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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 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个
短暂的瞬间， 但在甘孜县牧民群众的心
中，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正是在这短
短的四年间， 牧民们实现了从游牧到定
居、从帐篷到“别墅”的千年大跨越，安居
乐业的梦想已经变成了看得见、 摸得着
的现实！

从草原到城镇，从游牧到定居，从阴
暗、狭小、潮湿的帐篷到明亮、宽敞、温暖
的定居房，历史的记忆不会留下空白，甘
孜县 “牧民定居行动计划暨帐篷新生活
行动”生动地记录了牧民变迁的脚步，锤
炼着一方干部的务实作风，流淌着党委、
政府执政为民的真挚情怀。

2009 年 ，省委 、省政府决定在全省
藏区实施 “牧民定居行动计划暨帐篷新
生活行动”， 甘孜县经过 4 年的努力，截
至今年 10 月， 建成 28 个定居点， 实现
3965 户 17971 名牧民群众定居。 定居，
虽然只有寥寥二字， 但定居不仅从根本
上改变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而且
有效地解决了牧区长期存在的 “上学
难”、“看病难”、“行路难”、“转变生活与
生产方式难”等问题。广大牧民群众欢呼
雀跃，“共产党，亚莫热！ ”的感激话语随
处可闻。

一步跨千年的史诗工程

金秋十月，驱车行驶在草原上，走访
一个个集民族特色与现代气息相结合的
牧民定居点， 真像在欣赏一幅幅色彩绚
丽的图画。白云在蓝天下涟漪片片，风中
传送着粗犷豪放的牧歌， 随处可见相对
集中、布局整齐、建筑漂亮的崩科房，星
星点点，犹如颗颗明珠，镶嵌在草原上，
牧民群众快乐的笑脸在蓝天下绽放……

在下雄乡洛戈一村定居点， 村民活
动中心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建美
好家园，享现代文明，过幸福生活”等标
语格外醒目。 定居点内数十户定居房呈
梅花型分布，统一的红瓦白墙，统一的藏
式墙垛院墙，统一的朱红色铁花门，正面
统一的崩空造型，让人赏心悦目，宽阔的
硬化路通向各家各户， 漂亮的景象让人
以为是进入了一座“别墅群”。

这些大气、独特、漂亮的房屋，与我
们原来看到的草原上散落的黑色牦牛帐
篷和盖在半山腰的低矮简陋的土坯房，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走进达瓦多吉家， 宽大的院子干净
整洁， 进到屋里， 雕梁画栋让人眼花缭
乱， 装上大玻璃的窗户使整个房间既明
亮又保暖， 充满浓郁民族特色的屋子里
沙发、电视等家电用品一应俱全。再往里
屋走，是安装了现代卫浴设施的卫生间，
拧开水龙头， 清澈的自来水哗哗地流了

出来。 “有热水”， 主人指着龙头示意客
人， 原来这里家家户户都用上了太阳能
热水器。

“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住上这样好
的房子，享受这样现代化的生活，还能在
放牧时用上这么好的新型帐篷。 ” 达瓦
多吉感慨不已。在达瓦多吉的记忆里，他
一直生活在距县城 30 公里外的下雄乡，
住了多年帐篷。吃的是河水，点的是酥油
灯，村里没有学校，没有卫生室，路也是
牦牛踏出的小道。 “原来的游牧生活，每

年搬家的次数，数都数不清，实在是太
麻烦了，现在定居了，即便刮风下雪也
不用发愁了，用水用电也方便了，闲暇
时，大伙在一起唱歌、跳舞。 晚上，一家
人一起看电视，比以前寂寞苦闷的游牧
生活热闹多了。 以前病了，小毛病就扛
扛,大问题就先占卜再去找医生。现在病
了，首先想到的是去医院，因为我现在
更相信现代医疗技术对健康的重要
性。 ”说起定居后的生活，达瓦多吉的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

达瓦多吉一家的变化， 应该说，是
甘孜县“牧民定居行动计划暨帐篷新生
活行动”实施后大多数牧民家庭变化的
缩影。

如今的甘孜县牧区，不但“家家有
了固定房，户户有了新帐篷，村村有了
活动中心”， 而且， 通村路直达各定居
点， 每个定居点都有了安全饮用水，并
有移动通讯信号覆盖，达通玛最边远的
大德乡娘蒙多、茶扎乡木通定居点新建
了学校，在查龙乡政府定居点建起了敬
老院、综合文化服务站，公路沿线的下
雄乡、 来马乡定居点实现了低压电入
户，各村民活动中心都建设了村卫生室
等等。 该县牧区群众一步跨越千年，过
上了居有定所、病有所医、学有所教、老
有所养、有安全水喝、道路通达、通讯便
捷的幸福生活。

牧民群众说，是共产党为我们带来
了新生活。

牧民群众满意的定居工程

四年来， 甘孜县牧民定居工程完
成 3965 户，涉及 5 乡 40 村，没有一处
不按规定、方案、要求、制度进行实施，
没有一处延误工期， 没有一处各行其
是。 取得这样好的效果，源于责任，源

于务实的工作作风 ，源
于一整套高效 、 畅通的
运行机制。

实施 “牧民定居行动
计划”， 特别是为了抓好牧
民定居房建设，甘孜县着力
推动广大干部深入基层，到
群众中去，用心用情帮助群
众， 并采取了县级领导包
乡、 机关干部驻乡督导、区
乡干部蹲点包户等措施办
法。 广大干部坚决贯彻县
委、县政府决策部署，狠抓
工作落实，把心血倾注到牧
民定居工程，把汗水挥洒到
建设工程现场。为帮助群众
抢抓工期，查龙乡组织全乡
干部帮助群众转运木材。大
德乡为帮助群众买到急需
的木料，乡干部忍饥挨饿住
到料场。为确保群众建房质
量， 各乡干部吃在定居点，
住在活动中心，天天坚守指
导。干部的真情努力换来了
牧区的深刻变化，牧区的深
刻变化赢得了群众对党和
政府的真心拥护。现在县上
工作组到牧区， 相比以往，

群众更热情、更亲热。 2011 年 12 月中旬，
县委主要领导带工作组到牧区调研牧定
工作时，卡龙乡阿沙一村、夺波村村干代
表全体村民向工作组敬献哈达，并热情招
待， 夺波村支书康勇向工作组深情说道：
“天是共产党的天，地是共产党的地。民改
以来， 夺波村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
共产党给我们的只有多的，从来就没有说
少的。 这些年来，党和政府所实施的牧民
定居等一系列惠民政策让我们过上了更
好的生活，对共产党我们永远心存感激。”

2009 年牧民定居工程建设伊始，该
县成立了县牧民定居行动计划领导小
组，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分别担任牧定
领导小组组长和常务副组长， 相关县级
领导为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
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实施、质量监督、建材
统筹、资金管理、宣传工作五个小组，分
别落实职责和任务， 分工合作， 统筹推
进。 针对县级领导班子换届，及时对牧定
领导小组进行了调整充实。 每年年初，县
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带领工作组深
入各个定居点现场办公， 优化敲定各点
建设方案， 并在年中推进和年底冲刺等
各个关键节点， 多次深入各定居点实地
调研，及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不同
建设时期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特别今年
8 月以来收官建设的关键时期，县委、县
政府先后召开牧定决战会议和决战攻坚
会议，并采取县长坐镇达通玛指挥，县级
领导兼任卡龙、查龙两乡党委第一书记，
增派机关干部帮扶等强有力措施， 确保
了 10 月 15 日前各项建设圆满收官。 对
牧定资金整合、建材调运、牧民贷款等重
点工作，随时过问，亲自督促推动，确保

全县牧民定居建设顺利推进。
高度重视牧民定居行动计划规划编

制， 在宜宾市建筑勘察设计院的对口援
助下，按照“三靠近”（靠公路、靠乡镇、靠
县城）原则，充分考虑牧民生活习惯、牧
区地形地貌和自然条件，按照 40 户以上
建设集中定居点的原则， 规划建设定居
点 28 个。 各定居点配套村民活动中心、
道路、饮水、通讯、公厕、垃圾收集点等公
共基础设施。 在定居点规划、调整、建设
的过程中，广泛采取召开村民大会、牧民
群众代表座谈等形式，县委、县政府主要
领导亲自与牧民群众面对面交流， 宣传
讲解，征求意见，让牧民群众充分了解，
并充分满足他们的愿望和要求， 确保建
设规划切实得到群众的认可和拥护。 随
着牧定的深入，成效的显现，广大牧民对
牧定逐步变被动为主动，热情高涨，积极
参与，并为建设好定居点出主意想办法。
比如，大德乡 9 个村主动提出，将政府原
来规划的 12 个定居点优化整合为 2 个
定居点集中建设， 这不仅利于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提质上档， 也为牧区今后的集
镇化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

针对甘孜县牧民贫困面广、 贫困程
度深、建房困难大的实际，在落实国家每
户建房补助 2.5 万元的基础上， 进一步
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惠民政策。 实行定居
建房奖励制度，凡定居房基础按照县委、
政府要求统规统建的， 验收便合格每户
奖励 5000 元。 实行木材运费补贴，各定
居点建房木材由县牧定办统一组织调
运 ， 运费由县财政补贴 ， 户均补助近
8000 元。 支持困难牧户申请信用贷款，
共为有贷款需求并符合贷款条件的 701
户牧民贷款 1331 万元。

该县规范建设程序，28 个定居点全
部按要求完成地勘。 各定居点规划设计
调整均委托具备资质的规划设计院设
计。 各牧定工程分别落实建设责任单位
和业主， 各乡人民政府是定居点建设实
施主体，定居房责任主体是牧民群众，村

