定点扶贫
十年来，中央机关、省级部门、州级单位、县级部门

到县、乡、村开展对口定点帮扶活动共计 12000 人次，
到我州各县支教人员 1860 人、支医人员 210 人、挂职
交流干部 1180 人、资助贫困学生 6500 人。

十年来，累计投入定点帮扶资金 9 亿元，其中：援助
项目资金 5.5 亿元，捐赠物质折资 3.5 亿元，帮助我州引
进项目资金 6.5 亿元，引进帮扶项目 1210 个，引进人才
329 人，培训农牧民 83 期 8004 人，修建校舍 12 所。

点评： 定点帮扶工作对我州扶贫开发工作有序推
进、扶贫资源的整合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步形成了中
央、省、州、县四级联动的对口帮扶工作格局。

【关键词】互助资金与信贷扶贫
我州在 2009 年共实施 13 个村级互助资金发展项

目的贫困村中， 共有入社户数 813 户（贫困户 279 户），
资金总规模 215.2 万元（农户交纳互助金 30.2 万元），建
立互助社 13 个；十年来，我州共争取到户贷款贴息、项
目贷款贴息、残疾人扶贫贷款贴息资金 1650 万元，使农
户及龙头企业产业扶贫信贷资金达到 88400 万元。

点评： 村级互助资金发展项目的实施让广大群众
获得了实惠，信贷扶贫资金的投入，有力地支持了农村
产业化项目，为农牧民增产增收创造了有利条件。

【关键词】项目资金争取
十年来，州委、州政府和州扶贫行政管理部门领导

先后百余次积极向国务院、省上及相关部门汇报、反映
我州贫困的现状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努力争取特殊扶
持政策和资金的投入。 十年来，全州共争取扶贫政策计
划外项目资金约 6000 万元，有力地支持了全州扶贫开
发事业的快速发展。

点评：争取项目资金难，争取特殊扶持政策更难，
我州的扶贫开发能有今天的成就， 凝聚了全州扶贫工
作者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通过十年扶贫开发工程的实
施，广大贫困群众充分享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恩泽，越温
脱贫的愿望空前高涨，达到了参与式、开发式、互助式
扶贫的目标，更加坚定了全州贫困农牧民克服困难，越
温脱贫的信心和决心。

现实问题难回避 扶贫使命重如山

十年扶贫开发，我州贫困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虽然有了较大的改善，但由于历史、自然、文化等诸多原
因，全州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城乡收入比、农牧
民人均纯收入、恩格尔系数等五项主要的贫困量化指标
均居全省、全国之首，全州贫困整体集中性、区域连片
性、高寒特殊性的特征十分明显，是集“老、少、高、穷、
山”为一体的全国典型集中连片和特殊类型贫困地区。

【关键词】贫困面大
截止 2010 年底，按照 1196 元的统计标准，全州贫

困人口仍有 30.8 万人，占全州农村人口的 38.5%。 按照
国家 2300 元新的扶贫标准，我州尚有贫困人口 44.3 万
人，占农村总人口的 49.7%，其中，扶贫开发对象 36.9
万人。 贫困发生率高出全国和全省 30 个百分点以上，
18 个县在贫困面和贫困程度上没有大的区别。

【关键词】贫困程度深
2010 年底， 我州绝对贫困人口占全州贫困总人口

的 71%（贫困深度指数高出全国和全省水平 30%以
上）。 全州农村低保人口总数高达 24.6 万人，占贫总困
人口的 55.53%； 全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仅有 2744 元
（分别低于全国和全省水平的 50%以上， 仅为西藏的
63%）， 其中食品支出为 1385 元， 恩格尔系数高达 62.
2%（分别高出全国和全省水平的 19%和 10%）。 全州城
乡人均收入之比为 5.9：1， 居全国 30 个民族自治州和
全省 21 个市(州)首位。

【关键词】“八难”问题突出
全州普遍存在行路难、用电难、饮水难、住房难、增

收难、通讯难、就医难、上学难“八难”问题。 截止 2010
年底，全州还有 1354 个村不通公路，1679 个村不通电，

1562 个村不通电话，1462 个村不通广播电视，1435 个
行政村未建卫生室，1153 个村没有解决安全饮水，饮水
困难人口高达 33.28 万人，仅农区至今居无定所或抗震
设防不达标的困难群众达 3 万余户。 全州 65%的人口
生活在高山峡谷和交通闭塞区域，1/3 的地区缺乏生存
条件，需要搬迁的农牧民高达 35 万人。

【关键词】稳定增收难
全州农牧业产业结构单一，总体上处于原始和传统

农耕游牧生产水平，生产经营以传统种养业为主，全州
90%以上地区农作物为一年一熟， 主产粮食———青稞亩
产一直徘徊在 150 公斤左右，人均耕地为 1.71 亩，人均
占有粮食仅 240 公斤。 农牧民收入主要靠采挖中药材，
出售农畜土特产品和国家政策性扶持（退耕还林、退牧
还草、农村低保) 等获得，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和脱贫致
富产业。 贫困家庭人口数量少、劳动力少、病号多，贫困
家庭劳动力所占比重低、文化程度低，参加农牧科技知
识培训少，贫困家庭劳动力了解就业信息渠道窄、从业
门路窄、人均收入低、贫困农牧民增收难度较大。

