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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是载体，项目是竞争力，一个地方发展和变化最
终落实在项目上。目前，我州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表面上是
经济总量上的差距，本质上则是项目的差距，项目偏少特
别是重大项目偏少，是我州经济发展的一大“短板”。

项目建设是加快发展的“金钥匙”。 项目不仅
是拉动增长、壮大财力、带动就业的重要支撑，也
是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转变发展方式的
关键所在。今天的项目数量就是明天的经济总量，
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结构。 资源丰富
的优势、政策叠加的机遇、产业转移的契机，为甘
孜加快项目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守株待兔等不来项目，好项目、大项目不会
主动送上门来。 这就需要主动出击，认真拿出实
招、高招、绝招，千方百计多争取项目，从建设“美
丽生态和谐幸福新甘孜”任务中找出项目、谋划项
目、储备项目、实施项目，基础设施项目、重大产业
项目、重大民生项目、重大生态项目和城镇化项目
等都应不遗余力推进、极力促成。通过引进龙头项
目带来一批配套项目，形成“羊群效应”。

项目落地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从项目储备、签约、落
地到建设，落地是关键的一环，项目有签约没落地，仅是

画饼充饥空欢喜一场，更谈不上投资建设。但是，我们听到有的项目落地的
声音不那么清脆洪亮。 一些单位和干部在抓项目建设上，喊口号、走过场，
跑项目慢慢腾腾，看项目走马观花，抓项目蜻蜓点水，这些都摆脱不了盲目
和投机心理，有浮夸风之意，亦有官僚主义之风，更有形式主义之嫌。

牵牛要牵牛鼻子。 项目建设的牛鼻子就是项目落地见效，而关键是
破解阻碍项目落地的土地、资金、手续办理等瓶颈。这就需要我们在土地
的取得和使用方式上敢想敢为，在土地价格上灵活统筹，在用地指标上
敢争敢要；在资金引进上瞄准上级投资政策和专项资金投向，在融资渠
道上搞银企联姻，在资金使用上节约成本；在手续办理上利用时机“钻空
子”，发扬“钉子”精神和“万能胶”精神，在项目审批上紧盯不放、紧追不
舍，操真心，负全责，千方百计使项目早落地、早见效。

事在人为，路在脚下。如果一个大好项目在我们手中错失了、
夭折了，就会贻误发展的时机。抓项目来不得半点虚假，在项目建
设中敢于知难而进，在项目建设主战场上不甩手，只有在实施项
目策划、争取、落地、建设、竣工、投产等全过程中攻坚，才能做强
发展底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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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困难， 花在百
姓身上的钱一分都不能少，
每年用于民生上的资金保
持有增无减。 要把有限资金
用在刀刃上，花在夯实加快
发展的基础上。 ”近日，乡城
县县委书记何康林在接受
采访谈及发展和民生时饱含
真情。

地处甘孜州南部的乡城
县，在近年的发展中紧扣“科
学发展、加快发展、底部突围”
的主题， 以建设美丽幸福新
乡城为目标， 实施旅游全域
化、城镇特色化、工业规模化、
农业产业化战略， 强化基础
设施、民生保障、社会管理、开
放合作、基层组织为支撑，始
终突出民生优先、成果共享，

使群众的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经济发展质量越来越好，参与
区域竞争的实力越来越强。

过去的一年，乡城县以
项目作为经济工作抓手，实
施项目推进机制， 以核桃、
葡萄为主的特色种植业初
显成效 ，以藏鸡 、藏猪为主
的特色养殖业规模不断扩
大，“一核两翼”城镇化布局
有序推进，“异地扶贫、移民
搬迁、旅游产业、牧民定居、
产村相融”的五种形态新农
村开发显现雏形，省级新农
村建设圆满收官 ， 统筹城
乡、农旅互动的旅游发展整
体推进，以“四小工程”为载
体的民生工作取得新突破。

在经济社会全面和谐
发展中，乡城县去年全年完
成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7.01 亿

元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21 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1.35 亿元， 实现财政
一般预算收入 5703 万元 ，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 5750
元，在“1245”发展战略的指
导下 ，乡城县正朝着 “富民
强县 、翻番进位 ”的目标奋
力前行。

