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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甲午年 十二月廿七

本报讯 （记者 袁飞 宋志勇） 14
日，记者从州改委获悉，截至去年 12
月底， 全州电网项目建设完成投资
100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133.3%。

据了解，全州幸福工程“远村点
亮行动”，第二、三阶段的项目投资计
划已合并下达， 项目总投资 21.6 亿
元，目前已开工建设。 截至 12 月底，
“远村点亮”行动第二、三阶段已完成
投资 30 亿元，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38.9%， 将有效解决全州 227 乡 、
1672 村、26.8 万人的用电问题，18 县
实现与省网相连，基本实现全州一张
网和“送得出、用得上、点得亮”目标。

州发改委按照“电力天路”工程
实施方案，努力推进电网建设进度。
目前， 康定至蜀州 500 千伏扩建工
程基本建成；川藏联网工程、新都桥
500 千伏、雅江、茨巫 220 千伏项目

已建成投运；康定新城、炉霍、色达、
雅江、乡城等 17 个 110 千伏输变电
工程年内建成投运； 溪古 500 千伏
正在抓紧建设， 乡城 500 千伏变电
站扩建工程基础施工基本完成，长
河坝、 黄金坪电站 500 千伏送出工
程已取得核准。

川藏联网工程是国家 “十二五”
支持西藏的重大建设项目，是国家电
网公司贯彻落实国家西藏工作战略
部署、优化能源配置、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点项目，是把党的温暖和关
怀送到藏区百姓的 “德政工程”、“民
心工程”。工程开工以来，我州全力做
好川藏联网工程的协调服务工作，及
时协调解决建设工程中涉及征地、交
通运输、 救护车调配等协调服务工
作。 截至去年 11 月 20 日，工程现已
全线贯通并通电运行。

本报讯 (张璟） 日前，笔者从康
定县政府办公室获悉， 去年该县三、
四、五、六期廉租房现场抽签分配工
作结束，679 户最低收入无住房家庭
喜圆住房梦，解决了该县城区全部最
低收入无住房家庭的住房问题。

廉租房现场抽签分配过程是在
该县四大家领导及相关部门和县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的见证
和全程监督下进行的。

符合条件的 679 户家庭代表来

到分配现场参加抽签。整个抽签过程
公开、透明，现场秩序井然，得到了社
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一致认可。

为切实保障群众切身利益，康定
县积极对最低收入家庭摸底调查，采
取有效措施，严格按照廉租房实物配
租的相关政策、申请条件、办理程序
等服务程序，认真做好受理、审查工
作。 申请人员名单通过“三审三示”接
受群众监督， 确保分配工作公平、公
正、公开。

本报讯 （扎西志玛） 为缓解油
价不断上涨对客运企业及从业人员
带来的压力， 降低出租汽车和农村
客运驾驶员的经济负担， 促进行客
运业发展，维护道路运输行业稳定。
去年，国家继续实施对城市出租车、
城市公交和农村客运车辆燃油价格
补贴。 据统计， 道孚县对辖区内 20
辆农村客运班车和 36 辆出租车发
放燃油补贴资金共计 98.8 万。

为把国家对客运车辆燃油补贴

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该县交通、运
管部门结合县情和客运车辆实际营
运情况制定 《发放燃油补贴资金实
施方案》，严格审核补贴发放对象,并
将具体补贴金额和发放情况向社会
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切实做到“程
序一项不少、对象一个不漏、标准一
点不降”。 截至 2 月 6 日，在县财政
局的监督支持下， 通过现金兑现和
银行卡转账等方式将燃油补贴资金
全额发放到经营者手中。

全州电网建设完成投资 100 亿

康定 679户低收入家庭圆住房梦

道孚发放燃油补贴 98.8万元

本报讯（陈清萍 袁帅） 9 日，笔者
从泸定县工商局了解到，自工商登记
实行“先照后证”改革以来，激发了市
场主体活力，市场主体出现“井喷式”
增长。 截至 2 月 9 日，全县新增各类
市场主体 455 户，其中：企业（含农民
专业合作社）61 户、 个体工商户 394
户。 与去年同期相比登记注册企业
（含农民专业合作社） 增长 254.17%、
登记注册个体工商户增长 339.66%。

