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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州委的统一部署， 州政协
党 的 群 众 路 线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于
2014 年 2 月 20 日召开动员大会 ，
并以此为标志迅速开展以学习教
育、征求意见为主要内容的第一环
节的工作。 按照要求，在确保副县
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教育实践活
动的同时，把机关所有在职人员都
纳入了教育实践活动范围，接受学
习教育。 经过机关上下共同努力，
教育实践活动第一环节工作有力
有序有效开展 ， 基本达到预期要
求，取得初步成效。

立足“五早”，加强组织领导
确保教育实践活动扎实有序推进

立足 “五早 ”，认真谋划 ，统筹
安排，保证教育实践活动按照基本
环节和工作要求有序推进。 一是早
作准备。 全州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之
际，我会早作准备，提前谋划，分政
协党组和办公室党组两个层级，采
取 “两套班子 、一套人马 ”的办法 ，
及时成立了政协党组和办公室党
组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及其办
公室。 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及时制
定教育实践活动各环节任务分工
安排，从时间、任务、参加人员等方

面进行明确，并以书面形式印发综
合组和作风建设组成员。 办公室党
组 4 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落实州
政协党组工作要求， 量化任务，细
化责任，为我会教育实践活动的开
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 二是早定方
案。 春节一过，党组书记、主席易凡
同志就要求着手谋划教育实践活
动实施方案 ，3 次亲自审定和修改
教育实践活动工作方案和实施意
见 ，3 次主持政协党组会议研究教
育实践活动具体措施，报州教育实
践活动办公室征求意见和省委督
导组审定后，及时以政协党组文件
印发落实。 活动期间，州政协党组
召开两次专题会，听取活动进展情
况汇报 ，解决存在问题 ，纠正不良
倾向，为我会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提
供了组织保证。 三是早作动员。 按
照州委要求， 于 2 月 20 日召动员
大会 ，州政协党组成员 、秘书长刘
勇同志宣读活动方案，州委第二督
导组组长叶萌同志到会作指导讲
话， 易凡同志亲自作动员部署，提
出“认识要到位，行动更自觉；问题
要正视，方向更明确；目标要明确，
措施更有力 ；方法要对路 ，重点更
突出；领导要带头，活动更有效”的
明确要求。 通过动员部署，提高党

员干部思想认识，把握教育实践活
动总要求，明确工作重点和方法步
骤， 为我会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指明
了方向。 四是早作行动。 动员大会
后，政协党组及时召开会议，对第一
环节的工作任务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和部署，对机关党委、各支部及党员
干部的学习、调研提出具体要求，办
公室党组及时安排机关学习活动。
政协党组成员结合各自分管工作，
带头带着问题深入各县政协、 各联
系点调研和征求意见， 为我会教育
实践活动的开展发挥了带动作用。
五是早作宣传。 注重抓好宣传工作，
及时制作宣传专栏、编发信息简报，
充分利用“甘孜政协网”和《甘孜政
协》等媒介，积极宣传和反映教育实
践活动工作进展和实际成效， 营造
开展活动的浓厚氛围， 积聚推动教
育实践活动的正能量， 扩大宣传效
应， 推进了教育实践活动的有序开
展。 截止目前， 共编发信息简报 11
期， 通过甘孜日报甘孜电视台等媒

介刊登活动信息 8 条。

开展“六学”，提高思想认识
准确把握教育实践活动精神实质

按照政协党组《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方案》和《教育实践活动
实施意见》， 以建设和谐文化机关为
目标，以创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
型、廉洁型、和谐型“五型”机关为载
体，着力抓好教育实践活动的学习教
育工作。在做到学习有计划、有安排，
有组织、有落实“四有”的基础上，突
出学习重点，创新学习方式，共开展
集中学习 15 场（次），专题讨论 9 场
（次），领导干部带头开展理论辅导 9
场（次），1623 人次参加集体学习，做
到既学有原著又学有重点，既学有专
题有学有讨论，既学得系统又学得深
入，既学有所获又学以致用，不断促
进党员干部对教育实践活动精神实
质的领会把握。 （紧转第四版）

深入践行群众路线 加力深化群众工作
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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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杨 文/图