当谈到今年发展目标
和保障措施时 ， 何康林说
到，结合群众工作全覆盖和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不
断优化发展环境，筑牢执政
基础，在加大执行力上下功
夫 ， 把战略规划转化为效
益 。 一是以创新思想抓项
目 ，注重投资拉动 ，抓好项
目储备争取、落地开工和招
商引资工作，为乡城持续发
展提供有力的项目支撑。二
是推动提升全域旅游，组建
旅游工作专门班子，加大旅
游整体性系统开发 ，以 “一
村一寺一馆 ” 建设为突破
口，不断提高以“乡城三绝”
为代表的特色文化品位，逐
步完善旅游服务要素，提升
旅游经济效益。三是推动城
乡一体化建设，推进城郊四

村打造提升工程全面落地，
力争年内基本完成建设任
务 ， 着力打造以县城为中
心 ，热打 、青德和尼斯为支
撑，中心村为依托的城镇化
发展格局，实施城市精细化
管理，推进“数字乡城”建设
成果引用，努力打造多彩乡
城、智慧乡城、洁净乡城。四
是全力推动农业产业发展，
做好 “农业综合开发示范
县”“新农村建设先进县”建
设启动工作，抓好产业基地
建设， 引进培育龙头企业，
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
依托加工园区建立种养殖
业 、加工 、销售三位一体的
现代农业产业格局。五是全
力抓好民生改善，落实各项
利民惠民措施，提升服务水
平和服务延伸，以党员干部
的 “辛苦指数 ”换取基层群
众的“幸福指数”。解决工作
“懒”“空”“浮”“拖”的问题，
以雷厉风行的作风，敢于担
当的责任意识和锲而不舍
抓落实的精神，促进全县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和社
会和谐稳定，为建设美丽幸
福新乡城奠定坚实基础。

重彩描绘乡城“幸福榜单”
———访乡城县委书记何康林

本报讯（雅宣）截至 3 月 31 日，雅江县地方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4352.88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收
入的 28%，较去年同期增长 154.69%。其中，税收收
入完成 1108.39 万元， 非税收入完成 3244.49 万
元。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219.77万元，较去年同期增
长 294.63%。 实现了一季度财政收入“开门红”。

雅江一季度财政收入飘红

本报讯（邓安宇）近期，甘孜州工商局针对登
记窗口工作人员服务意识不强、业务不熟、服务
态度不好等问题，出台了《甘孜州工商局开展“服
务不周”专项治理活动实施方案》。

通过在甘孜州办证窗口推行服务评价系统，
实行窗口工作领导带班制，开设政务微博，举办
“工商开放日”，开展第三方社会调查，开展“我是
窗口一面旗”争创活动，制定奖惩分明的配套制
度“七大措施”，力求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更要“把笼子的钥匙交给服务对象”，全面打
造甘孜工商忠诚、高效、为民的新形象。 该方案已
于 4 月 1 日起实施。

目前甘孜州工商局企业科政务微博已经开通
（微博号：scgzzgsjqyk）， 市场主体可以及时获知我
州市场主体登记方面的情况， 并与企业科沟通交
流，及时解决市场主体登记中遇到的困难。 市场主
体在登记办照过程中，如遇办事人员态度恶劣、违
规办事等行为可拨打州局监察室电话反映。 电话
号码：0836-2831475。

州工商局重拳治理“服务不周”

本报讯（记者 宋志勇）近日，记者在州公路运
输管理处获悉，今年从 4 月 1 日起，全州机动车
驾驶培训将按照国家新的《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
与考试大纲》执行，参训学员的理论培训时间每
天不得超过 4 个学时，实际操作培训时间每天不
得超过 4 个学时，学时将在三年内有效。

按照新的 《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与考试大
纲》培训要求，我州驾驶培训分为学习道路交通
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场内驾驶；道路驾驶技
能和安全文明驾驶常识三个阶段， 目的是让学员了
解机动车基本知识，掌握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及道路交通信号规定， 掌握基础驾驶操作要领，
具备对车辆控制的基本能力，熟练掌握场地和场
内道路驾驶的基本方法，具备合理使用车辆操纵
机件、正确控制车辆运动空间位置的能力，能够
准确地控制车辆的行驶位置、速度和路线，掌握
安全文明驾驶知识， 具备对车辆综合控制能力；
了解行人、非机动车的动态特点及险情的预测和
分析方法； 熟练掌握一般道路和夜间驾驶方法，
能够根据不同的道路交通状况安全驾驶；形成自
觉遵守交通法规、有效处置随机交通状况、无意
识合理操纵车辆的能力。