泸定县 “先照后证” 改革 2014
年 10 月 1 日正式启动。 实施“先照
后证” 改革以来， 通过简化审批手
续、降低市场主体准入门槛、强化政

务服务等措施， 有效破解了管控过
细、 行政审批过多、 准入条件过高
“三大问题”， 逐步实现了市场主体
审批登记流程进一步简化、 审批事
项进一步减少、 审批行为进一步规
范、审批服务进一步优化，服务环境
进一步改善。

改革启动后，按照“谁审批 、谁
监管”与行业监管有机结合的原则，
明确了登记机关、 审批部门和行业
监管部门对“无证”、“无照”的监管
职责。 推动市场监管方式从以事前
审批为主向以事中、 事后监管为主
转变，提升整体监管效能。

本报讯（记者 白玛） 康定县瓦泽乡
营关村村民降措说：“去年， 在州、 县党
委、政府的扶持下，我家的新房建成了，
依托旅游开发，自己开办了‘藏家乐’，各
地的游客来得更多， 我们的日子过得越
来越幸福了。 ”这正是全州保障民生，让
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一个缩影 。
2014 年， 是我州经济发展最为困难、自
然灾害最为频繁的一年。 在财政收入减
缓、收支矛盾加大的情况下，全州民生投
入不减反增，全年“砸”向民生的投资达
139 亿元， 占财政支出的 48.02％， 增长
11%，有力保障了幸福工程“十大行动”
的全面完成。

2014 年， 全州上下坚持 “三化”联

动， 全面统筹城乡互动发展的理念，通
过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等措施，丰富民生
发展内涵 ， 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
平， 使得民生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全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06.81 亿元，增
长 4.20%； 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465.72 亿元，增长 14.40%；地方公共财
政收入 27.55 亿元 ，增长 24.52%；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64.48 亿元 ， 增长 12.
4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303
元，增长 8.8%；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6307
元，增长 16%。

去年，我州重点加大对社会保障、教
育事业、医疗就医、扶贫攻坚、抗震救灾
等农牧民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项目支持
力度，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幸福
工程 10 件实事逐一落地开花。全州城镇
新增就业 7307 人，回州“9+3”毕业生就
业率达到 95%以上， 城镇登记失业率 4.
14%。 农村低保标准由每年 1700 元提高
到 2267 元， 城乡低保实现应保尽保；在
全省民族地区率先实施医疗保险制度城
乡统筹，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全面启动；在
全省率先出台大病医疗保险规定， 大病
参保达 90.50 万人，大病救助 3 万人次、
支出 5088 万元； 为 7600 名失能和高龄
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城乡“三无”“五
保”对象和孤儿集中供养实现全覆盖，爱

心慈善基金累计超 1.30 亿元，社会保障
“安全网”越织越密，群众幸福感不断增
强。大力实施“教育十年行动计划”等，全
面启动教育信息化工程， 建成教育城域
网，开办康巴网校，60%的学校实现电子
白板 “班班通”。 新建 35 所乡中心幼儿
园、22 所片区寄宿制学校， 州高级中学
开工建设；教育助学惠民政策全面落实，
兑现各类补助金 4.58 亿元。 教师队伍建
设进一步加强，各项激励政策全面兑现。
教学质量持续提升 ， 全州本专科录取
4678 人，录取率 92.40%。 创“藏区一流、
人民满意”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果。大力实
施 “卫生十年行动计划” 和 “健康甘孜
2020”发展意见。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
率达到 99.13%，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例
达到 65%，免费治疗包虫病患者 1.36 万
人， 健康档案建档率达到 92%；36 个县
级综合医院和中藏医院标准化建设基本
完成，开工建设 120 个标准化乡（镇）卫
生院和 225 个村卫生室； 兑现计划生育
“三项惠民制度”资金 1809 万元，免费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 2830 人，农村孕产妇住
院分娩率达到 81.58%，人口自然增长率
6.18‰。 建成县“两馆”12 个，启动石渠、
色达、甘孜、道孚 4 县州县广电节目农牧
区无线覆盖工程； 开工建设州民族体育
馆、州农牧民演艺培训中心和 14 个县级