4 月 30 日， 州委书记胡昌升率
工作组专程前往理塘县章纳乡和巴
塘县波密乡交界处， 顶风踏雪冒严
寒，采取骑马和徒步的方式，深入到
海拔 4000 米的高山牧场现场办公，
在一线真情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
真情解决边远地区群众行路问题。

章纳乡和波密乡同属格聂景区
范围，雪山、森林、河流和高山草甸
奇妙组合， 构建成了让人惊叹的美
景。但由于不通公路，美景养在深闺
人未识，也因不通公路，“行路难”问
题长期困扰着两地群众， 严重阻碍
了当地经济发展。

一心挂念着群众的疾苦和困
难的胡昌升，头一天夜宿海拔 3900

米的章纳乡 ，夜晚天降大雪 ，次日
一早，胡昌升仍坚持按预定时间向
两地交界处出发。

从章纳乡向巴塘方向驱车行进
约 20 公里就没了公路，仅剩一条机
耕道。 胡昌升只能下车搭乘当地牧
民的摩托车。顶着寒风，摩托车在湿
滑的路上行走， 工作组一行虽然全
副“武装”，但仍然冷得瑟瑟发抖。

摩托车在行驶了几公里后，机
耕道也没了“踪影”。 胡昌升不得不
把交通工具换成马匹。 到达两地交
界处 ，要途经原始森林 ，淌过冰川
融化成的河流 ， 穿越高海拔的牧
场。 一路跋山涉水、翻山越岭，中午
11 时 ，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艰难跋
涉，胡昌升一行终于到达一处名为
波雄， 海拔 4000 米的高山牧场，与
巴塘县有关负责同志汇合。

头顶蓝天，胡昌升与理塘县、巴
塘县有关负责同志席地而坐， 召开
会议共同研究商议章纳至波密公路
相关问题。 听完两县相关人员汇报
后。胡昌升说，这条公路两地群众盼
了几十年，一定要想办法修通，真正
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胡昌升强调， 要规划先行、周
密部署，加强协调、通力合作，把章
纳到波密的公路建设成为两县团
结的和谐之路、人民群众的致富之
路、全域旅游的生态之路和质量过
硬的精品之路。

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鹏飞，
州地税局和理塘、巴塘县委政府负
责同志参加现场办公。

本报讯（刘川 陈建兵）“啥时候能
用上 ‘大网 ’的电 ？ 有了电 ，我们就买
冰箱、电视、打奶机。 ”五一前夕，支援
甘孜 “电力天路” 工程建设的国网绵
阳供电公司电力工人汪志刚从理塘禾
尼乡路过时， 村里的泽曲老人拉住他
问个不停。

记者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获悉，
我省藏区电网建设进入攻坚“大会战”，
到年底收官时， 我州 18 个县将全部和
主网联网， 百万甘孜人民将用上稳定、
可靠的电力，携手迈进“大电网”时代。

我州电网建设包含川藏联网工
程、“电力天路” 工程和无电地区电力

建设工程，截至 4 月底，川藏联网工程
基础浇筑累计完成 89.67%， 铁塔组立
完成 20.8%， 将于下月起陆续开始放
线，超过 1.4 万人参与工程建设 ，力争
今年底投运。

如果说 “新甘石”、 川藏联网以及
“电力天路”构成了藏区电网的主动脉，
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则是毛细血管。国网
四川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州“电力天
路”工程副总指挥丁燕生透露，今年“电
力天路 ” 将完成投资 95%以上 ，80 个
35 千伏以上线路和变电站项目将投产
58 个； 无电地区电力建设也将在今年
底提前完成， 届时， 全州将拥有 7 座

500 千伏变电站，建成仅次于成都的坚
强骨干电网。

省电力公司总经理王抒祥告诉记
者，近 3 年我省对甘孜藏区电网投资近
200 亿元，其中今年投资 80 多亿元，相
当于两个中部省份的电网投资总和，也
相当于在甘孜藏区重建了一张省级电
网。 届时，甘孜藏区电力送出通道将基
本实现东西贯通、南北互联，水电“送得
出、落得下”；负荷集中区电网将坚强、
保障有力，城镇及工业企业“用得上、发
展好”；无电地区电网将基本覆盖、农村
电网状况明显改善，农牧民生活“点得
亮、步步高”。

