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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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春燕

5 月的甘孜高原，草木茂盛，山花
烂漫。 素有“中国最美景观大道”之称
的国道 318 线雅江县河口镇麻格宗
村段，十几家“骑友之家”旅游接待点
生意火爆。 看着收入剧增，村民让布
竖起了大拇指：“是城里的 ‘亲戚’帮
了我们的忙！ ”

村民让布说，以前麻格宗村有 ４
户骑游驿站，但经营管理比较混乱，
没有统一标价，“亲戚” 帮助他们进
行了规划。 现在，全村已有 30 多户
农户成为旅游接待户。 “‘亲戚’帮助
我们成立了旅游协会 ，采取 ‘支部＋
协会’的模式，进一步规范了我们的
旅游接待。 ”

正科乡、 洛须镇是石渠县的重要
农业基地，但存在品种单一、农业科技
含量不高等问题。记者走访时发现，农
业局的“亲戚”正在帮助村民们引进良
种、运用良法，引导和发动老百姓开展
田间除草和清除石块，综合运用储肥、
改土、灌溉等措施提高现有耕地质量、
提高粮食产量。

这些乡村的产业结构变化 ，是
“结对认亲”的一个成果。

在道孚县觉洛寺村 11 岁藏族小
姑娘七美巴吉心中 ,道孚县干部四郎
生根是她最亲的人。 说起这位没有血
缘关系的“亲戚”,害羞的巴吉说 :“四
郎生根‘爸爸’常来看我,没有他,我不
知道咋办?”

5 岁那年 ,小巴吉不幸被沸水烫
伤右脚 ,因没钱做手术 ,致脚掌挛缩
畸形 ,走路一颠一簸。 小巴吉常被同
龄孩子嘲笑 ,她一度认为自己是被上
天抛弃的孩子。 自从和巴吉家“结对
认亲”后 ,四郎生根多方奔走 ,联系医
院 ,筹措药费 ,并拿出自己省吃俭用
攒下的 2.7 万元为她看病。 手术后 ,
巴吉终于可以正常行走了。 巴吉的
父亲勒珠说 :“有了这门亲戚 ,是我们
全家的福气! ”

在我州，像这样真实的“干部亲
戚”结对帮忙给老百姓带来新希望的

故事还有很多。 自 2012 年 6 月全州
启动“举全州之力开展群众工作全覆
盖”活动以来，全州 50833 名公职人
员走出办公室，攀山路、进帐篷、入农
家， 用真情与 206954 户农牧民群众
结对认亲、 用真心为他们干实事，给
老百姓带来了诸多实惠，得到了老百
姓的真情拥戴。

团州委年轻干部仁孜克珠帮自
己的结对亲戚办理了医保报销手续，
老人家感激不已，不停地说谢谢。 这
让仁孜克珠感慨万千：“老百姓太淳
朴了， 医保其实是国家的好政策，而
我的一个举手之劳就让他如此感激。
就像昌升书记说的那样，‘干部只有
将根深扎于农牧民群众中，才能获得
源源不断的力量。 ’真是我们离群众
有多近，群众对我们就有多亲啊！ ”

石渠县宜牛乡本日二村的村民
泽登在乡亲们眼里是个古怪、 孤僻
的人，如今却笑口常开，仿佛变了一
个人似的。 （紧转第二版）

“我认了个好亲戚”
———写在我州开展群众工作全覆盖之结对认亲活动两年间

本报讯 （记者 陈杨）5 月 20 日下
午， 十届州委常委会召开 2014 年第 5
次会议， 讨论研究州委常委班子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
会对照检查材料等事宜。 州委书记胡
昌升主持会议。 省委督导组组长杨宝
黔应邀列席会议。

州委常委益西达瓦 、刘坪 、向秋 、
汪洋、杨凯、相洛、段内开、张昊、许春
秀参加会议。

州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康， 州政府副州
长舒文，州政协常务副主席刘昌泽列席会议。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开展以来，州委常委班子认真贯彻中央和