我州机动车驾驶培训有新规
本刊投稿邮箱：gzbjjmsz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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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州发改委)近日，我州 2014 年度留
存电量实施方案获得省发改革批复， 确定今年
留存电量共 26.8 亿千瓦时，比 2013 年增加 3.3
亿千瓦时，增长 14%，其中：民生用电 2.156 万
千瓦时，工业用电 24.644 亿千瓦时。

今年我州民生用电将达 2.156万千瓦时

本报讯（李敬红）近日，笔者从色达县了解
到，该县公安部门组成工作组深入全县村寨，开
展房屋、人口等信息采集，并绘制了各村寨、牧
民定居点、街道的平面图，确保了“一标三实”信
息真实有效。

截至目前， 共采集各类信息 2370 余条，发
放各类宣传资料 3980 余份， 悬挂宣传横幅 18
条， 为边远牧区农牧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290
余件，上门办证 70 余人次。

■本报记者 田杰 杨杰 文/图

四月的德格，春寒料峭。 11 日下
午，记者驱车来到马尼干戈镇，但见
宽敞笔直的街道、 一家接一家的铺
面、人来人往的热闹场景和笑容满面
的人们，顿时让人感到定居后牧民们
生活的幸福与安然。

定居牧民好幸福
记者在马尼干戈镇雪柯村牧民定

居点看到，一条宽敞的水泥路将定居点
与国道 317线紧紧地连在一起。在公路
边一户人家的院落里，几位老人在春日
的阳光下亲密地聊着天，惬意地享受着
定居生活带来的幸福和快乐。

在一户定居牧民家门口，从“鹊
卓”、“白玛”中一看便知，这是一个富
裕殷实的家庭。 碰巧主人松吉泽仁从
地里浇水回来， 便热情招呼客人进
门。 走进砖混结构的正房，四个向阳
的房间， 面积最小也在 20 平方米以
上，均镶着宽大的玻璃窗，显得十分
敞亮，房间从设计到装修毫不逊于城
里的楼房。 在客厅正墙的醒目位置，
挂着一幅十分少见的挂历式全家福
照，非常抢眼。 “我去年秋天结的婚，
条件变好了，就时髦了一把。 说起房
屋的装修， 他笑着说：“这也没啥子，
收入高了，也想享受享受一下城里人
的生活。 在我们村，像我家这样的房
子少说也有几十户！ ”

松吉泽仁仅仅是该镇定居牧民
全面过上城里人生活的一个缩影。

采访中，该镇党委书记喇叭泽仁
告诉记者：“近年来，我镇紧紧围绕新
型城镇化建设和幸福美丽新村建设，
依托一系列民生工程的实施，无论是
城镇还是牧区，基础设施条件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全乡 920 户 3561
名牧民实现了全面定居； 建筑面积
1415 平方米、能容纳 80 张床位的镇
敬老院已投入使用； 总投资 300 万
元、 建筑面积 1200 平方米、 可容纳
120 人的镇幼儿园已基本建成；投资
8500 万元的甘孜至马尼干戈 110KV
输变电工程以及马尼干戈 10KV 变
电站建设工程将在今年底建成并投
入使用；总投资达 320 万元的马尼干

戈中心卫生院正在加紧建设之中 ；
……城镇正在变大，新村正在变美，
牧民正在变富，日子正在变好，这样
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我们应当倍
加珍惜。 对于镇上 4 月 8 日下午发
生的那件令人气愤的事件， 全镇干
部职工和广大牧民群众都感到非常
气愤，严重影响了马尼干戈形象，并
纷纷要求依法严惩肇事者， 共同维
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努力建设
幸福美丽新家园。 ”

感恩奋进谋发展
“定居才能兴牧 ， 安居更能乐

业”， 这是悬挂在雪柯村牧民定居点
内的一幅醒目的标语。 在这个拥有
29 户人家的小村庄， 牧民们正在国
家富民政策的指引下，形成了你追我
赶快致富的浓厚氛围。