全民健身中心， 建成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739 个；开展 “送文化下乡”活动近千场；
康巴文化研究院“四大工程”全面启动；
成功申办 2018 年第十五届全省民族运
动会。深入实施“百千万康巴英才工程”，
刚性引进高端人才 7 名， 培训各类人才
2 万余名，评选“康巴英才”2308 名；依托
8 所本科学校， 订单定向培养本土人才
721 名。36 个科技项目获省立项，到位资
金 2040 万元，增长 139%；申请专利 49
件，实施专利项目 11 个，新增产值 5910
万元。完成 1360 个贫困村、19.91 万扶贫
对象立卡建档工作； 实施整村推进 63
个、连片开发项目 4 个、彝家新寨（村）17
个、 索改桥 23 座， 易地扶贫搬迁 9850
人，2.65 万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大渡河、 雅砻江流域水电移民工作取得
新进展，投入移民资金 27 亿元，安置移
民 1996 人，兑现后扶政策和惠民补助资
金 1202 万元。 “11·22”康定地震发生后，
我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组织各方
力量众志成城、科学救灾，实现了“把损
失控制在最小范围”的目标。 国家、省、
州、 县紧急调拨救灾资金 1.10 亿元，累
计发放价值 3800 万元的救灾物资，转移
安置受灾群众 17156 人， 下拨过渡安置
补助金 6000 万元，确保灾民安全温暖过
冬，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编制全面启动。

■ 本报记者 袁飞 宋志勇 文/图

金融业务发展迅猛
———金 融 支 持 力 度 明 显 提

升。 截至去年 11 月末，辖内银行
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505.25
亿元，同比增长 18.98%，增速较去
年同期快 8.78 个百分点， 银行业
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空间进一步扩
大。 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
款余额 194.12 亿元，同比增长 16.
88%； 新增贷款余额 26.51 亿元，
完成省下达我州全年新增贷款目
标任务的 120.5%； 新增贷款余额
增长 15.82%，增速仅次于巴中、南
充位列全省第三。新增贷款增速一
改长期全省垫底的窘态，一举步入
全省前 3 行列。融资担保机构在保
余额 6820 万元 ， 同比增长 30.
33% ； 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
13520 万元，同比增长 146.20%。截
至目前，融资担保机构、小额贷款
公司已为 114 户小微企业（含个体
工商户）提供融资支持。

———金 融 运 行 质 量 明 显 提
升。 小微企业贷款增长迅速，贷款
余额 126.3 亿元， 同比增加 18.57
亿元、增长 17.24%，增速较去年同
期快 12.71 个百分点。涉农信贷投
放增势强劲，涉农贷款余额 40.26
亿元 （不含水电类贷款 ），同比增
加 12.73 亿元，增长 45.88%。 支持
产业发展成效明显 ， 贷款余额
180.94 亿元，同比增长 15.42%。其
中：能源业贷款余额增长 13.96%；
矿产业贷款余额增长 67.65%；旅
游业贷款余额增长 12.64%； 高原
特 色 农 牧 业 贷 款 余 额 增 长 14.
91%； 民族文化贷款余额增长 24.

77%； 中藏药业贷款余额增长 24.
77%。信贷支持“六大产业”投放增
速均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幅度。

———金 融 服 务 水 平 明 显 提
升。 截至目前，辖内已有各类金融
机构、 准金融机构、 金融中介机
构、金融自律组织 19 个 ，金融组
织体系进一步健全；辖内保险机构
保险理赔支出 1.46 亿元， 同比增
长28.68%； 辖内银行业机构已为
各类投资企业发放贷款余额达
98.99 亿元， 较年初增加 21.94 亿
元，增长 41.51%。全州已建立银行
卡助农取款服务点 2048 个 （其
中，惠农金融服务站 41 个），覆盖
272 个乡（镇）、1743 个行政村，在
符合条件的农牧区基本形成多元
化、多层次的支付网络体系，实现
农牧区支付结算 2 小时到账。 辖
内金融机构已向 19 个幸福美丽
新村 559 户农牧户授信 2524 万
元，向 436 户农牧户贷款 1940 万
元，布放 ATM、EPOS、POS 等助农
取款和银行自助机具 36 台；向 18
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和专合社新增
贷款 1.32 亿元， 农产品加工行业
贷款余额达 2.54 亿元； 小额担保
贷款余额 0.66 亿元， 民贸民品贴
息贷款余额 0.52 亿元。 全州城乡
居民大病保险参保 91 万人，保费
总额 2279.05 万元， 赔付 2592.28
万元。 截至目前，各类保险理陪快
速增长，有效减轻了政府、社会救
助压力，保险保障作用明显增强。