民活动中心业主是各乡人民政府， 定居
点道路工程业主是县交通运输局， 饮水
工程业主单位是县水务局， 教育设施业
主是县教育局， 其他工程按照行业分别
落实了建设责任单位， 牧定办牵头有序
实施。 各公共基础设施工程严格按要求
设计， 并按基本建设程序组织招投标和
施工，竣工及时组织验收。

着力要素保障。凡戴“牧定头资金”，
全部整合用于牧民定居行动计划。 上级
下达资金及时划拨， 坚决杜绝截留、挪
用。今年初，在牧民定居行动计划资金迟
迟不能到位的情况下， 县财政及时落实
配套资金 500 万元， 确保了各项工程顺
利启动。在州委、州政府领导和州相关部
门的关怀支持下， 甘孜县牧民定居行动
计划木材由炉霍、新龙等有林县特供，三
年多来，两县共落实特供木材 6 万多方，
有力保障了甘孜县牧民定居房建设顺利
推进。从 2010 年开始，三年来，成都军区
免费为甘孜县运送水泥 4500 吨、新型帐
篷3965 顶；2010 年，时任州委书记刘道平
一次性为达通玛片区解决 40 台拖拉机，
专门用于拉运牧定建材，缓解了牧区运力
不足的问题。 针对牧区缺乏建筑工匠的情
况， 由 17 个农业乡镇分别对口支援 1 个
牧业乡，组织打墙队、木工队对口援建，一
方面解决了牧区建设技术人员缺乏，另一
方面促进了农区群众就业与增收。

结合甘孜实际，制定了《甘孜县牧民
定居行动计划工程建设质量监督管理办
法》。 定居房采取统规自建，其建筑规范
由县建设部门根据甘孜传统民居进行了
规范和改进，全部采取土木和砖木结构，
重点加强了抗震设防设计， 并经省州相
关技术部门认可。 定居房基础实行统规

联建。 群众自建过程中，县、乡干部驻点
督导，对驻点人员进行了专门技术培训。
定居房竣工后，逐户组织竣工验收，对存
在质量问题的， 要求其整改后方兑现建
房补助。 各公共配套设施均由业主单位
落实专人进行现场监管， 竣工后分别开
展“回头看”，及时查改问题。

严格资金管理。牧定资金建立专帐，
专户管理，封闭运行，实行报帐制管理，
坚决杜绝挤占 、 挪用 。 目前到位资金
21202.586 万元， 累计投资拨付 18934.8
万元。 牧民建房补助资金严格实行公示
制并采取现场发放。 加强了牧定资金整
合，整合资金 643.2 万元，其中异地搬迁
600 万元，灾后重建 43.2 万元。 2012 年，
县财政一次性落实牧定配套建设资金
500 万元。 按要求县财政调剂 100 万元
注入贷款担保基金，并落实了贷款贴息。
纪检监察部门牵头加强牧定项目和资金
的监督检查。 县审计部门开展了牧定资
金使用情况专项审计。

强化管理服务。制定并印发《甘孜县
牧民定居点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办法
（试行）》。 各定居点依托村“两委”，增设
了定居点服务站等管理组织， 落实了服
务站长、环卫人员、治安信息员、义务消
防员等工作人员。 各乡政府按要求落实
了定居点管理包点人员， 多村共建的定
居点由一名乡政府副职担任联席会议主
任。服务站长、环卫人员工资报酬纳入县
财政预算。 各定居点资产按规定进行了
登记造册，并落实了管理人员，村民活动
中心公共资产无侵占现象。 各乡政府指
导，各定居点均建立了联防联管制度、村
规民约， 切实加强定居点治安管理和防
范，确保定居点管理规范有序。

注重产业配套。县牧定办牵头编制了
《甘孜县牧民定居点产业发展规划》，以
“定得下、能发展、能致富”为目标，因地制
宜对不同资源禀赋的定居点分别制定了
产业发展规划。 下雄乡洛戈一村、二村按
照牧旅结合的思路， 制定了旅游发展规
划，达通玛片区各定居点以发展现代畜牧

业为目标，着力传统畜牧业改造提升。
加强档案管理。 县牧定办配备了 3

名兼职档案管理人员， 各乡分别落实专
人， 在县档案局具体业务指导下开展档
案管理工作。 牧定文书档案和工程档案
收集齐全，整理规范。 按规定完成了牧定
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录入工作。

俯首拉重车，辛勤苦耕耘。 四年来，
牧民新居的每一栋房子见证着甘孜县各
级干部付出的心血。

定居牧民称道的幸福工程

在查龙乡乡政府定居点，笔者一行
走进了牧民康波家，正在看《康巴卫视》
节目的康波夫妇从沙发上起身相迎，热
情的招呼我们喝茶 ，“这个两层楼的住
房，花了 38 万元，我们一家 8 口人住在
楼上，底楼有 3 个铺面全部出租给做生
意的了，每个铺面一个月有 700 元的租
金收入呢 ，除了放牧 ，自己也做点小生
意。 ”康波向我们介绍着定居后的生活。
看着笔者环顾四周，打量那些崭新的家
用电器 、家具 ，康波满脸笑意说道 ：“以
前游牧的时候 ，经常搬迁 ，希望东西越
少越好 ，除了必备的生活用品 ，基本上
没有置办什么家具。 现在定居下来了，
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装扮自己的新
家了，弄得漂亮些、现代些，我还专门给
老婆买了个梳妆台呢。 ”偎依在他身边
美丽贤惠的妻子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她
高兴地对笔者说 ：“这一切都要感谢牧
民定居行动计划！ 住上了新房子，又有
了挣钱的路子 ，生活更有奔头了 ，只要
辛勤劳动， 日子就会像酥油茶一样，越
来越香甜！ ”

定居牧民住上了精美的崩科房，用
上冰柜、手机、看上了电视，家家户户至
少都有一辆摩托车， 生活水平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消费层次不断提升，家家
户户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定居后，定居点上的牧民之间交往
交流更加密切， 随着信息流的增加，牧
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也慢慢发生着变化，
竞争意识逐渐增强 ， 致富追求日益浓
烈。 除了从事传统的畜牧业、采挖药材，
部分牧民开始有了打工意识，在闲暇时
节外出打工 ，拓展了增收渠道 ，在市场
经济大潮的影响下，紧紧地跟上了时代
发展的步伐。

查龙乡乡政府定居点各类商铺、小
餐馆众多， 宁静中又展现出热闹繁华的
景象。 祖祖辈辈和牛粪、土炉、土房、牛毛
帐篷打交道的牧民， 也过上了和城里人
一样的好日子。

定居生活， 也让不少生意人看到了
其中蕴含的商机，“去年投资了 1 万余元
开这个餐馆，顾客基本上是牧民，每个月
的利润至少是 4000 多元。 这里的牧民喜
欢吃炒菜呢，青椒炒肉、莴笋炒肉是他们
必点的菜。 ”来自乐至县的餐馆老板吴金
凤告诉笔者。 当笔者问及他们一般喝什
么酒时，吴老板说：“喝啥子酒哦，他们一
般都是就着饮料吃菜， 最喜欢喝红牛饮
料了。 来这么久了，从没有看见有打架的
牧民，这里的生意还不错，我打算让我妹
来这里卖菜。 ”

“牧民定居前每天的营业额才百十
元，定居后，每天能够达到五六百元了。 ”
来自遂宁的杂货店老板告诉笔者，“什么
货品最畅销呢？ ”“香皂、化妆品、香水那
些卖的比较好哦。 ”

查龙乡乡长白玛德青告诉笔者，无
论教育 、饮食还是生活条件 ，当地都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他们过的是游
牧生活 ，那时候住的是帐篷 ，生活条件
也不好 ，牲畜死亡也很多 ，条件非常艰
苦，现在定居下来之后，生活比较轻松，
也有精力做一些旅游、运输业等收入较
高的副业了。 ”

“实现定居后，牧民群众送孩子入学
的积极性提高了， 入学率大幅度地提高
了。 ”查龙乡中心校校长告诉笔者。

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传出朗朗的读书
声，那是新牧区的希望。

甘孜县定居牧民的生活 ， 就像映
日的格桑花欢快地绽放 ， 芬芳吐蕊 ，
幸福安康 。

国际专题新闻 2012 年 10 月 17 日 星期三 4· 专题新闻 中方就日加强钓鱼岛问题海外宣传表示
日本拉他国制约中国完全徒劳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15 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日本企图
在钓鱼岛问题上拉其他国家制
约中国，这完全是徒劳的。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将
在海外加强对钓鱼岛问题的宣
传， 日外相玄叶光一郎本周将
出访英国、 法国和德国阐释钓
鱼岛属日的立场。 今天他在与
到访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
斯举行会谈时也称， 日方坚持
日中之间不存在领土争议的立
场。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 钓鱼岛及其附属
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
领土。 无论日方如何在国际上
宣扬自己的主张， 都改变不了
非法窃取和霸占中国领土的历
史事实。

洪磊表示， 中方注意到美
方多次表示在中日领土争端问
题上不持立场。 中方希望美方
言而有信，说到做到。

加纳拘捕中国公民并致1人死亡，外交部：
加应维护我公民安全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15日表