省委决策部署，深入查找和剖析“四风”方
面的问题，做到自觉投身教育实践活动规
定动作不折不扣， 特色做法有声有色，正
视问题毫不含糊，边学边改有力到位。

会上，州委常委会班子成员直奔主
题，不躲不绕，坦诚交流，进一步围绕
“四风”查找问题，特别是在增强工作合
力、提高执行力、加强干部教育培养、深
化扶贫工作、完善社会管理和提升公共
服务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建议意见。

杨宝黔对州委常委会班子深入查
摆问题， 深刻剖析检查给予了充分肯
定， 认为检查材料准备充分、 内容全
面、质量较高，达到了预期效果。

胡昌升指出， 撰写对照检查材料，
是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的重要内容。 州
委常委班子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兰考县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上的
讲话精神，学习兰考县委班子专题民主
生活会的经验和做法，严格按照中央和
省委要求， 从践行党的宗旨的政治高
度，进一步增强反对“四风”的思想自
觉。 检查材料要重点在班子政治建设、思
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上找原因，在
制度上找原因， 在班子自身建设上找原
因。查摆问题不抽象客观，实打实找准，原
因分析到位，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

（下转第二版）

坚持开门整风 狠抓整改落实 确保群众满意
州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查摆问题深刻剖析检查

本报讯（记者 陈杨）5 月 19 日下午，州委
书记胡昌升应邀来到州行政学院， 作了题为
“举全州之力，推进群众工作全覆盖———来自
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群众工作实践报告” 的专
题讲座。

报告厅里座无虚席。 胡昌升结合自己平时
的学习 、调研 、思考和实践 ，用朴实生动的语
言、丰富翔实的事例，从“甘孜之困”、“甘孜之
探”、“甘孜之思”三个方面，对甘孜发展存在哪
些困惑、困难、问题和短板，为什么要开展群众
工作？ 群众工作全覆盖得到中央、省委充分肯
定，怎样才能做好群众工作？ 通过群众工作感
悟，下一步该如何继续做好群众工作等进行了
全面阐述。 他说，甘孜州战略地位重要，但受特
殊矛盾干扰，反分维稳任务极其繁重；甘孜州
风景大美如画，但受自然环境影响，基础条件
严重滞后；甘孜州资源独特富饶，但受基础滞
后、法治缺失、人才匮乏、基层组织凝聚力不强
的“四大短板”制约，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极富
挑战。 面对甘孜之困，2012 年州委常委班子成
员与万名干部群众座谈，通过调查研究和总结
反思，我们感到，夯实甘孜执政基础，凝聚民心
是根本，群众工作是关键；推动甘孜加快发展，
开明开放是根本，交通基础是关键；建设甘孜
和谐社会，依法治州是根本，主动创稳是关键。
同年 ６ 月，我们毅然全面启动了举全州之力推
进群众工作全覆盖，建设美丽生态和谐幸福新

甘孜的重大决策部署，让群众工作成为破解全
州发展困局的“手术刀”，建设和谐幸福新甘孜
的“开山斧”。

胡昌升说， 群众工作全覆盖全面启动以
来，州委以“六大活动”为载体，推动群众工作
落地生根；以“六项机制”为抓手，保障群众工
作顺利进行；以“五个结合”为重点，不断拓展
群众工作实效。 两年来的群众工作实践，我们
结对认亲、同心同向、共建共创，广大公职人员
与结对亲戚从素不相识到亲如一家；我们检讨
纠错、阳光决策、宣传互动，广大群众从被动怀
疑到欢迎拥护；我们爱心帮扶、改善民生，以群
众工作引领主动创稳，甘孜各项工作不断向好
发展。 群众工作全覆盖受到中央、省委主要领
导的高度评价，为全省乃至全国做好群众工作
作出了有益探索。

胡昌升说，举全州之力推进群众工作全覆
盖，必须用心用情。 要坚持以“是否与人民群众
建立真感情”来检验群众工作成效，始终保持
对人民群众“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
为之悲、见其欢愉则为之喜、见其富足则为之
乐”的深厚感情。 举全州之力推进群众工作全
覆盖，必须顺应民意。 坚持把群众呼声作为第
一信号，坚持把群众利益作为第一诉求，坚持
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 举全州之力推进群
众工作全覆盖，必须有的放矢。 要紧密结合州
情民情，找准靶子，找准目标。 （紧转第二版）