四川藏区电网建设进入攻坚大会战

我州即将迈进“大电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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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情暖牧民心

■ 本报记者 陈杨 文/图

冬虫夏草，一种十分名贵的中药材。 采集
它已成为农牧民群众增收的重要渠道之一。

理塘县是我州南路重要的虫草产区，每
年虫草季节 ，州内各县 、省内雅安 、凉山 ，省
外青海 、 西藏等地采集人员集中涌入曲登
等四乡主产区采集虫草，人员最多时达到 6
万余人。

海拔再高也高不过人民群众的利益，群
众到哪里服务就到哪里， 哪里群众有困难干
部就在哪里出现。 自 2012 年全州群众工作全
覆盖开始以来，每年的 5 月至 7 月，理塘县干
部就把办公室从机关、 乡政府搬迁到了海拔
4500 到 5000 米左右的虫草采集点，与采集虫
草的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靠前服务、跟进
管理，积极解决采集虫草的群众出行难、看病
难、业余生活枯燥等问题，深受当地牧民群众
赞扬和欢迎。

27 日晚上 10 点，胡昌升轻车简从，驱车
前往理塘县哈依乡， 专程看望慰问值守在这
里为群众服务的干部。 这时，海拔 4475 米的
哈依乡，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

走进一顶顶帐篷，胡昌升仔细查看，他动
情地说道：“大家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工作，
一定要注重保暖，提高生活质量，确保身体健
康”。 随后，大家围坐在帐篷内，借着昏暗的灯
光，对 29 日虫草点开放后的各类服务工作进
行了再梳理， 确保不漏掉一个漏洞。 胡昌升
说，“我们的老百姓不富裕， 采集虫草是他们
的重要收入来源， 大家一定要做好服务保障
工作，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有！ 有！ ”在场
干部坚定的声音响彻山谷。

4 月 29 日天刚亮， 曲登乡虫草采集点进
山处就已经是人声鼎沸。 在曲登乡虫草采挖
管理领导小组指挥部的帐篷里， 一幅对联十

分醒目———“上联：倾情倾智为群众，下联：聚
智聚为促发展，横批：忠诚为民务实清廉”。 虽
然人多、车多、拖拉机多、摩托车多，但有了几
十名干部的倾情服务，进山秩序井然。

走进指挥部的生活帐篷， 县机关集体伙
食团炊事员老何正在灶台间忙碌， 他告诉胡
昌升：“这里的茶水是免费提供， 如果进山的
群众有需要，只需要支付成本费用，就可以吃
到便宜可口的饭菜”。 胡昌升希望老何一定要
确保食物的卫生。

过了进山处 ，拖拉机 、汽车开足马力向
大山深处进发。 “进山以后， 只要找到有党
旗 、有国旗的帐篷周围住下就行了 ，那里有
干部为我们提供最好的服务，” 来自理塘下
木拉乡的农牧民雅西一边费劲的推着拖拉
机一边说道。

来到曲登乡最大虫草采集点， 一块高地
上鲜艳的党旗正迎风飘扬，四周上千顶白色、
蓝色的帐篷围在党旗周围搭建。 “这是理塘县
最大的采集点，海拔 5100 米，最多的时候能
达到上万人。 为了保证服务到位，县级相关部
门，各乡镇都抽派了干部进驻，”理塘县委书
记雷建平对胡昌升说。

随后，胡昌升走进采集虫草群众的帐篷，
访民情、听民意、解民忧。 来到农牧民阿珍的
帐篷，钢炉上的水壶嗞嗞地冒着热气，阿珍和
女儿正在为出去挖虫草的丈夫和儿子做午
饭。 见到胡昌升一行，阿珍连忙用双手紧紧握
住胡昌升的手， 激动地说：“真没想到能在这
么高的地方见到州委书记，您辛苦了！ ”“现在
的干部是真正用心帮我们，在这么高的海拔，
就有多名干部为我们协调服务， 管理得很规
范，我们只需要专心拣虫草就行了。 ”胡昌升
高兴地说，“我们的一切工作就是为了群众，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