示，中国要求加纳维护中国公民
和企业的安全与合法权益。

近日， 加纳执法部门对一
些采金矿区进行清查， 先后拘
捕了 90 多名涉嫌非法采金的
中国公民， 清查行动中 1 名中
国公民死亡。

洪磊对此表示， 外交部和
中国驻加纳使馆高度重视，立
即启动应急机制， 向加方提出
交涉，表示严重关切，要求加方
彻查此案， 严惩凶手， 给予赔
偿， 并尽快向中方通报案件调
查处理情况。

他说， 中方要求加方妥善
处理相关事宜， 采取切实有效
措施，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维护在加纳的中国公民和企业
的安全与合法权益； 加方对 1
名中国公民死亡深表悲痛，表
示加纳政府高度重视中方关
切，将依法严肃处理，保护中国
公民的安全与合法权益。

洪磊说， 中国驻加纳使馆
已派员多次探视被押中国公
民， 为其提供必要生活及医疗
服务。在中方要求下，目前关押
人员中身体不适者及女性公民
已全部被保释。 中方将继续密
切关注有关案件， 同时提醒广
大在加纳的中国公民， 务必遵
守驻在国法律法规，合法务工，
增强自身安全意识。

美经济学家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 15 日宣

布，将 201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授予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罗
思和劳埃德·沙普利，以表彰他
们在 “稳定匹配理论和市场设
计实践”上所作的贡献。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
会在声明中说， 沙普利采用了
所谓的合作博弈理论并比较了
不同的匹配方法。 其研究重点
是如何使双方不愿打破当前的
匹配状态， 以保持匹配的稳定
性。 沙普利分析出一种被称为
“盖尔-沙普利法则”的特定方
法， 以保证总能获得稳定的匹
配， 这一机制还可对相关各方
试图操纵匹配过程加以限制。
他的研究还揭示了如何通过机
制设计对市场的某方产生系统
性收益。

罗思的贡献在于， 他发现
沙普利的理论能够阐明一些重
要市场是如何在实践中运作
的。 通过一系列研究， 他发现
“稳定”是理解特定市场机制成
功的关键因素。之后，他将这些
研究成果运用于实验， 并帮助
重新设计了现有的诸多匹配机
制。在沙普利理论的基础上，罗
思还加入了对道德约束或其他
特定条件的考量。

据了解，在诸如器官捐献者
与接受移植病人之间如何匹配
器官资源，在学生与大学之间如
何配置教育资源，或者在网络搜
索引擎提供的广告位与广告商
之间如何进行有效匹配，如何高
效完成匹配等广泛领域，这些理
论和实践都有应用。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
员会现场解读获奖者研究成果
后， 罗思通过现场电话连线接
受了媒体采访。他说，由于对未
知领域的好奇， 他与研究团队
就沙普利的理论开展了进一步
的研究。罗思表示，自己从未想
过会获得诺贝尔奖， 但他很高
兴能在今年 12 月到斯德哥尔
摩领奖。 沙普利没有在第一时
间对获奖作出回应。 其所在学
校的发言人说， 由于他已经退
休，有一段时间没有授课了。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
金共计 800 万瑞典克朗 （约
120 万美元），将由两名获奖者
平分。 （本栏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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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跨千年的惊喜巨变
———甘孜县实施牧民定居行动计划纪实

县委书记张永德与土花村支书竹洛亲切交谈。

县长龙明阿真详细了解村民活动中心建设情况。

达通玛查龙乡政府附近的定居点夜景。

下雄乡洛戈一村村民活动中心。

下雄乡洛戈一村牧民定居房。

“四下乡”活动走进大德乡章龙玛通牧民定居点。

下雄乡洛戈一村定居点。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喜迎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 余应琼 吕体伟 文/图

四年， 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个
短暂的瞬间， 但在甘孜县牧民群众的心
中，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正是在这短
短的四年间， 牧民们实现了从游牧到定
居、从帐篷到“别墅”的千年大跨越，安居
乐业的梦想已经变成了看得见、 摸得着
的现实！

从草原到城镇，从游牧到定居，从阴
暗、狭小、潮湿的帐篷到明亮、宽敞、温暖
的定居房，历史的记忆不会留下空白，甘
孜县 “牧民定居行动计划暨帐篷新生活
行动”生动地记录了牧民变迁的脚步，锤
炼着一方干部的务实作风，流淌着党委、
政府执政为民的真挚情怀。

2009 年 ，省委 、省政府决定在全省
藏区实施 “牧民定居行动计划暨帐篷新
生活行动”， 甘孜县经过 4 年的努力，截
至今年 10 月， 建成 28 个定居点， 实现
3965 户 17971 名牧民群众定居。 定居，
虽然只有寥寥二字， 但定居不仅从根本
上改变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而且
有效地解决了牧区长期存在的 “上学
难”、“看病难”、“行路难”、“转变生活与
生产方式难”等问题。广大牧民群众欢呼
雀跃，“共产党，亚莫热！ ”的感激话语随
处可闻。

一步跨千年的史诗工程

金秋十月，驱车行驶在草原上，走访
一个个集民族特色与现代气息相结合的
牧民定居点， 真像在欣赏一幅幅色彩绚
丽的图画。白云在蓝天下涟漪片片，风中
传送着粗犷豪放的牧歌， 随处可见相对
集中、布局整齐、建筑漂亮的崩科房，星
星点点，犹如颗颗明珠，镶嵌在草原上，
牧民群众快乐的笑脸在蓝天下绽放……

在下雄乡洛戈一村定居点， 村民活
动中心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建美
好家园，享现代文明，过幸福生活”等标
语格外醒目。 定居点内数十户定居房呈
梅花型分布，统一的红瓦白墙，统一的藏
式墙垛院墙，统一的朱红色铁花门，正面
统一的崩空造型，让人赏心悦目，宽阔的
硬化路通向各家各户， 漂亮的景象让人
以为是进入了一座“别墅群”。

这些大气、独特、漂亮的房屋，与我
们原来看到的草原上散落的黑色牦牛帐
篷和盖在半山腰的低矮简陋的土坯房，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走进达瓦多吉家， 宽大的院子干净
整洁， 进到屋里， 雕梁画栋让人眼花缭
乱， 装上大玻璃的窗户使整个房间既明
亮又保暖， 充满浓郁民族特色的屋子里
沙发、电视等家电用品一应俱全。再往里
屋走，是安装了现代卫浴设施的卫生间，
拧开水龙头， 清澈的自来水哗哗地流了

出来。 “有热水”， 主人指着龙头示意客
人， 原来这里家家户户都用上了太阳能
热水器。

“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住上这样好
的房子，享受这样现代化的生活，还能在
放牧时用上这么好的新型帐篷。 ” 达瓦
多吉感慨不已。在达瓦多吉的记忆里，他
一直生活在距县城 30 公里外的下雄乡，
住了多年帐篷。吃的是河水，点的是酥油
灯，村里没有学校，没有卫生室，路也是
牦牛踏出的小道。 “原来的游牧生活，每

年搬家的次数，数都数不清，实在是太
麻烦了，现在定居了，即便刮风下雪也
不用发愁了，用水用电也方便了，闲暇
时，大伙在一起唱歌、跳舞。 晚上，一家
人一起看电视，比以前寂寞苦闷的游牧
生活热闹多了。 以前病了，小毛病就扛
扛,大问题就先占卜再去找医生。现在病
了，首先想到的是去医院，因为我现在
更相信现代医疗技术对健康的重要
性。 ”说起定居后的生活，达瓦多吉的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

达瓦多吉一家的变化， 应该说，是
甘孜县“牧民定居行动计划暨帐篷新生
活行动”实施后大多数牧民家庭变化的
缩影。

如今的甘孜县牧区，不但“家家有
了固定房，户户有了新帐篷，村村有了
活动中心”， 而且， 通村路直达各定居
点， 每个定居点都有了安全饮用水，并
有移动通讯信号覆盖，达通玛最边远的
大德乡娘蒙多、茶扎乡木通定居点新建
了学校，在查龙乡政府定居点建起了敬
老院、综合文化服务站，公路沿线的下
雄乡、 来马乡定居点实现了低压电入
户，各村民活动中心都建设了村卫生室
等等。 该县牧区群众一步跨越千年，过
上了居有定所、病有所医、学有所教、老
有所养、有安全水喝、道路通达、通讯便
捷的幸福生活。

牧民群众说，是共产党为我们带来
了新生活。

牧民群众满意的定居工程

四年来， 甘孜县牧民定居工程完
成 3965 户，涉及 5 乡 40 村，没有一处
不按规定、方案、要求、制度进行实施，
没有一处延误工期， 没有一处各行其
是。 取得这样好的效果，源于责任，源

于务实的工作作风 ，源
于一整套高效 、 畅通的
运行机制。

实施 “牧民定居行动
计划”， 特别是为了抓好牧
民定居房建设，甘孜县着力
推动广大干部深入基层，到
群众中去，用心用情帮助群
众， 并采取了县级领导包
乡、 机关干部驻乡督导、区
乡干部蹲点包户等措施办
法。 广大干部坚决贯彻县
委、县政府决策部署，狠抓
工作落实，把心血倾注到牧
民定居工程，把汗水挥洒到
建设工程现场。为帮助群众
抢抓工期，查龙乡组织全乡
干部帮助群众转运木材。大
德乡为帮助群众买到急需
的木料，乡干部忍饥挨饿住
到料场。为确保群众建房质
量， 各乡干部吃在定居点，
住在活动中心，天天坚守指
导。干部的真情努力换来了
牧区的深刻变化，牧区的深
刻变化赢得了群众对党和
政府的真心拥护。现在县上
工作组到牧区， 相比以往，