胡昌升在州行政学院作教育实践活动专题讲座时强调

■ 本报评论员

春风化雨，滋润万物。 在我
州加力深化群众工作两年间 ，
康巴大地漫展和谐幸福新画
卷。 特别是今年以来，全州上下
结合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 切实把群众工
作全覆盖作为活动的重要载
体， 始终坚持把群众呼声作为
第一信号、 把群众满意作为第
一标准， 将群众的利益高高擎
起。 走基层，与群众面对面；解
难题，与群众手拉手 ；谋发展 ，
与群众心贴心， 在甘孜大地上
奏响了和谐发展的最强音。

两年来，全州干部职工倾心
倾情倾智倾力，实现了结对认亲
全覆盖。广大干部职工深入农牧
区走亲戚、问冷暖、叙真情、顺民
意、解民忧、促民安、助民富，进
一步拉近了干群间的距离。

两年来， 康巴大地爱心涌
动，实现了爱心帮扶全覆盖。 初

步建立了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
的帮扶体系，甘以爱人、孜求慈
善的乐善互助精神正在成为干
部职工的自觉行动。

两年来， 全州上下同心同
行，同心同向取得了新进展。宗教
界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制意
识、感恩意识明显提升，党同宗教
界的爱国统一战线更加巩固。

两年来， 基层组织齐心协
力，共建共创有了新突破。 各基
层组织以“基层组织建设年”为
抓手，在共创上求突破，支部工
作制度得到进一步健全和完
善，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创造力
和战斗力得到提升。

两年来， 各级各部门团结
协作上下联动，“爱国守法感恩
团结”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有了
新成效。 坚持以典型引路，唱响
主旋律， 筑牢反分维稳的思想
防线，增强了党的感召力、祖国
的向心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下转第二版）

群众利益高如天

本报讯（记者 张涛）5 月 19 日下午，省群
团藏区社会服务工作我州集中启动仪式在泸
定县泸定桥广场隆重举行。 团省委副书记江
海、省科协副主席刘进出席启动仪式。 仪式由
州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刘坪主持。

据介绍，我省将在甘孜、阿坝 575 个乡镇
试点建设 60 个社会服务站点， 每个站点由团
省委、省科协和省侨联补助 10 万元。 我州选取
了 30 个人口相对集中的乡（镇、社区），以群众
需求为导向，探索城镇社区、景点景区、农区、
牧区“四区”建设模式，重点实施“同在蓝天下”
寺庙僧尼帮扶、“格桑花开”校园关爱和“雪山
祥云”定居点互助计划；社区工作服务站将深
入实施助学圆梦、快乐成长、就业创业和健康
文明等六大项目。

刘坪要求，要坚持“党委领导、群团实施、社
会协同、群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群团工作转型

原则，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
联系群众广泛的优势， 建立健全党委定期研究
群团工作制度、群团与政府联席会议制度；在推
进群团藏区社会服务工作中，各类社会组织、志
愿者要发扬友爱互助精神，深化“万名群众工作
志愿者爱心行动”，完善州、县、乡（镇）三级志愿
者服务体系，逐步建立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社
会治理的协同机制。同时，要把培育和扶持群众
性、服务性、大众性社会组织放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大力发展各类行业协会、社区自治组织、慈
善组织和中介服务组织， 引导和支持社会组织
参与公共管理， 保障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以及服务社会化运作。

仪式结束后，与会代表还就藏区社会服务
工作站如何建立、建成后怎样运行、应建立哪
些项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实地参观了
泸定县泸桥镇群团社会服务工作站。

助推民生改善 提升服务水平
省群团藏区社会服务工作我州集中启动仪式在泸定举行

本报讯（记者 马建华 文/图）“以前我
对什么是‘中国梦’不是很清楚，听了宣讲
团的讲解后，明白了原来‘中国梦’就是我
们自己的梦。我的梦就是为信教群众消灾
避难，让他们生活得更好，更幸福。 ”甘孜
县大金寺僧人扎西听了藏汉双语进寺庙
宣讲后说。年过半百的僧人尼麦说：“近年
来， 党和政府为我们落实了医疗保险、养
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僧人建立
了个人健康档案， 改善寺庙生活条件，让
寺庙僧尼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消除了僧
尼的后顾之忧，改善了学经环境和生活条

