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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日日新
2013年，甘孜县地区生产总值完

成 69633万元，增长 10%；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完成 34200万元，增长 15%；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4020 万
元，增长 31.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 23245元，增长 11%；农牧民
人均纯收入达到 5138元，增长 18%。

该县完成了城市总体规划 、控
制性详规和来马、查龙城镇规划及呷
拉村、河坝村新村规划。 新建了广场
路、学校路等城市骨干道路，完成东
大街、清河街等路面改造和强电下地
工程。 启动客运站迁建工程，完成城
区公交车停靠站、国道 317 线双向港
湾站建设。成立城市公交公司和出租
车公司，30 辆公交车和 70 辆出租车
投入运营， 城乡通达通畅能力得到
提升。 完成城市供排水系统和电力
设施改造等工程，政务中心停车场、
新区健身广场、 垃圾处理场完善工
程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机场大道
亮化、交通、地名标识牌、红绿灯及
国道 317 线风貌改造项目让城市面
貌焕然一新。 成功举办甘孜州推进
新型城镇化工作现场会、 敬老院建
设和管理经验交流现场会、 推进农
牧区教育均衡发展现场会。

文明处处在
崇尚文明、实践文明、传播文明

热潮在甘孜县涌动。 该县积极开展
公民道德实践活动， 推动文明新风
建设，设计制作完成各类文化墙 12
处，文化长廊 2 个，“爱国守法感恩
团结”主题教育馆 1 座。 投资 53 万
元购买垃圾桶、 垃圾清运车等环保
设施， 投资 680 万元开通了城区、绒
坝岔、拖坝 2 个片区、12 个乡（镇）的
公交车线路，方便 3 万余名农牧民群
众出行。 实施森林管护 416.67 万亩，
义务植树 15.5 万株， 巩固退耕还林
成果 3.8 万亩。 完成卓达沟水土治理

工程，实施夺多、四通达、斯俄等乡泥
石流治理和应急排危除险工程。完成
环保监测和执法业务用房、基层国土
资源所业务用房建设等项目。启动沙
化治理工程和湿地保护恢复项目，绒
岔沟饮用水源地保护和县域环境质
量考核稳步推进。

该县完成了县城供水管网改造
和自来水厂技改工程， 打火沟水利
工程完成投资 8980 万元，乡村饮水
工程解决了 7900 人安全饮水问题；
实施了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
施建设 ，113 个村民活动中心建设
项目， 完成 15 个村道路硬化工程、
10 座磨房建设。 实施瓦巴村、呷拉
村等新村建设， 完成呷拉乡大棚建
设、 拖坝乡蔬菜大棚供水管维修等
项目。 启动了文化旅游体验和农副
产品销售中心建设， 成立了甘泉富
民惠民马铃薯农民专业合作社。

活力竟迸发
该县抢抓机遇， 对外推介招商

引资项目 22 个， 成功签约 12 个项
目，到位资金 17120 万元。 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 94000 万元， 完成
年计划的 100.53%。 全县个体工商
户 1688 户，各类企业 84 家，注册资
金 29865 万元，实现税收 730 万元。

去 年 完 成 粮 食 播 面 15.47 万
亩， 粮食总产量达到 3.23 万吨，牲
畜存栏达到 27 万头。 开展农机示范
县建设项目， 机械化综合水平达到
52%。 完成草原沙化治理，种植优良
牧草 2 万亩。 实施“三网”配套高标
准农田建设， 完成民族地区粮食生
产能力、 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等
项目。 建成青稞高产示范基地 8 万
亩、 马铃薯高产示范基地 3000 亩，
推广蔬菜种植 2000 亩。

该县聘请法律顾问开展法律培
训，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高。 兑现
征地补偿资金 9581.61 万元， 完成
33 座寺庙用地核算和测绘。强化城
市规划执行， 依法开展林政资源、
公共场所卫生 、 食品药品监督执
法 ，狠抓了社会治安 、城乡交通运
输等领域专项整治。

幸福来敲门
“原来， 我们随便租个套间，一

年都要几大千，除了睡觉的地方，厨
房、卫生间什么都没有，住起来非常
不方便，并且环境也差，现在住进廉
租房一年才 600 块钱。 ” 提及廉租
房， 甘孜镇居民亚呷抑制不住激动
的心情。

2013 年 ， 甘孜县群众持续增

收，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事业健
康发展，百姓福祉不断提升。

在格达弦子文化广场，在中心体
育广场，散步、下棋、跳舞……各种群
众文体活动缤纷上演，已成为美丽甘
孜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大力实施就业
保障、教育医疗、百姓安居、扶贫解
困、文化惠民等民生工程，目前共建
设 480 套廉租住房，193 套安心工程
住房，100 套干部周转房，184 套教师
周转房， 共改造棚户区住房 122 套，
改造农村危房 2031 户， 群众的居住
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