群众更热情、更亲热。 2011 年 12 月中旬，
县委主要领导带工作组到牧区调研牧定
工作时，卡龙乡阿沙一村、夺波村村干代
表全体村民向工作组敬献哈达，并热情招
待， 夺波村支书康勇向工作组深情说道：
“天是共产党的天，地是共产党的地。民改
以来， 夺波村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
共产党给我们的只有多的，从来就没有说
少的。 这些年来，党和政府所实施的牧民
定居等一系列惠民政策让我们过上了更
好的生活，对共产党我们永远心存感激。”

2009 年牧民定居工程建设伊始，该
县成立了县牧民定居行动计划领导小
组，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分别担任牧定
领导小组组长和常务副组长， 相关县级
领导为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
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实施、质量监督、建材
统筹、资金管理、宣传工作五个小组，分
别落实职责和任务， 分工合作， 统筹推
进。 针对县级领导班子换届，及时对牧定
领导小组进行了调整充实。 每年年初，县
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带领工作组深
入各个定居点现场办公， 优化敲定各点
建设方案， 并在年中推进和年底冲刺等
各个关键节点， 多次深入各定居点实地
调研，及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不同
建设时期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特别今年
8 月以来收官建设的关键时期，县委、县
政府先后召开牧定决战会议和决战攻坚
会议，并采取县长坐镇达通玛指挥，县级
领导兼任卡龙、查龙两乡党委第一书记，
增派机关干部帮扶等强有力措施， 确保
了 10 月 15 日前各项建设圆满收官。 对
牧定资金整合、建材调运、牧民贷款等重
点工作，随时过问，亲自督促推动，确保

全县牧民定居建设顺利推进。
高度重视牧民定居行动计划规划编

制， 在宜宾市建筑勘察设计院的对口援
助下，按照“三靠近”（靠公路、靠乡镇、靠
县城）原则，充分考虑牧民生活习惯、牧
区地形地貌和自然条件，按照 40 户以上
建设集中定居点的原则， 规划建设定居
点 28 个。 各定居点配套村民活动中心、
道路、饮水、通讯、公厕、垃圾收集点等公
共基础设施。 在定居点规划、调整、建设
的过程中，广泛采取召开村民大会、牧民
群众代表座谈等形式，县委、县政府主要
领导亲自与牧民群众面对面交流， 宣传
讲解，征求意见，让牧民群众充分了解，
并充分满足他们的愿望和要求， 确保建
设规划切实得到群众的认可和拥护。 随
着牧定的深入，成效的显现，广大牧民对
牧定逐步变被动为主动，热情高涨，积极
参与，并为建设好定居点出主意想办法。
比如，大德乡 9 个村主动提出，将政府原
来规划的 12 个定居点优化整合为 2 个
定居点集中建设， 这不仅利于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提质上档， 也为牧区今后的集
镇化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

针对甘孜县牧民贫困面广、 贫困程
度深、建房困难大的实际，在落实国家每
户建房补助 2.5 万元的基础上， 进一步
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惠民政策。 实行定居
建房奖励制度，凡定居房基础按照县委、
政府要求统规统建的， 验收便合格每户
奖励 5000 元。 实行木材运费补贴，各定
居点建房木材由县牧定办统一组织调
运 ， 运费由县财政补贴 ， 户均补助近
8000 元。 支持困难牧户申请信用贷款，
共为有贷款需求并符合贷款条件的 701
户牧民贷款 1331 万元。

该县规范建设程序，28 个定居点全
部按要求完成地勘。 各定居点规划设计
调整均委托具备资质的规划设计院设
计。 各牧定工程分别落实建设责任单位
和业主， 各乡人民政府是定居点建设实
施主体，定居房责任主体是牧民群众，村

民活动中心业主是各乡人民政府， 定居
点道路工程业主是县交通运输局， 饮水
工程业主单位是县水务局， 教育设施业
主是县教育局， 其他工程按照行业分别
落实了建设责任单位， 牧定办牵头有序
实施。 各公共基础设施工程严格按要求
设计， 并按基本建设程序组织招投标和
施工，竣工及时组织验收。

着力要素保障。凡戴“牧定头资金”，
全部整合用于牧民定居行动计划。 上级
下达资金及时划拨， 坚决杜绝截留、挪
用。今年初，在牧民定居行动计划资金迟
迟不能到位的情况下， 县财政及时落实
配套资金 500 万元， 确保了各项工程顺
利启动。在州委、州政府领导和州相关部
门的关怀支持下， 甘孜县牧民定居行动
计划木材由炉霍、新龙等有林县特供，三
年多来，两县共落实特供木材 6 万多方，
有力保障了甘孜县牧民定居房建设顺利
推进。从 2010 年开始，三年来，成都军区
免费为甘孜县运送水泥 4500 吨、新型帐
篷3965 顶；2010 年，时任州委书记刘道平
一次性为达通玛片区解决 40 台拖拉机，
专门用于拉运牧定建材，缓解了牧区运力
不足的问题。 针对牧区缺乏建筑工匠的情
况， 由 17 个农业乡镇分别对口支援 1 个
牧业乡，组织打墙队、木工队对口援建，一
方面解决了牧区建设技术人员缺乏，另一
方面促进了农区群众就业与增收。

结合甘孜实际，制定了《甘孜县牧民
定居行动计划工程建设质量监督管理办
法》。 定居房采取统规自建，其建筑规范
由县建设部门根据甘孜传统民居进行了
规范和改进，全部采取土木和砖木结构，
重点加强了抗震设防设计， 并经省州相
关技术部门认可。 定居房基础实行统规

联建。 群众自建过程中，县、乡干部驻点
督导，对驻点人员进行了专门技术培训。
定居房竣工后，逐户组织竣工验收，对存
在质量问题的， 要求其整改后方兑现建
房补助。 各公共配套设施均由业主单位
落实专人进行现场监管， 竣工后分别开
展“回头看”，及时查改问题。

严格资金管理。牧定资金建立专帐，
专户管理，封闭运行，实行报帐制管理，
坚决杜绝挤占 、 挪用 。 目前到位资金
21202.586 万元， 累计投资拨付 18934.8
万元。 牧民建房补助资金严格实行公示
制并采取现场发放。 加强了牧定资金整
合，整合资金 643.2 万元，其中异地搬迁
600 万元，灾后重建 43.2 万元。 2012 年，
县财政一次性落实牧定配套建设资金
500 万元。 按要求县财政调剂 100 万元
注入贷款担保基金，并落实了贷款贴息。
纪检监察部门牵头加强牧定项目和资金
的监督检查。 县审计部门开展了牧定资
金使用情况专项审计。

强化管理服务。制定并印发《甘孜县
牧民定居点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办法
（试行）》。 各定居点依托村“两委”，增设
了定居点服务站等管理组织， 落实了服
务站长、环卫人员、治安信息员、义务消
防员等工作人员。 各乡政府按要求落实
了定居点管理包点人员， 多村共建的定
居点由一名乡政府副职担任联席会议主
任。服务站长、环卫人员工资报酬纳入县
财政预算。 各定居点资产按规定进行了
登记造册，并落实了管理人员，村民活动
中心公共资产无侵占现象。 各乡政府指
导，各定居点均建立了联防联管制度、村
规民约， 切实加强定居点治安管理和防
范，确保定居点管理规范有序。

注重产业配套。县牧定办牵头编制了
《甘孜县牧民定居点产业发展规划》，以
“定得下、能发展、能致富”为目标，因地制
宜对不同资源禀赋的定居点分别制定了
产业发展规划。 下雄乡洛戈一村、二村按
照牧旅结合的思路， 制定了旅游发展规
划，达通玛片区各定居点以发展现代畜牧

业为目标，着力传统畜牧业改造提升。
加强档案管理。 县牧定办配备了 3

名兼职档案管理人员， 各乡分别落实专
人， 在县档案局具体业务指导下开展档
案管理工作。 牧定文书档案和工程档案
收集齐全，整理规范。 按规定完成了牧定
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录入工作。

俯首拉重车，辛勤苦耕耘。 四年来，
牧民新居的每一栋房子见证着甘孜县各
级干部付出的心血。

定居牧民称道的幸福工程

在查龙乡乡政府定居点，笔者一行
走进了牧民康波家，正在看《康巴卫视》
节目的康波夫妇从沙发上起身相迎，热
情的招呼我们喝茶 ，“这个两层楼的住
房，花了 38 万元，我们一家 8 口人住在
楼上，底楼有 3 个铺面全部出租给做生
意的了，每个铺面一个月有 700 元的租
金收入呢 ，除了放牧 ，自己也做点小生
意。 ”康波向我们介绍着定居后的生活。
看着笔者环顾四周，打量那些崭新的家
用电器 、家具 ，康波满脸笑意说道 ：“以
前游牧的时候 ，经常搬迁 ，希望东西越
少越好 ，除了必备的生活用品 ，基本上
没有置办什么家具。 现在定居下来了，
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装扮自己的新
家了，弄得漂亮些、现代些，我还专门给
老婆买了个梳妆台呢。 ”偎依在他身边
美丽贤惠的妻子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她
高兴地对笔者说 ：“这一切都要感谢牧
民定居行动计划！ 住上了新房子，又有
了挣钱的路子 ，生活更有奔头了 ，只要
辛勤劳动， 日子就会像酥油茶一样，越
来越香甜！ ”

