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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董世梅 张岚）“互联网+”
战略如何推进？ 日前，我省今年“互联
网+” 的推进 “施工图 ”———《四川省
2015 年“互联网+”重点工作方案》正式
出炉。 方案明确，今年我省将在“互联
网+”制造、农业、能源、金融、民生服务、
电子商务、物流、交通、文化、旅游、创新
创业、政务、夯实发展基础等 13 个方面
实现重点突破，加快推动“互联网+”尽
快形成我省经济增长新动力。

《方案》明确的 51 项工作重点，主要
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兴业态
和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等层面切入———

《方案》提出，我省将开展“互联网+
制造”试点示范，在航空、航天、石油、发
电设备等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打造 10 家
数字化工厂（数字化车间）示范应用和
典型应用。 在泸州市、德阳市开展中国
制造 2025 公共服务平台、工业云等“互
联网+制造”区域试点。 选择 10 个有一
定规模的农业生产基地，应用物联网技
术对畜牧水产养殖、果蔬大棚生产及农
机提排灌等实施精准化作业示范。与清
华大学在川共同设立能源互联网产业
发展投资基金。组建省本级第三方支付
公司。将打造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新型云

商平台。 建设全省物流大数据中心。 加
快建设四川旅游大数据平台。

《方案》提出，将引导设立“互联网+”
创新创业投资子基金，到 2015 年底形成
2 亿元—3 亿元的基金规模。 推动“互联
网+”众创空间试点示范，建设“科创通”
创新创业科技服务大平台， 到 2015 年
底，集聚 7000家以上创业企业、600 个以
上创业团队和创业者， 整合 400 家服务
机构，提供 1600 项以上服务产品，发放
创新券 3000 万元以上。 建设成都市“互
联网+”孵化器信息平台，搭建基于“互联
网+”的孵化器数据平台。 (下转第二版)

四川“互联网 +”推进“施工图”出炉
今年将在“互联网+”制造、农业、能源、金融等 13个方面实现重点突破

■ 赵若言

“平时演练到位， 老百姓闭着眼睛都知道
往哪儿跑。 ”

站在丹巴县东谷乡二卡子沟前，丹巴县国
土资源局局长倪光全拿着话筒， 向在场的 200
多名参观者讲起丹巴东谷乡“8·9”特大泥石流
的避险经历，声音洪亮。

近日，全国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工作现场会
在丹巴县举行。 会议吸引了来自全国 20 个省
市的 200 多名国土资源一线工作者， 他们中，
很多人都是不远千里，第一次来到这里。

这样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为什么选在丹巴
开？ 大家能取到什么经？

到“地质灾害博物馆”长见识
国土资源部相关负责人透露，“之所以这

样做，主要是为了开阔眼界。 ”
该负责人说，什么是地质灾害，什么是地

质灾害隐患体？ 在茂密的植被覆盖下，如何开
展地表调查？ 发现地表上的变化，如何进行深
部情况的判断？ 巨石悬空、滚石堆积，什么时候
会掉、会滑？ 这些都是世界性难题，但都能在丹
巴看到，并寻找到一些答案。 “听说丹巴素有‘地
质灾害博物馆’之称，我就想亲自来一趟，看一
看这样一个地方，是如何与地质灾害抗争的。 ”
云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主任祝传兵说。 “一路走
来，我对地质灾害发现难、预测难、防范难的复
杂性都会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这对我们直接从
事地质灾害防治的工作者而言，十分重要。 ”福
建省地质环境监测中心主任周伟栋说。

选择丹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要推
广去年丹巴县东谷乡 “8·9”特大泥石流的成

功避险经验。
去年 8 月 9 日凌晨 2 时左右，甘孜州丹巴

县东谷乡二卡子沟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冲出
泥石流物质 60 余万方， 冲毁房屋 10 栋，85 栋
房屋严重受损，651 名群众受灾。 灾害发生时，
由于防范体系严密，监测预警及时，防灾队伍
得力，1521 名群众及时有序撤离， 直接受泥石
流威胁的 651 名群众无 1 人伤亡。

这一成功避险案例得到国务院、国土资源
部的批示表扬。 为推广成功预警经验，国土资
源部选择在今年主汛期即将来临之际，在丹巴
召开全国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工作现场会，并针
对当前防灾严峻形势，对今年汛期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学灾前应急避让，灾后扎实治理