去年完成了一完小原址改建 、
二完小整体迁建一、二期工程、三完
小风貌改造及附属工程，开工建设甘
孜龙泉标准化幼儿园项目，城区教育
发展共同体成为亮点。新农合参合率
达 99.44%，完成中藏医院整体迁建，
县医院中心供氧、仟级层流净化手术
室、太阳能供暖建设项目、甘孜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卫生监督所建

设， 实施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建设。
兑现城乡低保资金 2598.72 万元、五
保供养资金 207 万元、城乡医疗救助
资金 782.26 万元，五保供养老人 166
人，分散供养 524 人。 发放临时生活
救助、救灾救济资金、孤儿养育资金、
优抚抚恤补助资金、重度残疾人实施
居家托养等 335.04 万元。 建成 22 个
乡镇综合文化站和 219 个农家书屋，
配发图书 35 万册、电子音像制品 1.5
万盘。开展了《岗坚夏卓》群众文化系
列活动，实施朱德总司令和五世格达
活佛纪念馆改扩建工程，启动歌舞数
据库建设，启动有线电视光缆数字化
网络入地工程， 全年送文化活动 50
场次，电影放映 1846 场次。群众工作
加力深化，“幸福工程”十大行动年度
目标全面完成，深入开展结对认亲活
动 ， 走访群众 41583 户 、94727 人
（次），解决困难问题664 件。 认真落
实“五项关怀行动”，解决 32 座寺庙
困难问题 43 件。

甘孜劲唱奋进歌
———2013年甘孜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成就综述

本报讯 3 月 27 日上午，我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和公
开考录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
今年我区通过各种渠道为高校毕业生提供 17150 个岗
位，其中两次公开考录计划招录 11000 名公职人员。

自治区公务员局职位管理与考试录用处处长刘劲
松介绍，2014 年我区高校毕业生公开考录共组织两次
考试，计划招录 11000 名公职人员。 其中第一批计划招
录 7500 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为满足
各类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用人需求， 使我区高校毕
业生公开考录更加规范，从今年开始，我区高校毕业生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公开考录时间提
前，调整为每年 4 月份组织实施。 （据《西藏商报》）

西藏

今年计划招录 11000 名公职人员

本报讯 今年 1 至 2 月，云南省共实施国内合作项
目 5771 个，引进省外到位资金 579.62 亿元，同比增长
65.05%；全省新批外商投资项目 10 个，实际利用外资
29214 万美元，同比增长 18.85%。

在国内合作项目中，投资上亿元的项目 3487 个，
引资额占省外到位总额的 85.05%。第一、二、三产业省
外到位资金分别为 30.66 亿元、250.62 亿元、298.35 亿
元。 房地产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及供
应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分别以 127.2
亿元、118.62 亿元、84.98 亿元、42.98 亿元、41.34 亿元
位居行业引资前 5 位。 泛珠三角内地 8 省区、长三角
地区、 西南 5 省区市在滇投资实际到位资金分别为
218.19 亿元、101.62 亿元和 134.7 亿元，占全省到位资
金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37.64%、17.53%和 23.24%，较去
年同期增长 96.61%、63.48%和 142.61%。

从到位外资看，房地产业 20946 万美元，占总投
资的 71.7%； 制造业 4103 万美元 ， 占总投资的 14.
04%；建筑业 2444 万美元，占总投资的 8.37%。 从外资
来源地看，香港仍是投资主要来源地，到位外资 21130
万美元，占全省到位外资的 72.33%。 ( 据《云南网》）

云南

今年共实施合作项目 5771个

本报讯 笔者从有关部门获悉，2013 年，我州文化
产业实现总产值 4.5 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 0.4 亿元，
增长率为 9.7%。

近年来， 我州充分发挥文化对优化经济结构的
推动作用，按照全州文化资源分布状况，加大了文化
资源产业开发的力度， 积极推动藏羌文化产业走廊
项目建设 ，依托丰富的文化资源 ，围绕 “一线一廊六
带 ”文化产业布局 ，努力打造了一批主题特色鲜明 、
基础设施配套、文化品位较高的文化产业园区。如九
寨沟文化产业园、松潘古城文化产业园、映秀东村文
化创意园、羌城文化产业园、西部旅游牧场草原部落
文化产业园、 觉囊文化产业园等构成了藏羌文化产
业走廊各节点的支撑项目。