件， 大家对党的恩情已经深深地记在心
里。 ” 理塘县黑达寺寺管会主任曲登说：
“现在国家昌盛了，宗教也随之得到发展，
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我们进行一切
宗教活动的前提，依法从事宗教活动才能
保障藏传佛教适应社会健康发展，顺应社
会和时代发展自身才会得到发展。今后我
们要遵循佛祖的教导，从自身做起，持戒
守法，潜心修学，加强宗教场所和人员管
理，与党委、政府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
心同行，多做利国利民之事。 ”

今年 3 月以来，我州开展藏汉双语进

寺庙活动，广大僧尼聆听了宣讲后纷纷发
表感言。表示要潜心修行，持戒弘法，坚决
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坚决维护
民族团结，坚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据悉，“藏汉双语联合宣讲团” 进寺宣
讲是以省、州、县三级联动，整合宣传、统战、
政法等部门力量，以“爱国爱教、知法守法、
文明和谐”为主题，在三州藏区县集中开展
组团式、服务式、互动式和零距离的入寺宣
讲活动。 目前，我州已组建了 4个省、州级
和 19 个州、 县级的 “藏汉双语联合宣讲
团”，深入各座寺庙开展宣讲活动。

宣讲活动切实结合惠民行动、惠寺惠
僧活动，结合藏区的悠久历史、宗教文化、
民俗风情等，将入寺宣讲工作同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群众工作全覆盖、法治甘
孜建设和“走基层、解难题、惠民生、办实
事”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宣讲活动，
增进干部与僧尼的感情，教育引导僧尼增
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制意识和各民
族团结意识，增强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
族、对中华文化、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感，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夯实民族团结
进步、社会和谐稳定的坚实群众基础。

截止目前， 全州 “藏汉双语联合宣讲
团” 先后深入 228座寺庙， 开展宣讲活动
117场次，聆听宣讲的僧尼 10000余人、寺
管会干部 350余人、信教群众 1800余人。

爱国爱教 知法守法

我州藏汉双语宣讲惠寺惠僧

■ 本报记者 周华

旅游资源是我州最大的优势，是甘孜跨越发展的最
大资本。 自然的神奇造化、文化的悠久绵长，赋予了甘孜
大地大量自然人文景观，全省尚未开发的 50%的世界级
旅游资源集中在我州。东部：“香格里拉之颠”———贡嘎山
巍然屹立，世界上距离大都市最近的极高山群连绵起伏；
南部：“香格里拉之魂”———稻城亚丁让人迷醉，中国香格
里拉生态旅游核心区举世无双；北部：德格印经院和格萨
尔故里厚重古朴，康巴文化独具一格。如何把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旅游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 我州正进行着一次有

益的探索。
全面升级
全域旅游升格为全州发展战略
我州是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

区的核心区， 是四川乃至 21 世纪中
国西部旅游发展的后劲所在，被世界
旅游组织定位为中国推向世界的自
然生态旅游和康巴文化旅游目的地。
“中国旅游业的希望在西部， 四川旅
游的潜力在甘孜”，这是省委、省政府
对甘孜旅游寄予的厚望。 按照省委、
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旅游经济强省
的战略部署和要求 ，州委 、州政府把
优先发展旅游业放在了十分重要的
位置 ，以全域旅游为支撑 ，探索出了

一条属于自己的旅游发展之路。
“旅游业是推动经济增长、 优化产业结构的动力产

业；是拉动就业、增加群众收入的富民产业；是促进对外
开放、增进民族团结的和谐产业；是保护环境、永续发展
的生态产业。 我州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旅游开发大有可
为。 我们必须思在先、行在先，优先发展旅游、实施全域
旅游，奋力打造全国民族地区全域旅游试验区和世界最
佳旅游目的地，让各族群众满心喜欢、在参与旅游发展
中切实受益。 ”州委书记胡昌升饱含深情的一席话，让所
有守着优势旅游资源的州人，不得不用另一种方式去重
新审视我们的旅游产业。 （下转第二版）

将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旅游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

我州旅游发展大提速 （上）

亚丁风光。 冯光福 摄

胡昌升与“亲戚”共庆新春。 （本报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