监测员当“司令”，权力下放一线，换来救
命黄金时间；预警器土洋结合，烟花冲天炮与
专业监测器齐上阵……

丹巴东谷乡“8·9”特大泥石流爆发前，根
据各级预警信息，二卡子沟防灾责任人和监测
人员高度警惕，将“主动避让、提前避让、预防避
让”的“三避让”原则落实到具体行动中，果断提
前通知受威胁群众做好主动避险撤离的各项
准备。 “预警信息发出后，受威胁人员能够按计
划高效撤离，‘三避让’原则的落实是这次成功
避险的核心因素。 ”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杨冬生
说。 (下转第二版）

200多人千里迢迢赴丹巴

在“地灾博物馆”学避灾

严格行政执法 推进专项整治

雅江强制拆除乱搭乱建违法建筑物
本报讯（陈银军 谢臣仁 陈昌鹏）为进一步

规范优势资源开发秩序， 营造良好的建设发
展环境，6 月 15 日，雅江县国土、水务、住建、
交通等职能部门组成行政执法工作组， 依法
对呷拉乡境内乱搭乱建的违法建筑物进行了
强制拆除， 标志着该县违法建筑专项整治进
入全力攻坚阶段。

近年来 ，雅江县紧紧围绕 “雅砻古渡 、悬
崖江城”的城市定位，按照“生态宜居、功能齐
全 、产城发展 、全域旅游 ”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要求，加大城乡建设力度，提升城乡统筹管理
水平，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基础设施日益完
善。 但去年以来，该县呷拉乡等地的部分村民
却为个人私利， 在未取得任何相关法定手续
的情况下 ，擅自侵占该乡境内的河道 、耕地 、
林地，并违法进行乱搭乱建，尽管当地县乡行
政管理职能部门和群众工作组反复多次深入
一线对这些村民进行了宣传教育， 但仍有一
些村民不听劝阻， 肆意在城乡规划区域内进
行乱搭乱建，不仅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更是
极大地破坏了当地城乡建设秩序， 影响了全
县水电等资源的开发建设进程， 对当地经济
发展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为严格落实 《雅江县城乡总体规划》、《雅
江县呷拉教育集中区规划》等建设规划，雅江
县决定集中对呷拉乡境内的呷拉村、 白孜村、
基俄村、白姑村、脚泥堡村等区域开展以依法
严厉打击乱搭乱建违法行为的专项整治攻坚
战，通过 15 日当天的行政执法，执法人员就依
法强制拆除了这些区域的内的 38 处两万余平
方米的乱搭乱建建筑物。

据了解， 该县还将继续深入开展此项整
治工作 ，确保全县乱搭乱建集中整治专项活
动取得实效 。 当地行政执法人员表示 ，对待
乱搭乱建的违法行为 ，坚决发现一处 、拆除
一处 ，以有效打击违反法律法规乱搭乱建的
嚣张气焰 ，为加快建设美丽生态和谐幸福新
雅江奠定坚实基础。

姓名：尼 玛

性别：男

民族：藏 族

县名：雅江县

职业：农 民

类别：敬业奉献

时间：2015 年 6 月

最美甘孜好人榜 高原上的编外养路工尼玛
雅江县有一位藏族孤寡老人，

名叫尼玛，因为新婚妻子在路况不
好的公路上出车祸丧生，他暗自发
誓要养护好路告慰亡妻。 于是，30
多年来， 他在海拔 4000 多米的牛
溪卡高原上，义务养护一条长达 13
公里的乡村公路，风雨无阻。
告慰亡妻 尼玛义务养路
从雅江县城出发， 车行 58 公

里， 距离西俄洛乡政府大约 8公里
处， 我们见到了一位没有穿养路专
用工作服的老人正在补路， 我们感
到奇怪， 便把车停靠在路边与他进
行了交谈。

老人孤身一人生活， 与外界
接触较少 ， 几乎不会说汉语 ，但
是，通过随行翻译，我们了解了他
的一些基本情况。 原来，他就是群
众口中所说的编外养路工尼玛。

尼玛今年 68岁，是西俄洛乡汪
堆村人，承担了 13公里长的公路养

护工作。尼玛的命运坎坷，早年，父亲
和母亲因病先后去世， 唯一的姐姐
也嫁人了。 尼玛在道孚县当了三年
兵， 回来经人介绍与河口镇的藏族
姑娘泽仁拉姆恋爱结婚。 日子过得
虽然清贫，但是夫妻二人十分恩爱。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他们婚后
一个多月， 他爱人搭乘手扶拖拉机
到雅江赶集，由于公路很窄，路面坎
坷不平，拖拉机翻下山崖，泽仁拉姆
不幸遇难。 尼玛悲痛欲绝，他暗暗发
誓：一定要把路养护好，减少车祸发
生，以告慰妻子的在天之灵。