同时，我州还形成了以九寨沟演艺群为龙头，集歌
舞娱乐场所、网吧、新闻出版业、民族民间工艺美术等
极具特色的文化产业群。 文化艺术节目与旅游项目的
有机结合已成为我州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增长方式，
如《藏谜》、《九寨天堂梦幻之旅》两台剧（节）目获得“旅
游四川·好戏连台———游客最喜爱旅游演出剧（节）目”
称号。 九寨沟演艺群全年共接待游客 66 万人次，实现
产值 0.99 亿元，上缴税金 400 多万元。 城市院线经营
稳中有升，马尔康太平洋影城、茂县电影院实现票房收
入 115 余万元，商品收入 11 万元。 图书销售也有力提
升， 全州新华书店共计销售图书 138 万册， 销售额达
3467 万元，同比增长 9.89%。

另外，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项目也逐步转
化成为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品牌产业。 在第四届成都
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及第十四届西部博览会上，我
州独具民族特色的手工编制、唐卡、羌绣、藏香、西路边
茶等传统工艺品牌价值得到有力提升， 助推了民族文
化产业发展。 （据《阿坝日报》）

阿坝

去年文化产业总产值达 4.5亿元

凉山

本报讯 近日，凉山州委决定集中 3 年时间打攻坚
战，规划建设 227 个极度贫困村彝家新寨，让 3.36 万
户 16.8 万名彝族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
好习惯、形成好风气”。

凉山州今年规划建设极度贫困村彝家新寨 16 个，
2015 年规划建设 100 个，2016 年实现极度贫困村彝家
新寨全覆盖。 坚持新村、新居、新产业、新农民、新生活
“五新一体”，注重科学选址、突出民族风情、体现经济
实用，就地扶贫与易地搬迁、生态移民相结合，尽快改
善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凉山州、 县两级财政将在今年投入彝家新寨建设
资金 1.75 亿元的基础上， 新增 5000 万元专项用于 16
个极度贫困村彝家新寨规划建设， 并逐年加大财政支
持力度，组织群众投工投劳、互帮互助，用自己的双手
建设幸福美好新家园。

建新寨的同时注重产业扶持 。 凉山州将组织
专 门 力量优化特色产业发展规划 ，整合行业 、部门
产业发展资金项目，建立专业合作组织，因地制宜发
展马铃薯、苦荞麦、草食畜、经济林果等特色产业，形
成产业富民、群众增收的长效机制。 实施“百村劳务
培训工程”，增加群众工资性收入。 （据《凉山日报》）

3年将建设 227 个彝家新寨

■ 余应琼 文∕图

岁月如歌，百舸争流又一年。
弹指一挥间， 笔墨难言尽。 2013

年，甘孜县点染出绚丽画卷，换了新颜。
这一年， 甘孜县集中精力抓大

事、攻难事、办实事，全力以赴保增
长、保民生、保稳定。

这一年， 甘孜县以城市建管为
统领，康北中心城镇品位显著提升。

这一年， 从新农村建设到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教育事业优先发展

……
一件件为民举措温暖人心，甘

孜县社会民生事业取得突破性进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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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巡礼

本报讯 （记者 宋志勇文/图）“康定
县民贸公司为我们贫困户办实事，我很
高兴 ， 感谢党委政府对我的关心和爱
护， 也感谢非公企业党组织的厚爱，现
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有党委政府为我
们着想，幸福的生活一定会更好。 ”4 月
1 日， 康定县启动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该县水井
子社区 62 岁的贫困户居民谭桂珍在领
取康定县民贸公司购物代金券时对记
者说的肺腑之言。

“公司拿出部分企业经营所得利益
带领企业服务地方 、服务社会 ，关爱弱
势群体，承担社会责任具体化。 ”该公司
负责人介绍说，本次活动以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为载体，全县非公有制企业
党组织深入实践，并结合企业和当地实
际 ，狠抓企业党建工作 ，充分发挥企业
党支部引领作用。

让利一：炉城街道 2004 户低保户在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期间到县民贸公司任
何一门市购买任意商品（烟、酒不在活动范
围），将享受 9.5的打折，据了解活动中。 预
计此项活动将让利金额达 3-5万元。

让利二：从 2014 年 4 月开始至 2015
年 4 月， 县民贸公司还将为 23 户三无
户，2 名孤儿每月赠送 30 元购物代金券
（每户/每人一年 360 元）， 购物代金券可
到该公司任何一门市购买任意商品（烟、
酒不在活动范围）。 预计此项活动将让利
金额达 9000 元。

李宗模今年 85 岁了， 是康定县向阳
社区三无户居民，当天上午，康定县民族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两名营业员帮助老人用代
金券购买了大米和清油，送到老人的家中，
并为老人讲解怎样使用， 老人听后激动地
说：“感谢了，你们那么辛苦，这么远还把米
油给我送到家，谢谢大家的关心。 ”