采访中，白玛告诉记者，“定居后，
村上 70 多亩土地分给了牧民，除了放
牧，还可以种青稞，生活质量比以前提
高不少。现在，我们最关心的就是电网
工程建设。听说今年底村上就通电了，
大家都很激动， 我们每天都关注着工
程进展， 有的人家已经早早地购买了
冰柜、 洗衣机等家用电器。 一旦通了
电，那日子肯定就过得更安逸了！ ”

当记者问到当地社会治安状况
时， 正忙着经营自己生意的土登说：
“现在社会治安越来越好了，各家各户
都安居乐业。 ”说着说着，他喜悦的表
情变得沉重起来，“4 月 8 日， 有一个
叫尼玛泽仁的人，违法被交警逮到（记
者随后了解到， 该人于前一日驾驶的
疑似被盗车辆被交警查扣），在镇上闹
事，当街抛撒“龙达”发泄不满情绪，破
坏了镇上的和谐安宁。现在，国家的政
策这么好！ 种地、 养牛养羊国家给补
助，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也把现金直接
打在卡上；小孩上学不仅分文不交，而
且还要包吃包住；生病住院能报销，大
病医疗有救助，困难户发低保金，五保
老人住上了‘公寓’式的敬老院，就连
我们牧民到了‘退休年龄’，国家还要
发养老金……我们赶上了这样的好时
代，那简直是前世修来的福分。 而今，
我们住上了‘别墅’，喝上了自来水，用
上了太阳能一体机，看上了大彩电，过

上了与城里人完全没有两样的幸福生
活，我感到特别知足。如果没有党和政
府，我们休想过上今天的好日子。菩萨
都说过，人要积德行善、知恩图报，不
应昧着良心。 撒传单、呼口号，那不仅
是在背叛自己的良心， 而且更不配做
一个信教徒， 我们对这种无法无天的
行为表示愤慨和谴责。 ”

随后， 记者来到错巴村牧民定居
点，索郎泽仁激动开怀地说：“过去一家
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不说别
的，就是一年那几次搬迁牧场，就让一
家人累得够呛了，更何况一年四季住帐
篷，又冷又潮湿，上学就医那就更不摆
了；现在，我们一家人住进了宽敞明亮
的大房子，过上了安稳的好日子。 我们
除了放牧、种地，儿子还开车跑运输，一
年收入少说也有五六万。 如今，村民们
都在盘算着自己的小康梦，有的人家已
经开起了‘牧家乐’，生意非常红火。 我
准备同儿子商量一下， 再找点增收门

路，哪怕到镇上开个小卖部也行，大家
都在发奋挣钱，我也不能闲着。 ”

面对致富心切的牧民们 ， 正在
洞真村组织开展防疫工作的镇党委
副书记、 镇长杨建国告诉记者：“为
满足牧民们的强烈致富愿望， 县上
请来专家进行了现场规划， 拟定了
发展思路，确定了发展项目。 镇上今
年将按照 ‘新村带产业、 产业促新
村’的发展思路，充分发挥马尼 、 雪
柯等村的区位优势和旅游资源优
势，着力引导牧民发展特色餐饮、商
贸服务 、物流运输 、乡村酒店 、民居
接待和民族民间手工艺等产业 ，切
实把镇与村的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
以打造马尼干戈‘高原牛仔城’为主

题，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上统筹规
划 、加力推进 ，力求形成牧旅互动 、
产村相融的良好发展格局， 努力将
我镇打造成为国道 317 线上的亮点
旅游集镇和幸福美丽新村。 ”

德洛畅谈新生记
傍晚时分，记者在马尼村采访时，

恰巧遇到了德洛， 她热情地将记者迎
进家中。 2010 年 7 月，通过州医院包
虫病防治中心的手术治疗， 她身体恢
复较好。但见到曾经采访过她的记者，
她用流利的汉语感激地说道：“我的这
条命纯粹是捡回来的， 要是没有国家
的好政策， 要是没有医护人员的精心
治疗，我说不定早就升天了。 ”

（下转第二版）

致富思源感党恩
———感受德格县马尼干戈镇牧民新生活

通讯带来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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