定居牧民住上了精美的崩科房，用
上冰柜、手机、看上了电视，家家户户至
少都有一辆摩托车， 生活水平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消费层次不断提升，家家
户户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定居后，定居点上的牧民之间交往
交流更加密切， 随着信息流的增加，牧
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也慢慢发生着变化，
竞争意识逐渐增强 ， 致富追求日益浓
烈。 除了从事传统的畜牧业、采挖药材，
部分牧民开始有了打工意识，在闲暇时
节外出打工 ，拓展了增收渠道 ，在市场
经济大潮的影响下，紧紧地跟上了时代
发展的步伐。

查龙乡乡政府定居点各类商铺、小
餐馆众多， 宁静中又展现出热闹繁华的
景象。 祖祖辈辈和牛粪、土炉、土房、牛毛
帐篷打交道的牧民， 也过上了和城里人
一样的好日子。

定居生活， 也让不少生意人看到了
其中蕴含的商机，“去年投资了 1 万余元
开这个餐馆，顾客基本上是牧民，每个月
的利润至少是 4000 多元。 这里的牧民喜
欢吃炒菜呢，青椒炒肉、莴笋炒肉是他们
必点的菜。 ”来自乐至县的餐馆老板吴金
凤告诉笔者。 当笔者问及他们一般喝什
么酒时，吴老板说：“喝啥子酒哦，他们一
般都是就着饮料吃菜， 最喜欢喝红牛饮
料了。 来这么久了，从没有看见有打架的
牧民，这里的生意还不错，我打算让我妹
来这里卖菜。 ”

“牧民定居前每天的营业额才百十
元，定居后，每天能够达到五六百元了。 ”
来自遂宁的杂货店老板告诉笔者，“什么
货品最畅销呢？ ”“香皂、化妆品、香水那
些卖的比较好哦。 ”

查龙乡乡长白玛德青告诉笔者，无
论教育 、饮食还是生活条件 ，当地都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他们过的是游
牧生活 ，那时候住的是帐篷 ，生活条件
也不好 ，牲畜死亡也很多 ，条件非常艰
苦，现在定居下来之后，生活比较轻松，
也有精力做一些旅游、运输业等收入较
高的副业了。 ”

“实现定居后，牧民群众送孩子入学
的积极性提高了， 入学率大幅度地提高
了。 ”查龙乡中心校校长告诉笔者。

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传出朗朗的读书
声，那是新牧区的希望。

甘孜县定居牧民的生活 ， 就像映
日的格桑花欢快地绽放 ， 芬芳吐蕊 ，
幸福安康 。

■ 余应琼 吕体伟 文/图

四年， 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个
短暂的瞬间， 但在甘孜县牧民群众的心
中，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正是在这短
短的四年间， 牧民们实现了从游牧到定
居、从帐篷到“别墅”的千年大跨越，安居
乐业的梦想已经变成了看得见、 摸得着
的现实！

从草原到城镇，从游牧到定居，从阴
暗、狭小、潮湿的帐篷到明亮、宽敞、温暖
的定居房，历史的记忆不会留下空白，甘
孜县 “牧民定居行动计划暨帐篷新生活
行动”生动地记录了牧民变迁的脚步，锤
炼着一方干部的务实作风，流淌着党委、
政府执政为民的真挚情怀。

2009 年 ，省委 、省政府决定在全省
藏区实施 “牧民定居行动计划暨帐篷新
生活行动”， 甘孜县经过 4 年的努力，截
至今年 10 月， 建成 28 个定居点， 实现
3965 户 17971 名牧民群众定居。 定居，
虽然只有寥寥二字， 但定居不仅从根本
上改变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而且
有效地解决了牧区长期存在的 “上学
难”、“看病难”、“行路难”、“转变生活与
生产方式难”等问题。广大牧民群众欢呼
雀跃，“共产党，亚莫热！ ”的感激话语随
处可闻。

一步跨千年的史诗工程

金秋十月，驱车行驶在草原上，走访
一个个集民族特色与现代气息相结合的
牧民定居点， 真像在欣赏一幅幅色彩绚
丽的图画。白云在蓝天下涟漪片片，风中
传送着粗犷豪放的牧歌， 随处可见相对
集中、布局整齐、建筑漂亮的崩科房，星
星点点，犹如颗颗明珠，镶嵌在草原上，
牧民群众快乐的笑脸在蓝天下绽放……

在下雄乡洛戈一村定居点， 村民活
动中心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建美
好家园，享现代文明，过幸福生活”等标
语格外醒目。 定居点内数十户定居房呈
梅花型分布，统一的红瓦白墙，统一的藏
式墙垛院墙，统一的朱红色铁花门，正面
统一的崩空造型，让人赏心悦目，宽阔的
硬化路通向各家各户， 漂亮的景象让人
以为是进入了一座“别墅群”。

这些大气、独特、漂亮的房屋，与我
们原来看到的草原上散落的黑色牦牛帐
篷和盖在半山腰的低矮简陋的土坯房，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走进达瓦多吉家， 宽大的院子干净
整洁， 进到屋里， 雕梁画栋让人眼花缭
乱， 装上大玻璃的窗户使整个房间既明
亮又保暖， 充满浓郁民族特色的屋子里
沙发、电视等家电用品一应俱全。再往里
屋走，是安装了现代卫浴设施的卫生间，
拧开水龙头， 清澈的自来水哗哗地流了

出来。 “有热水”， 主人指着龙头示意客
人， 原来这里家家户户都用上了太阳能
热水器。

“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住上这样好
的房子，享受这样现代化的生活，还能在
放牧时用上这么好的新型帐篷。 ” 达瓦
多吉感慨不已。在达瓦多吉的记忆里，他
一直生活在距县城 30 公里外的下雄乡，
住了多年帐篷。吃的是河水，点的是酥油
灯，村里没有学校，没有卫生室，路也是
牦牛踏出的小道。 “原来的游牧生活，每

年搬家的次数，数都数不清，实在是太
麻烦了，现在定居了，即便刮风下雪也
不用发愁了，用水用电也方便了，闲暇
时，大伙在一起唱歌、跳舞。 晚上，一家
人一起看电视，比以前寂寞苦闷的游牧
生活热闹多了。 以前病了，小毛病就扛
扛,大问题就先占卜再去找医生。现在病
了，首先想到的是去医院，因为我现在
更相信现代医疗技术对健康的重要
性。 ”说起定居后的生活，达瓦多吉的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

达瓦多吉一家的变化， 应该说，是
甘孜县“牧民定居行动计划暨帐篷新生
活行动”实施后大多数牧民家庭变化的
缩影。

如今的甘孜县牧区，不但“家家有
了固定房，户户有了新帐篷，村村有了
活动中心”， 而且， 通村路直达各定居
点， 每个定居点都有了安全饮用水，并
有移动通讯信号覆盖，达通玛最边远的
大德乡娘蒙多、茶扎乡木通定居点新建
了学校，在查龙乡政府定居点建起了敬
老院、综合文化服务站，公路沿线的下
雄乡、 来马乡定居点实现了低压电入
户，各村民活动中心都建设了村卫生室
等等。 该县牧区群众一步跨越千年，过
上了居有定所、病有所医、学有所教、老
有所养、有安全水喝、道路通达、通讯便
捷的幸福生活。

牧民群众说，是共产党为我们带来
了新生活。

牧民群众满意的定居工程

四年来， 甘孜县牧民定居工程完
成 3965 户，涉及 5 乡 40 村，没有一处
不按规定、方案、要求、制度进行实施，
没有一处延误工期， 没有一处各行其
是。 取得这样好的效果，源于责任，源

于务实的工作作风 ，源
于一整套高效 、 畅通的
运行机制。

实施 “牧民定居行动
计划”， 特别是为了抓好牧
民定居房建设，甘孜县着力
推动广大干部深入基层，到
群众中去，用心用情帮助群
众， 并采取了县级领导包
乡、 机关干部驻乡督导、区
乡干部蹲点包户等措施办
法。 广大干部坚决贯彻县
委、县政府决策部署，狠抓
工作落实，把心血倾注到牧
民定居工程，把汗水挥洒到
建设工程现场。为帮助群众
抢抓工期，查龙乡组织全乡
干部帮助群众转运木材。大
德乡为帮助群众买到急需
的木料，乡干部忍饥挨饿住
到料场。为确保群众建房质
量， 各乡干部吃在定居点，
住在活动中心，天天坚守指
导。干部的真情努力换来了
牧区的深刻变化，牧区的深
刻变化赢得了群众对党和
政府的真心拥护。现在县上
工作组到牧区， 相比以往，

群众更热情、更亲热。 2011 年 12 月中旬，
县委主要领导带工作组到牧区调研牧定
工作时，卡龙乡阿沙一村、夺波村村干代
表全体村民向工作组敬献哈达，并热情招
待， 夺波村支书康勇向工作组深情说道：
“天是共产党的天，地是共产党的地。民改
以来， 夺波村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
共产党给我们的只有多的，从来就没有说
少的。 这些年来，党和政府所实施的牧民
定居等一系列惠民政策让我们过上了更
好的生活，对共产党我们永远心存感激。”

2009 年牧民定居工程建设伊始，该
县成立了县牧民定居行动计划领导小
组，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分别担任牧定
领导小组组长和常务副组长， 相关县级
领导为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
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实施、质量监督、建材
统筹、资金管理、宣传工作五个小组，分
别落实职责和任务， 分工合作， 统筹推
进。 针对县级领导班子换届，及时对牧定
领导小组进行了调整充实。 每年年初，县
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带领工作组深
入各个定居点现场办公， 优化敲定各点
建设方案， 并在年中推进和年底冲刺等
各个关键节点， 多次深入各定居点实地
调研，及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不同
建设时期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特别今年
8 月以来收官建设的关键时期，县委、县
政府先后召开牧定决战会议和决战攻坚
会议，并采取县长坐镇达通玛指挥，县级
领导兼任卡龙、查龙两乡党委第一书记，
增派机关干部帮扶等强有力措施， 确保
了 10 月 15 日前各项建设圆满收官。 对
牧定资金整合、建材调运、牧民贷款等重
点工作，随时过问，亲自督促推动，确保