同时，我州农村金融改革取得
关键突破、“三权”抵押取得实质突
破、 直接融资方式取得率先突破。
改革后，州农村信用联社资本金由
1.7 亿元，增加到 5 亿元，引进州外

资本 2.7 亿元；去年 7 月，4 笔 230
万元林权及宅基地综合抵押贷款
在磨西镇成功发放，标志着我州农
村“三权”抵押融资试点取得实质
性突破；去年促成 1 家州内企业在
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 3 亿元非公
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期限 3 年、
年利率 7.8%， 银行间债务市场直
接融资实现“零”突破。

据了解，今年，州人民银行将
联合州政府金融办及相关部门启
动“‘1+6’金融助藏发展工程”，增强
货币政策贯彻的灵活性，全力维护
金融稳定，优化金融管理与服务。

2015 年规划亮点
●积极争取整合财政可控各

类产业发展资金， 探索建立小微
企业融资担保基金、 小微企业信
贷风险补偿基金； 吸收合并州惠
民担保公司， 提升州中小企业融
资担保公司担保能力， 搭建更为
强大的融资担保平台， 更好发挥
金融杠杆作用， 提升实体经济信
贷可获得性。 引导有关县建立地
震恢复重建信贷担保基金、 制定
财政贴息政策， 鼓励金融机构加
大对灾后恢复重建支持力度。

●加大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培
育力度， 争取建立区域集优风险
缓释基金，构建多元化融资渠道，
力争里伍公司实现上市融资，1 家
企业在“新三版”挂牌。

●争取加大农业保险支持力
度， 鼓励推出特色农牧业保险新
品种，增强银保合作实效；支持农
村住房保险等巨灾保险试点 ，推
动发展安全生产、 公众安全等责
任保险业务。

岁末年初，各地、各部门陆
续“晒”出信息公开工作落实情
况， 这一做法是信息公开工作
的创新。值得注意的是，网民在
叫好的同时，也有“板砖”：一些
部门和省份一味罗列成绩，问
题轻描淡写， 与公众感受有一
定距离。

一次信息公开的总结，何以
变成一些部门和地方通篇“晒成
绩”的“表扬秀”？在一些人眼中，
对信息公开工作的总结，不过是
年终要应付的诸多公文、 总结、
报告之一。 讲成绩为主、谈问题
则不痛不痒或一笔带过，是官样
文章的“标准格式”。

往深层次探究， 则是一些
部门角色错位， 未能把信息公
开作为接受群众监督评判、改
进工作的机会， 没有把公众当
评委，而是当做自己“晒成绩”
的粉丝。

信息公开工作所披露的，是
公权力的运作方式和履行情况，
一旦公之于众，公众就应当对权
怎么用、钱怎么花提建议、做评
判。 信息公开能否做到位，既是
对政府部门信息公开工作的检
验，也考验着政府部门是否真正
愿意把权力置于公众监督之下。

现代治理体系中，“神秘政
府”走向“阳光政府”是大势所
趋。 政府部门要把信息公开当
成推进工作、优化流程、求得民
意支持的“利器”。 真正把公众
当评委， 不但能赢得公众支持
和信任， 也会为更扎实地改进
工作提供动力。

去年我州139亿元“砸”向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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磊

启动经济加快发展的引擎
———2014年我州金融业发展综述

去年， 全州金融
系统紧紧围绕州委 、
州政府中心工作 ，认
真贯彻全州金融工作
会议、 州政府金融改
革发展专题会议精
神，加快落实《关于促
进金融业加快发展的
意见 》 和 《甘孜州
2014 年金融机构支
持地方经济发展考评
奖励办法（试行）》，推
动金融发展实现三个
提升、 金融改革实现
三个突破、 金融创新
实现三个领先。

春节带你玩转甘孜
2、3 版

春节
如何做好保健养生？

4 版

泸定新增各类市场主体 455户

本刊投稿邮箱：gzbjjmszk@163.com

再过三天就是新年了。 近日，记者在康定转了一圈，发现人们都忙着购
置年货，新年真的要到了。 （本报记者 宋志勇 摄影报道）

金融知识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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