【关键词】灾害疾病

我州自然灾害频繁，地方病流行严重，是农牧民群
众致贫、返贫的主要因素之一，每年因灾致贫和返贫人
口高达 25%左右，扶贫开发工作处于“进三步退两步”
的尴尬境地。 据统计，自 2000 年以来，每年因自然灾害
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2 至 6 亿元； 全州水土流失面积
已经高达 4.25 万平方公里， 草地沙化面积达 43.94 万
公顷；被称为“第二癌症”的包虫病在我州流行严重，全
州确诊人数为 11532 人 （占全国的 2/3），受感染人群
9.4 万人以上，受危害人口高达 73.7 万人，重点流行区
人群患病率高达 14.9%，7-13 岁学龄儿童感染率为
4.92%。 每年因包虫病、大骨节病、碘缺乏病、布氏杆菌
病、鼠疫、地方性氟中毒病、大骨节病、克山病等地方病
和流行病造成致贫和返贫。

扶贫开启新征程 奋进书写新篇章

【胡昌升】强调“五个结合”
“随着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的启动，我州整体纳入

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全省‘四大片区’中，成
为全国、全省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由于我州贫困面广、
贫困程度深，农牧民稳定增收十分困难，基础设施条件
薄弱，产业发展滞后，自然条件恶劣等问题突出，使我
州的扶贫攻坚任务面临着比其它地区更多的困难。 我
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切实增强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
决打好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 扎实掀起全州扶贫开
发高潮，努力推动全州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扶贫开
发是系统工程， 不能简单地把扶贫开发看成仅是农牧
区的扶贫，而要看作是我州向 2020 年同步实现小康目
标迈进的历史机遇， 切实把新村建设与对口支援工作
结合起来，不断做强扶贫开发的综合载体；切实把基础
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 不断提升全州整体发
展水平；切实把重点倾斜与整体推进结合起来，不断缩
小区域发展差距； 切实把项目争取与能力提升结合起
来，不断提升贫困群众的自我造血能力；切实把政府主
导与自力更生结合起来， 不断推动扶贫开发在互动中
前进。 要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政策

机制、加强监督检查、加强扶贫开发宣传，强力保障新
一轮扶贫攻坚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这是州委书记胡昌
升在 8 月 16 日召开的全州扶贫开发工作电视电话会
上提出的明确要求。

【益西达瓦】要求扶贫与旅游“联姻 ”
“坚持‘生态立州、产业强州、科教兴州、依法治州、

和善安州’的战略目标，深入实施‘一优先、二有序、三加
快’产业发展思路，大力推进旅游全域化、新型城镇化、
农牧业现代化‘三化联动’，奋力建设美丽生态甘孜、和
谐幸福甘孜；要以旅游统揽‘三农’工作，努力打造特色
农牧业，围绕旅游优化产业结构、发展观光农业、打造特
色农产品品牌；要紧扣‘扶贫’这一主题和‘旅游’这条主
线,把乡村旅游项目作为旅游扶贫开发的重点,以农兴
旅,以旅助农，让广大群众吃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
要编制完善发展规划，加大工作力度，奋力开创扶贫开
发新局面；要贯彻落实好中央、省委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和新《纲要》的精神，加大项目资金投入和整合力度，加
大社会扶贫工作力度，着力提升扶贫项目建设的质量和
水平。”这是州委副书记、州政府州长益西达瓦在全州扶
贫开发工作电视电话会上作出的安排部署。

【关键词】基本思路
坚持以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为基础， 以培育

稳定增收产业为核心，以提高农牧民综合素质为保障，
以推进项目为支撑，坚持“扶贫、救济、民生、稳定”紧密
结合，积极实施“两轮驱动”扶贫战略，构建我州大扶贫
的工作格局。

【关键词】主要内容
全力实施藏区整村推进、藏区产业扶贫、藏区贫困群

众住房解困、藏区易地致富和生态移民搬迁、藏区扶贫开
发与包虫病、大骨节病综合防治、藏区溜索改人行吊桥、
藏区劳务扶贫以及革命老区试点等八项扶贫工程。

【关键词】发展目标
到 2015 年，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问题，贫困居

民显著减少。 到 2020 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两不愁、
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
疗和住房）目标；贫困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
高于全州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实现贫困
村向新农村、小康村转变，贫困户向宽裕户、小康户转
变，按时完成国家和省新十年规划的各项任务，与全省
同步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要实现以上目标，必须要有新理念、新思路，必
须在实现路径上有新转变。 在扶贫开发目标上，要由
主要抓解决和巩固温饱调整为促进贫困群众脱贫致
富与地区跨越发展相结合；在扶贫开发内容上，要由
突出开发式扶贫调整为扶贫开发政策与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有效衔接；在扶贫开发范围上，要由重点
抓贫困村调整为全州整体推进； 在扶贫开发投入上，
要由分散使用资金调整为集中力量扶贫攻坚；在扶贫
开发方式上，要由注重专项扶贫调整为专项、行业、社
会‘三位一体’综合扶贫。 我州将严格按照旅游全域
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联动’的思路，以农
牧民增收为核心，在突出特色、增效增收上下工夫；全
州各行各业要坚持以改善基础条件为重点， 在资金、
项目等方面向扶贫开发重点领域倾斜； 在对口支援
中，将积极争取在人才、资金、技术、市场、管理等方面
获得更大支持。 ”州委书记胡昌升、州政府州长益西达
瓦在全州扶贫开发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大声疾呼 ，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州扶贫开发工作只能加强，不
能放松；落实扶贫政策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削弱；推
进发展的步伐只能加快，不能减缓。 ”

这是进军的号角，这是冲锋的鼓点，这是历史的使
命，这更是全州人民的殷切期待。

新村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