全县牧民定居建设顺利推进。
高度重视牧民定居行动计划规划编

制， 在宜宾市建筑勘察设计院的对口援
助下，按照“三靠近”（靠公路、靠乡镇、靠
县城）原则，充分考虑牧民生活习惯、牧
区地形地貌和自然条件，按照 40 户以上
建设集中定居点的原则， 规划建设定居
点 28 个。 各定居点配套村民活动中心、
道路、饮水、通讯、公厕、垃圾收集点等公
共基础设施。 在定居点规划、调整、建设
的过程中，广泛采取召开村民大会、牧民
群众代表座谈等形式，县委、县政府主要
领导亲自与牧民群众面对面交流， 宣传
讲解，征求意见，让牧民群众充分了解，
并充分满足他们的愿望和要求， 确保建
设规划切实得到群众的认可和拥护。 随
着牧定的深入，成效的显现，广大牧民对
牧定逐步变被动为主动，热情高涨，积极
参与，并为建设好定居点出主意想办法。
比如，大德乡 9 个村主动提出，将政府原
来规划的 12 个定居点优化整合为 2 个
定居点集中建设， 这不仅利于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提质上档， 也为牧区今后的集
镇化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

针对甘孜县牧民贫困面广、 贫困程
度深、建房困难大的实际，在落实国家每
户建房补助 2.5 万元的基础上， 进一步
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惠民政策。 实行定居
建房奖励制度，凡定居房基础按照县委、
政府要求统规统建的， 验收便合格每户
奖励 5000 元。 实行木材运费补贴，各定
居点建房木材由县牧定办统一组织调
运 ， 运费由县财政补贴 ， 户均补助近
8000 元。 支持困难牧户申请信用贷款，
共为有贷款需求并符合贷款条件的 701
户牧民贷款 1331 万元。

该县规范建设程序，28 个定居点全
部按要求完成地勘。 各定居点规划设计
调整均委托具备资质的规划设计院设
计。 各牧定工程分别落实建设责任单位
和业主， 各乡人民政府是定居点建设实
施主体，定居房责任主体是牧民群众，村

民活动中心业主是各乡人民政府， 定居
点道路工程业主是县交通运输局， 饮水
工程业主单位是县水务局， 教育设施业
主是县教育局， 其他工程按照行业分别
落实了建设责任单位， 牧定办牵头有序
实施。 各公共基础设施工程严格按要求
设计， 并按基本建设程序组织招投标和
施工，竣工及时组织验收。

着力要素保障。凡戴“牧定头资金”，
全部整合用于牧民定居行动计划。 上级
下达资金及时划拨， 坚决杜绝截留、挪
用。今年初，在牧民定居行动计划资金迟
迟不能到位的情况下， 县财政及时落实
配套资金 500 万元， 确保了各项工程顺
利启动。在州委、州政府领导和州相关部
门的关怀支持下， 甘孜县牧民定居行动
计划木材由炉霍、新龙等有林县特供，三
年多来，两县共落实特供木材 6 万多方，
有力保障了甘孜县牧民定居房建设顺利
推进。从 2010 年开始，三年来，成都军区
免费为甘孜县运送水泥 4500 吨、新型帐
篷3965 顶；2010 年，时任州委书记刘道平
一次性为达通玛片区解决 40 台拖拉机，
专门用于拉运牧定建材，缓解了牧区运力
不足的问题。 针对牧区缺乏建筑工匠的情
况， 由 17 个农业乡镇分别对口支援 1 个
牧业乡，组织打墙队、木工队对口援建，一
方面解决了牧区建设技术人员缺乏，另一
方面促进了农区群众就业与增收。

结合甘孜实际，制定了《甘孜县牧民
定居行动计划工程建设质量监督管理办
法》。 定居房采取统规自建，其建筑规范
由县建设部门根据甘孜传统民居进行了
规范和改进，全部采取土木和砖木结构，
重点加强了抗震设防设计， 并经省州相
关技术部门认可。 定居房基础实行统规

联建。 群众自建过程中，县、乡干部驻点
督导，对驻点人员进行了专门技术培训。
定居房竣工后，逐户组织竣工验收，对存
在质量问题的， 要求其整改后方兑现建
房补助。 各公共配套设施均由业主单位
落实专人进行现场监管， 竣工后分别开
展“回头看”，及时查改问题。

严格资金管理。牧定资金建立专帐，
专户管理，封闭运行，实行报帐制管理，
坚决杜绝挤占 、 挪用 。 目前到位资金
21202.586 万元， 累计投资拨付 18934.8
万元。 牧民建房补助资金严格实行公示
制并采取现场发放。 加强了牧定资金整
合，整合资金 643.2 万元，其中异地搬迁
600 万元，灾后重建 43.2 万元。 2012 年，
县财政一次性落实牧定配套建设资金
500 万元。 按要求县财政调剂 100 万元
注入贷款担保基金，并落实了贷款贴息。
纪检监察部门牵头加强牧定项目和资金
的监督检查。 县审计部门开展了牧定资
金使用情况专项审计。

强化管理服务。制定并印发《甘孜县
牧民定居点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办法
（试行）》。 各定居点依托村“两委”，增设
了定居点服务站等管理组织， 落实了服
务站长、环卫人员、治安信息员、义务消
防员等工作人员。 各乡政府按要求落实
了定居点管理包点人员， 多村共建的定
居点由一名乡政府副职担任联席会议主
任。服务站长、环卫人员工资报酬纳入县
财政预算。 各定居点资产按规定进行了
登记造册，并落实了管理人员，村民活动
中心公共资产无侵占现象。 各乡政府指
导，各定居点均建立了联防联管制度、村
规民约， 切实加强定居点治安管理和防
范，确保定居点管理规范有序。

注重产业配套。县牧定办牵头编制了
《甘孜县牧民定居点产业发展规划》，以
“定得下、能发展、能致富”为目标，因地制
宜对不同资源禀赋的定居点分别制定了
产业发展规划。 下雄乡洛戈一村、二村按
照牧旅结合的思路， 制定了旅游发展规
划，达通玛片区各定居点以发展现代畜牧

业为目标，着力传统畜牧业改造提升。
加强档案管理。 县牧定办配备了 3

名兼职档案管理人员， 各乡分别落实专
人， 在县档案局具体业务指导下开展档
案管理工作。 牧定文书档案和工程档案
收集齐全，整理规范。 按规定完成了牧定
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录入工作。

俯首拉重车，辛勤苦耕耘。 四年来，
牧民新居的每一栋房子见证着甘孜县各
级干部付出的心血。

定居牧民称道的幸福工程

在查龙乡乡政府定居点，笔者一行
走进了牧民康波家，正在看《康巴卫视》
节目的康波夫妇从沙发上起身相迎，热
情的招呼我们喝茶 ，“这个两层楼的住
房，花了 38 万元，我们一家 8 口人住在
楼上，底楼有 3 个铺面全部出租给做生
意的了，每个铺面一个月有 700 元的租
金收入呢 ，除了放牧 ，自己也做点小生
意。 ”康波向我们介绍着定居后的生活。
看着笔者环顾四周，打量那些崭新的家
用电器 、家具 ，康波满脸笑意说道 ：“以
前游牧的时候 ，经常搬迁 ，希望东西越
少越好 ，除了必备的生活用品 ，基本上
没有置办什么家具。 现在定居下来了，
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装扮自己的新
家了，弄得漂亮些、现代些，我还专门给
老婆买了个梳妆台呢。 ”偎依在他身边
美丽贤惠的妻子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她
高兴地对笔者说 ：“这一切都要感谢牧
民定居行动计划！ 住上了新房子，又有
了挣钱的路子 ，生活更有奔头了 ，只要
辛勤劳动， 日子就会像酥油茶一样，越
来越香甜！ ”

定居牧民住上了精美的崩科房，用
上冰柜、手机、看上了电视，家家户户至
少都有一辆摩托车， 生活水平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消费层次不断提升，家家
户户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定居后，定居点上的牧民之间交往
交流更加密切， 随着信息流的增加，牧
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也慢慢发生着变化，
竞争意识逐渐增强 ， 致富追求日益浓
烈。 除了从事传统的畜牧业、采挖药材，
部分牧民开始有了打工意识，在闲暇时
节外出打工 ，拓展了增收渠道 ，在市场
经济大潮的影响下，紧紧地跟上了时代
发展的步伐。

查龙乡乡政府定居点各类商铺、小
餐馆众多， 宁静中又展现出热闹繁华的
景象。 祖祖辈辈和牛粪、土炉、土房、牛毛
帐篷打交道的牧民， 也过上了和城里人
一样的好日子。

定居生活， 也让不少生意人看到了
其中蕴含的商机，“去年投资了 1 万余元
开这个餐馆，顾客基本上是牧民，每个月
的利润至少是 4000 多元。 这里的牧民喜
欢吃炒菜呢，青椒炒肉、莴笋炒肉是他们
必点的菜。 ”来自乐至县的餐馆老板吴金
凤告诉笔者。 当笔者问及他们一般喝什
么酒时，吴老板说：“喝啥子酒哦，他们一
般都是就着饮料吃菜， 最喜欢喝红牛饮
料了。 来这么久了，从没有看见有打架的
牧民，这里的生意还不错，我打算让我妹
来这里卖菜。 ”