据介绍，本次活动不仅涉及该县非公
有制企业，还将涉及到乡、村基层组织。

康定县向困难群众发放购物卡

小小爱心卡暖心又惠民

■ 本报记者 阿连 格桑土登 扎西 陈斌

3 月 23 日，本报“走转改”
采访小分队来到德格县温拖乡
采访， 到达温拖乡已临近晚上
8 点钟了，寒风刺骨，天空飘起
了大雪。 乡上除 5 位驻村干部
外， 其余乡干都驻守在各个村
级驻点，没有住在乡上，因此，
乡政府显得有些空寂。 不巧的
是正赶上停电， 大家只好围坐
在火炉旁摆起了龙门阵。

温拖乡距县城 234 公里，
属半农半牧业乡，辖 7 个村委
会， 粮食播种面积 1.41 万亩，
主产青稞、小麦、豌豆。

“通过这几年的调研发现，
温拖乡虽然地大，每家都有几十
亩地，但青稞产量不高，一亩地
也就 300来斤，农牧民的收入主
要靠挖虫草，许多家庭闲置的土
地也越来越多，土地利用率不到
20%，这就严重影响到了农牧民
的收成， 我们乡干部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 ”从康郎村赶来的乡
党委副书记刘小海介绍说。

怎样充分利用好现有土
地 ， 让老百姓增收成了乡党
委 、政府面临的难题 ，要破解
这一难题，唯一的办法只能从
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转型
入手 ，乡党委 、政府召集村两
委及相关人员进行多次讨论
协商，大家提出要结合两年来
对实验基地与周边县对大棚
蔬菜种植的实际，建立以大棚
蔬菜为基地的支柱产业。

“建立以大棚蔬菜为基地
的支柱产业 ， 这是群众的要

求， 要让老百姓增收致富，我
们就要千方百计为他们创造
条件。 ”刘小海说，乡上通过思
想引导 、大胆探索 、因地制宜
的提出了建设以大棚蔬菜为
基地的新型农业产业 ， 形成
“支部+公司+农户 ”的 “三赢 ”
（即： 支部赢民心、 群众赢财
富、公司赢发展）发展模式，把
产业发展纳入村委会考评、支
部“共建共创”目标责任内容；
定期组织村委会成员及村民
代表去外地学习参观，让他们
切实体会种植大棚蔬菜是群
众致富的好途径、 好产业；制
定优惠政策，对大棚示范户进
行适当奖励，并积极争取上级
主管部门的资金、 技术支持，
对资金确实有困难，贷款信誉
良好的群众优先安排小额贷
款资金予以扶持； 通过向州、
县结对帮扶部门争取一点、政
府投入一点、自己创造一点的
“三点式” 投入模式， 为建立
“支部+公司+农户” 简易实用
大棚蔬菜基地提供有力的资
金保障；充分利用远程教育平
台等，加大对各种适用本乡种
植技能远程教育课件的下载
量、学习数，加强对村“三职干
部 ”、“9+3”毕业生 ，退伍军人
等的培训力度，力争用 1-3 年
时间，使青壮年成为种植蔬菜
技能高手；通过对外县产业发
展的学习 、取经 ，以种植业带
动养殖业，因地制宜地建立适
合高原蔬菜产业链发展项目。

要让农民都来种植大棚蔬
菜， 根本的办法就是改变农民

的思想观念， 要改变农民的思
想观念就要有说服力的依据，
就是要让农民眼见为实。于是，
乡党委、 政府决定首先从乡上
和村驻点开始试种， 从邻县道
孚县请来了外地的种植蔬菜的
技术人员开始试种， 目前已成
功试种出了大蒜、大小白菜、卷
心菜、莴苣等蔬菜。

乡干部四郎贡布说：“我们
在开展群众工作时，向老百姓宣
传通过在本地建设大棚蔬菜基
地实现增收致富的思路，还让他
们到乡上和驻村点实地参观，让
群众亲眼看到种植蔬菜的好处，
让他们有试一下的想法”。

刘小海也兴致勃勃地说 ：
“现在大棚蔬菜基地建设项目
正在推进当中，我们可以以点
带面逐步扩大产业规模，当达
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不仅可以
有效解决本乡及邻乡缺少蔬
菜的问题，而且可以把销路扩
大到周边的几个县，解决销路
问题。 只要上下齐心协力，温
拖乡的产业转型是可以实现
的，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梦想是
有希望实现的。 ”

产业发展的蓝图已经绘
就 ， 增收致富的梦想已经启
航，相信通过温拖乡党委政府
的精心准备， 科学实施下，该
乡能够顺利完成产业结构调
整，尽早造福于民。

和着群众的鼓点“跳舞”
———德格县温拖乡调整产业结构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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