三十余年养路如一日
“还是毛主席，共产党好。 ”尼

玛竖着大拇指说：“过去， 从牛溪
卡到西俄洛乡政府不通公路 ，70
年代末政府拨专款
修通了这条 13 公
里长的公路， 这是
我们藏族同胞的生

命线。 但是，这条路不是国道，而
且 13 公里长的路段没有人家户，
因此， 这条路的维护成了一个大
难题。 我知道只有把路养护好才
会减少车祸，我自己是一个人，没
有什么负担，所以就从 1981 年开
始主动养护这条路。 ”

尼玛自己也没有想到， 当初，
自己在这段路中间搭一个草棚，做
义务养路工，一干就是 30 多年。

早晨 7 点起床 ，烧火 、洗脸 、
煮稀饭；8 点左右吃过早餐就上路
工作； 中午 12 点回家吃饭休息；
下午 2 点到 5 点上班；6 点回家吃
饭休息。30 多年来，尼玛的每一天
几乎都是这样简单而有规律的过
着，风雨无阻。 （下转第二版）

在中共甘孜州委宣传部、 甘孜州精神文明建设办
公室主办的“我推荐、我评议，我身边的最美甘孜好人”
活动中， 经各县各部门和广大群众申报推荐， 通过评
选，尼玛同志入选 2015 年二季度敬业奉献类“最美甘
孜好人”，现予以张榜公示。

中共甘孜州委宣传部
甘孜州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2015 年 6 月 8 日

本报讯（州畜科所）日前，由州
畜牧业科学研究所主持完成的“康
巴老芒麦新品种选育及配套技术
研究”和与四川农业大学合作完成
的“甘孜州藏猪种质特性研究与创
新利用”项目通过了四川省科技厅
组织的成果鉴定。 由省内外相关专
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通过认真听
取汇报、审阅相关资料 ，经质询和

讨论，对这两项成果给予了高度评
价并一致通过鉴定。

“康巴老芒麦新品种选育及配
套技术研究 ” 项目立足于高寒地
区 ， 针对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和草
地畜牧业发展对牧草品种特性和
适应性的特殊需求 ， 在开展野生
老芒麦种质资源材料评价鉴定和
农艺性状评估的基础上 ， 以产草

量和适应高寒地区气候为选育目
标 ，通过 15 年的持续研究 ，采用
混合选择的育种方法 ， 选育出了
适应高寒地区种植 、 生产性能稳
定的野生栽培新品种———康巴老
芒麦 。 该品种经国家草品种区域
试验体系区试 ，在东北 、华北 、西
北、青藏高原 6 个站点试验测定 ，
具有较好的丰产性 、稳定性 、抗逆

性、生态适应性。 项目成果总体达
到国内同类先进水平。

“甘孜州藏猪种质特性研究与
创新利用”项目较系统地研究了我
州藏猪种质特性，利用分子生物学
技术探索了其重要经济性状的遗
传基础。 该成果总体达到国内同类
研究项目先进水平，在藏猪种质特
性评价方面达到领先水平。

我州两项科研项目通过省级成果鉴定

本报讯（张莉） 6 月 12 日，全国
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 四川省爱
岗敬业好人朱晓军走进德格 “道德
大讲堂” 现场， 向来自县级机关的
100 多名干部职工讲述自己的故事。

“你怎样对待群众 ，群众就会
怎样对待你。 ”“群众的眼最亮，情

最真，心最热 ”；“只有把群众当亲
人，一心一意为群众办实事 ，才能
得到支持和拥护 ”……讲堂上 ，朱
晓军与大家分享了他践行群众路
线、服务基层群众的具体做法 ，他
朴实的语言 、 感人的事迹赢得了
阵阵掌声。

该县县委组织部的 ， 朱晓军
说，淡泊名利，忘我工作，甚至累倒
在工作岗位上，这种精神正是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旨所
在。 台上深情讲述，台下专注聆听，
听到动情处，许多人拿起随身携带
的纸和笔，记录下心中最真挚的感