（下转第四版）

“群众到哪里我们的服务就到哪里”
———胡昌升深入理塘县虫草采集点开展群众工作纪实

为有清风扑面来
———州政协教育实践活动第一环节工作综述

本报讯 （柯敏琳 ）笔者日前从
州商务合作局获悉 ， 今年全州应
实施招商引资项目 161 个 ，其中 ：
续 建 项 目 138 个 ， 新 建 项 目 23
个。 截至 3 月底 ,开工项目 58 个 ，
到位资金 14.49 亿元 , 完成州目标
任务的 14.52%。 其中： 实施国内
省外招商项目 36 个 ，实际到位资
金 11.03 亿元 , 完成省下达目标任
务的 20.05%。

今年我州重点在全年招商引
资工作安排部署上下功夫，成立了
甘孜州对外开放和投资促进工作
领导小组， 对 2014 年全州投资促
进工作进行安排，确定全年实现国
内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100 亿元的
目标 ，结合实际科学 、合理分解目
标任务并下达至全州各县及 12 个
州级相关产业部门。 从全州各县、
产业部门收集的 200 多个项目中

整理、 筛选出可行度较高的 76 个
重点招商项目，投资额达总投资额
达 400.91 亿元 ， 并拟对所有项目
进行精美包装及 PP 制作。 进一步
完善项目日常跟踪督促机制，重点
加强对省 “三大活动 ”、“圣洁甘孜
走进广东”、 十四届西博会等重大
投资促进活动签约项目的踪督查
和服务。

一季度大渡河长河坝电站 、

大渡河黄金坪电站、 猴子岩电站、
泸定水电站、雅砻江两河口电站等
上亿元的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情况
较好。在筹备重大投促活动上更下
功夫 。 在省委 、省政府举办 “中外
知名企业四川行 ”活动中 ，促成 2
个签约项目 ，投资额 25.7 亿元 ；同
时积极筹备州委州政府拟于 8 月
在康定举办 “知名企业进甘孜”系
列活动。

我州招商引资实现开门红

胡昌升搭乘当地牧民的摩托车继续向目的地行进 。

巴塘农牧民看病不再跑远路
新华社成都电 （记者 杨舟 杨迪）整洁有

序的就诊环境 ， 科学管理的中西药房 ，医
护人员的白大褂与牧民们的深色藏袍穿
梭其中……这是记者走进四川甘孜藏族自
治州巴塘县人民医院时看到的忙碌景象 。

院长曲珍告诉记者， 要不是成都双流县
的对口支援，县医院可能还只是空空的大楼。
原来，巴塘县人民医院新建的门诊、住院大楼
在 2012 年 10 月就已落成，但由于缺少资金，
相关的医疗设施始终没能同步配套， 无法满
足群众的看病需求。

2012 年， 四川省启动省内 7 个发达市州
对口支援 20 个藏区困难县的行动。 负责对口
支援巴塘的成都双流县了解到巴塘县人民医
院的困境后，投入 1300 多万元，按照二级甲
等医院的标准， 为县医院采购配备了 185 大
类医疗设施设备；对手术室、产房进行了专业
改造；建设了消毒供应中心、洗浆房等配套工
程。 去年，巴塘县人民医院门诊、住院大楼相

继投入使用， 使医院的就诊环境和接诊能力
显著提高。

曲珍说，过去医院药房没有药品架，药品
直接摆放在地上，既不卫生也不方便管理；现
在建立了现代化药房，药品管理更加规范。 同
时，医院住院床位增加到 120 张，手术数量也
是往年的两三倍。 “县医院的硬件条件在全州
都算好的。 ”曲珍说。

硬件上去了，“软件”也要跟上。 双流县派
出 7 名骨干医生到巴塘县医院开展 “传帮
带”，帮助他们成立中医骨科、肝胆外科和心
血管科 3 个特色专科， 专门治疗当地百姓常
见、多发的骨关节病、肝胆结石、高血压等病
症。 特色专科开诊以来，已治疗病人超过 1.2
万人次。

“牧民要骑马，摔伤的情况很常见。 ”曲珍
说， 骨科疾病治疗时间通常较长， 如果去雅
安、成都等大城市就诊，花费的时间和金钱远
远超过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 （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