“牧民定居前每天的营业额才百十
元，定居后，每天能够达到五六百元了。 ”
来自遂宁的杂货店老板告诉笔者，“什么
货品最畅销呢？ ”“香皂、化妆品、香水那
些卖的比较好哦。 ”

查龙乡乡长白玛德青告诉笔者，无
论教育 、饮食还是生活条件 ，当地都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他们过的是游
牧生活 ，那时候住的是帐篷 ，生活条件
也不好 ，牲畜死亡也很多 ，条件非常艰
苦，现在定居下来之后，生活比较轻松，
也有精力做一些旅游、运输业等收入较
高的副业了。 ”

“实现定居后，牧民群众送孩子入学
的积极性提高了， 入学率大幅度地提高
了。 ”查龙乡中心校校长告诉笔者。

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传出朗朗的读书
声，那是新牧区的希望。

甘孜县定居牧民的生活 ， 就像映
日的格桑花欢快地绽放 ， 芬芳吐蕊 ，
幸福安康 。

■ 余应琼 吕体伟 文/图

四年， 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个
短暂的瞬间， 但在甘孜县牧民群众的心
中，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正是在这短
短的四年间， 牧民们实现了从游牧到定
居、从帐篷到“别墅”的千年大跨越，安居
乐业的梦想已经变成了看得见、 摸得着
的现实！

从草原到城镇，从游牧到定居，从阴
暗、狭小、潮湿的帐篷到明亮、宽敞、温暖
的定居房，历史的记忆不会留下空白，甘
孜县 “牧民定居行动计划暨帐篷新生活
行动”生动地记录了牧民变迁的脚步，锤
炼着一方干部的务实作风，流淌着党委、
政府执政为民的真挚情怀。

2009 年 ，省委 、省政府决定在全省
藏区实施 “牧民定居行动计划暨帐篷新
生活行动”， 甘孜县经过 4 年的努力，截
至今年 10 月， 建成 28 个定居点， 实现
3965 户 17971 名牧民群众定居。 定居，
虽然只有寥寥二字， 但定居不仅从根本
上改变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而且
有效地解决了牧区长期存在的 “上学
难”、“看病难”、“行路难”、“转变生活与
生产方式难”等问题。广大牧民群众欢呼
雀跃，“共产党，亚莫热！ ”的感激话语随
处可闻。

一步跨千年的史诗工程

金秋十月，驱车行驶在草原上，走访
一个个集民族特色与现代气息相结合的
牧民定居点， 真像在欣赏一幅幅色彩绚
丽的图画。白云在蓝天下涟漪片片，风中
传送着粗犷豪放的牧歌， 随处可见相对
集中、布局整齐、建筑漂亮的崩科房，星
星点点，犹如颗颗明珠，镶嵌在草原上，
牧民群众快乐的笑脸在蓝天下绽放……

在下雄乡洛戈一村定居点， 村民活
动中心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建美
好家园，享现代文明，过幸福生活”等标
语格外醒目。 定居点内数十户定居房呈
梅花型分布，统一的红瓦白墙，统一的藏
式墙垛院墙，统一的朱红色铁花门，正面
统一的崩空造型，让人赏心悦目，宽阔的
硬化路通向各家各户， 漂亮的景象让人
以为是进入了一座“别墅群”。

这些大气、独特、漂亮的房屋，与我
们原来看到的草原上散落的黑色牦牛帐
篷和盖在半山腰的低矮简陋的土坯房，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走进达瓦多吉家， 宽大的院子干净
整洁， 进到屋里， 雕梁画栋让人眼花缭
乱， 装上大玻璃的窗户使整个房间既明
亮又保暖， 充满浓郁民族特色的屋子里
沙发、电视等家电用品一应俱全。再往里
屋走，是安装了现代卫浴设施的卫生间，
拧开水龙头， 清澈的自来水哗哗地流了

出来。 “有热水”， 主人指着龙头示意客
人， 原来这里家家户户都用上了太阳能
热水器。

“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住上这样好
的房子，享受这样现代化的生活，还能在
放牧时用上这么好的新型帐篷。 ” 达瓦
多吉感慨不已。在达瓦多吉的记忆里，他
一直生活在距县城 30 公里外的下雄乡，
住了多年帐篷。吃的是河水，点的是酥油
灯，村里没有学校，没有卫生室，路也是
牦牛踏出的小道。 “原来的游牧生活，每

年搬家的次数，数都数不清，实在是太
麻烦了，现在定居了，即便刮风下雪也
不用发愁了，用水用电也方便了，闲暇
时，大伙在一起唱歌、跳舞。 晚上，一家
人一起看电视，比以前寂寞苦闷的游牧
生活热闹多了。 以前病了，小毛病就扛
扛,大问题就先占卜再去找医生。现在病
了，首先想到的是去医院，因为我现在
更相信现代医疗技术对健康的重要
性。 ”说起定居后的生活，达瓦多吉的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

达瓦多吉一家的变化， 应该说，是
甘孜县“牧民定居行动计划暨帐篷新生
活行动”实施后大多数牧民家庭变化的
缩影。

如今的甘孜县牧区，不但“家家有
了固定房，户户有了新帐篷，村村有了
活动中心”， 而且， 通村路直达各定居
点， 每个定居点都有了安全饮用水，并
有移动通讯信号覆盖，达通玛最边远的
大德乡娘蒙多、茶扎乡木通定居点新建
了学校，在查龙乡政府定居点建起了敬
老院、综合文化服务站，公路沿线的下
雄乡、 来马乡定居点实现了低压电入
户，各村民活动中心都建设了村卫生室
等等。 该县牧区群众一步跨越千年，过
上了居有定所、病有所医、学有所教、老
有所养、有安全水喝、道路通达、通讯便
捷的幸福生活。

牧民群众说，是共产党为我们带来
了新生活。

牧民群众满意的定居工程

四年来， 甘孜县牧民定居工程完
成 3965 户，涉及 5 乡 40 村，没有一处
不按规定、方案、要求、制度进行实施，
没有一处延误工期， 没有一处各行其
是。 取得这样好的效果，源于责任，源

于务实的工作作风 ，源
于一整套高效 、 畅通的
运行机制。

实施 “牧民定居行动
计划”， 特别是为了抓好牧
民定居房建设，甘孜县着力
推动广大干部深入基层，到
群众中去，用心用情帮助群
众， 并采取了县级领导包
乡、 机关干部驻乡督导、区
乡干部蹲点包户等措施办
法。 广大干部坚决贯彻县
委、县政府决策部署，狠抓
工作落实，把心血倾注到牧
民定居工程，把汗水挥洒到
建设工程现场。为帮助群众
抢抓工期，查龙乡组织全乡
干部帮助群众转运木材。大
德乡为帮助群众买到急需
的木料，乡干部忍饥挨饿住
到料场。为确保群众建房质
量， 各乡干部吃在定居点，
住在活动中心，天天坚守指
导。干部的真情努力换来了
牧区的深刻变化，牧区的深
刻变化赢得了群众对党和
政府的真心拥护。现在县上
工作组到牧区， 相比以往，

群众更热情、更亲热。 2011 年 12 月中旬，
县委主要领导带工作组到牧区调研牧定
工作时，卡龙乡阿沙一村、夺波村村干代
表全体村民向工作组敬献哈达，并热情招
待， 夺波村支书康勇向工作组深情说道：
“天是共产党的天，地是共产党的地。民改
以来， 夺波村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
共产党给我们的只有多的，从来就没有说
少的。 这些年来，党和政府所实施的牧民
定居等一系列惠民政策让我们过上了更
好的生活，对共产党我们永远心存感激。”

2009 年牧民定居工程建设伊始，该
县成立了县牧民定居行动计划领导小
组，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分别担任牧定
领导小组组长和常务副组长， 相关县级
领导为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
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实施、质量监督、建材
统筹、资金管理、宣传工作五个小组，分
别落实职责和任务， 分工合作， 统筹推
进。 针对县级领导班子换届，及时对牧定
领导小组进行了调整充实。 每年年初，县
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带领工作组深
入各个定居点现场办公， 优化敲定各点
建设方案， 并在年中推进和年底冲刺等
各个关键节点， 多次深入各定居点实地
调研，及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不同
建设时期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特别今年
8 月以来收官建设的关键时期，县委、县
政府先后召开牧定决战会议和决战攻坚
会议，并采取县长坐镇达通玛指挥，县级
领导兼任卡龙、查龙两乡党委第一书记，
增派机关干部帮扶等强有力措施， 确保
了 10 月 15 日前各项建设圆满收官。 对
牧定资金整合、建材调运、牧民贷款等重
点工作，随时过问，亲自督促推动，确保

全县牧民定居建设顺利推进。
高度重视牧民定居行动计划规划编

制， 在宜宾市建筑勘察设计院的对口援
助下，按照“三靠近”（靠公路、靠乡镇、靠
县城）原则，充分考虑牧民生活习惯、牧
区地形地貌和自然条件，按照 40 户以上
建设集中定居点的原则， 规划建设定居
点 28 个。 各定居点配套村民活动中心、
道路、饮水、通讯、公厕、垃圾收集点等公
共基础设施。 在定居点规划、调整、建设
的过程中，广泛采取召开村民大会、牧民
群众代表座谈等形式，县委、县政府主要
领导亲自与牧民群众面对面交流， 宣传
讲解，征求意见，让牧民群众充分了解，
并充分满足他们的愿望和要求， 确保建
设规划切实得到群众的认可和拥护。 随
着牧定的深入，成效的显现，广大牧民对
牧定逐步变被动为主动，热情高涨，积极
参与，并为建设好定居点出主意想办法。
比如，大德乡 9 个村主动提出，将政府原
来规划的 12 个定居点优化整合为 2 个
定居点集中建设， 这不仅利于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提质上档， 也为牧区今后的集
镇化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