动，持续近两个小时的宣讲在经久
不息的掌声中圆满落幕。

身边人走进“道德讲堂”，身边人
讲述自己的故事，“道德讲堂”成为传
播模范精神的主阵地。 身边人事迹可
信、可学、可做，已成为德格开展“道德
讲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民警鲜活故事 让人格外感动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省爱岗敬业好人朱晓军走进德格“道德讲堂”

本报讯（余应琼 文/图）“读书不仅
带给了我精神的慰藉， 更指引了生活
的方向。”小学生拉姆在主题班会上与
全班同学分享了自己的读书体会。 近
日，甘孜县启动了读书月活动。

该县此次读书月活动以“品读

红色经典·坚定理想信
念”为主题，旨在纪念红
军长征到甘孜 80 周年，
推动全县机关学习型党
组织建设， 营造 “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的
浓厚氛围和良好学风。

据了解， 在为期 3
个月的时间里， 该县各
机关单位将开展一次荐
书阅读、一次网络读书、
一次读书交流、 开辟一
期专栏的“四个一”活动，

主要以自学、集中学习、专题研讨及
撰写读书笔记等形式进行，用红色精
神锤炼党性修养、净化心灵。 各中小
学开展每人读一本红色经典、全校学
生为学校图书室或班级图书角捐赠
一本红色经典和推荐一本红色经典
的“三个一”活动，各班级还通过举行
主题班（队）会、制作主题黑板报，进行
读书读报评比等活动来分享读书心
得和快乐。

甘孜县读书月活动掀热潮

严防地质灾害
确保万无一失

■ 赵若言

“平时演练到位， 老百姓闭着眼睛都知道
往哪儿跑。 ”

站在丹巴县东谷乡二卡子沟前，丹巴县国
土资源局局长倪光全拿着话筒， 向在场的 200
多名参观者讲起丹巴东谷乡“8·9”特大泥石流
的避险经历，声音洪亮。

近日，全国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工作现场会
在丹巴县举行。 会议吸引了来自全国 20 个省
市的 200 多名国土资源一线工作者， 他们中，
很多人都是不远千里，第一次来到这里。

这样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为什么选在丹巴
开？ 大家能取到什么经？

到“地质灾害博物馆”长见识
国土资源部相关负责人透露，“之所以这

样做，主要是为了开阔眼界。 ”
该负责人说，什么是地质灾害，什么是地

质灾害隐患体？ 在茂密的植被覆盖下，如何开
展地表调查？ 发现地表上的变化，如何进行深
部情况的判断？ 巨石悬空、滚石堆积，什么时候
会掉、会滑？ 这些都是世界性难题，但都能在丹
巴看到，并寻找到一些答案。 “听说丹巴素有‘地
质灾害博物馆’之称，我就想亲自来一趟，看一
看这样一个地方，是如何与地质灾害抗争的。 ”
云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主任祝传兵说。 “一路走
来，我对地质灾害发现难、预测难、防范难的复
杂性都会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这对我们直接从
事地质灾害防治的工作者而言，十分重要。 ”福
建省地质环境监测中心主任周伟栋说。

选择丹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要推
广去年丹巴县东谷乡 “8·9”特大泥石流的成

功避险经验。
去年 8 月 9 日凌晨 2 时左右，甘孜州丹巴

县东谷乡二卡子沟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冲出
泥石流物质 60 余万方， 冲毁房屋 10 栋，85 栋
房屋严重受损，651 名群众受灾。 灾害发生时，
由于防范体系严密，监测预警及时，防灾队伍
得力，1521 名群众及时有序撤离， 直接受泥石
流威胁的 651 名群众无 1 人伤亡。

这一成功避险案例得到国务院、国土资源
部的批示表扬。 为推广成功预警经验，国土资
源部选择在今年主汛期即将来临之际，在丹巴
召开全国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工作现场会，并针
对当前防灾严峻形势，对今年汛期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学灾前应急避让，灾后扎实治理

监测员当“司令”，权力下放一线，换来救
命黄金时间；预警器土洋结合，烟花冲天炮与
专业监测器齐上阵……

丹巴东谷乡“8·9”特大泥石流爆发前，根
据各级预警信息，二卡子沟防灾责任人和监测
人员高度警惕，将“主动避让、提前避让、预防避
让”的“三避让”原则落实到具体行动中，果断提
前通知受威胁群众做好主动避险撤离的各项
准备。 “预警信息发出后，受威胁人员能够按计
划高效撤离，‘三避让’原则的落实是这次成功
避险的核心因素。 ”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杨冬生
说。 (下转第二版）

严防地质灾害
确保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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