针对甘孜县牧民贫困面广、 贫困程
度深、建房困难大的实际，在落实国家每
户建房补助 2.5 万元的基础上， 进一步
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惠民政策。 实行定居
建房奖励制度，凡定居房基础按照县委、
政府要求统规统建的， 验收便合格每户
奖励 5000 元。 实行木材运费补贴，各定
居点建房木材由县牧定办统一组织调
运 ， 运费由县财政补贴 ， 户均补助近
8000 元。 支持困难牧户申请信用贷款，
共为有贷款需求并符合贷款条件的 701
户牧民贷款 1331 万元。

该县规范建设程序，28 个定居点全
部按要求完成地勘。 各定居点规划设计
调整均委托具备资质的规划设计院设
计。 各牧定工程分别落实建设责任单位
和业主， 各乡人民政府是定居点建设实
施主体，定居房责任主体是牧民群众，村

民活动中心业主是各乡人民政府， 定居
点道路工程业主是县交通运输局， 饮水
工程业主单位是县水务局， 教育设施业
主是县教育局， 其他工程按照行业分别
落实了建设责任单位， 牧定办牵头有序
实施。 各公共基础设施工程严格按要求
设计， 并按基本建设程序组织招投标和
施工，竣工及时组织验收。

着力要素保障。凡戴“牧定头资金”，
全部整合用于牧民定居行动计划。 上级
下达资金及时划拨， 坚决杜绝截留、挪
用。今年初，在牧民定居行动计划资金迟
迟不能到位的情况下， 县财政及时落实
配套资金 500 万元， 确保了各项工程顺
利启动。在州委、州政府领导和州相关部
门的关怀支持下， 甘孜县牧民定居行动
计划木材由炉霍、新龙等有林县特供，三
年多来，两县共落实特供木材 6 万多方，
有力保障了甘孜县牧民定居房建设顺利
推进。从 2010 年开始，三年来，成都军区
免费为甘孜县运送水泥 4500 吨、新型帐
篷3965 顶；2010 年，时任州委书记刘道平
一次性为达通玛片区解决 40 台拖拉机，
专门用于拉运牧定建材，缓解了牧区运力
不足的问题。 针对牧区缺乏建筑工匠的情
况， 由 17 个农业乡镇分别对口支援 1 个
牧业乡，组织打墙队、木工队对口援建，一
方面解决了牧区建设技术人员缺乏，另一
方面促进了农区群众就业与增收。

结合甘孜实际，制定了《甘孜县牧民
定居行动计划工程建设质量监督管理办
法》。 定居房采取统规自建，其建筑规范
由县建设部门根据甘孜传统民居进行了
规范和改进，全部采取土木和砖木结构，
重点加强了抗震设防设计， 并经省州相
关技术部门认可。 定居房基础实行统规

联建。 群众自建过程中，县、乡干部驻点
督导，对驻点人员进行了专门技术培训。
定居房竣工后，逐户组织竣工验收，对存
在质量问题的， 要求其整改后方兑现建
房补助。 各公共配套设施均由业主单位
落实专人进行现场监管， 竣工后分别开
展“回头看”，及时查改问题。

严格资金管理。牧定资金建立专帐，
专户管理，封闭运行，实行报帐制管理，
坚决杜绝挤占 、 挪用 。 目前到位资金
21202.586 万元， 累计投资拨付 18934.8
万元。 牧民建房补助资金严格实行公示
制并采取现场发放。 加强了牧定资金整
合，整合资金 643.2 万元，其中异地搬迁
600 万元，灾后重建 43.2 万元。 2012 年，
县财政一次性落实牧定配套建设资金
500 万元。 按要求县财政调剂 100 万元
注入贷款担保基金，并落实了贷款贴息。
纪检监察部门牵头加强牧定项目和资金
的监督检查。 县审计部门开展了牧定资
金使用情况专项审计。

强化管理服务。制定并印发《甘孜县
牧民定居点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办法
（试行）》。 各定居点依托村“两委”，增设
了定居点服务站等管理组织， 落实了服
务站长、环卫人员、治安信息员、义务消
防员等工作人员。 各乡政府按要求落实
了定居点管理包点人员， 多村共建的定
居点由一名乡政府副职担任联席会议主
任。服务站长、环卫人员工资报酬纳入县
财政预算。 各定居点资产按规定进行了
登记造册，并落实了管理人员，村民活动
中心公共资产无侵占现象。 各乡政府指
导，各定居点均建立了联防联管制度、村
规民约， 切实加强定居点治安管理和防
范，确保定居点管理规范有序。

注重产业配套。县牧定办牵头编制了
《甘孜县牧民定居点产业发展规划》，以
“定得下、能发展、能致富”为目标，因地制
宜对不同资源禀赋的定居点分别制定了
产业发展规划。 下雄乡洛戈一村、二村按
照牧旅结合的思路， 制定了旅游发展规
划，达通玛片区各定居点以发展现代畜牧

业为目标，着力传统畜牧业改造提升。
加强档案管理。 县牧定办配备了 3

名兼职档案管理人员， 各乡分别落实专
人， 在县档案局具体业务指导下开展档
案管理工作。 牧定文书档案和工程档案
收集齐全，整理规范。 按规定完成了牧定
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录入工作。

俯首拉重车，辛勤苦耕耘。 四年来，
牧民新居的每一栋房子见证着甘孜县各
级干部付出的心血。

定居牧民称道的幸福工程

在查龙乡乡政府定居点，笔者一行
走进了牧民康波家，正在看《康巴卫视》
节目的康波夫妇从沙发上起身相迎，热
情的招呼我们喝茶 ，“这个两层楼的住
房，花了 38 万元，我们一家 8 口人住在
楼上，底楼有 3 个铺面全部出租给做生
意的了，每个铺面一个月有 700 元的租
金收入呢 ，除了放牧 ，自己也做点小生
意。 ”康波向我们介绍着定居后的生活。
看着笔者环顾四周，打量那些崭新的家
用电器 、家具 ，康波满脸笑意说道 ：“以
前游牧的时候 ，经常搬迁 ，希望东西越
少越好 ，除了必备的生活用品 ，基本上
没有置办什么家具。 现在定居下来了，
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装扮自己的新
家了，弄得漂亮些、现代些，我还专门给
老婆买了个梳妆台呢。 ”偎依在他身边
美丽贤惠的妻子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她
高兴地对笔者说 ：“这一切都要感谢牧
民定居行动计划！ 住上了新房子，又有
了挣钱的路子 ，生活更有奔头了 ，只要
辛勤劳动， 日子就会像酥油茶一样，越
来越香甜！ ”

定居牧民住上了精美的崩科房，用
上冰柜、手机、看上了电视，家家户户至
少都有一辆摩托车， 生活水平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消费层次不断提升，家家
户户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定居后，定居点上的牧民之间交往
交流更加密切， 随着信息流的增加，牧
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也慢慢发生着变化，
竞争意识逐渐增强 ， 致富追求日益浓
烈。 除了从事传统的畜牧业、采挖药材，
部分牧民开始有了打工意识，在闲暇时
节外出打工 ，拓展了增收渠道 ，在市场
经济大潮的影响下，紧紧地跟上了时代
发展的步伐。

查龙乡乡政府定居点各类商铺、小
餐馆众多， 宁静中又展现出热闹繁华的
景象。 祖祖辈辈和牛粪、土炉、土房、牛毛
帐篷打交道的牧民， 也过上了和城里人
一样的好日子。

定居生活， 也让不少生意人看到了
其中蕴含的商机，“去年投资了 1 万余元
开这个餐馆，顾客基本上是牧民，每个月
的利润至少是 4000 多元。 这里的牧民喜
欢吃炒菜呢，青椒炒肉、莴笋炒肉是他们
必点的菜。 ”来自乐至县的餐馆老板吴金
凤告诉笔者。 当笔者问及他们一般喝什
么酒时，吴老板说：“喝啥子酒哦，他们一
般都是就着饮料吃菜， 最喜欢喝红牛饮
料了。 来这么久了，从没有看见有打架的
牧民，这里的生意还不错，我打算让我妹
来这里卖菜。 ”

“牧民定居前每天的营业额才百十
元，定居后，每天能够达到五六百元了。 ”
来自遂宁的杂货店老板告诉笔者，“什么
货品最畅销呢？ ”“香皂、化妆品、香水那
些卖的比较好哦。 ”

查龙乡乡长白玛德青告诉笔者，无
论教育 、饮食还是生活条件 ，当地都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他们过的是游
牧生活 ，那时候住的是帐篷 ，生活条件
也不好 ，牲畜死亡也很多 ，条件非常艰
苦，现在定居下来之后，生活比较轻松，
也有精力做一些旅游、运输业等收入较
高的副业了。 ”

“实现定居后，牧民群众送孩子入学
的积极性提高了， 入学率大幅度地提高
了。 ”查龙乡中心校校长告诉笔者。

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传出朗朗的读书
声，那是新牧区的希望。

甘孜县定居牧民的生活 ， 就像映
日的格桑花欢快地绽放 ， 芬芳吐蕊 ，
幸福安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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