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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杜蕾 ） 8 月 10 日 ，四川
藏语佛学院新建工程开工典礼暨奠基
仪式在成都市郫县唐昌镇举行。 省委
常委、 统战部部长崔保华出席开工典
礼并讲话。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和
西藏佛学院致辞祝贺，在蓉参加“中华
文化与佛教”研讨会的专家学者、高僧
大德见证开工。

四川藏语佛学院是经国务院批
准、四川省政府同意，于 1984 年在甘孜
县斯俄乡正式开办的一所藏传佛教专
业学院，于 1993 年停止招生。 中央第
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 按照中央要
求，省委、省政府决定迁建四川藏语佛

学院至郫县并恢复办学，学院新址规划
占地面积 116.72 亩， 一期投资 1.1615
亿元。 据悉，主体工程计划于今年年底
竣工，明年秋季完成一期建设工程并投
入使用。 届时学院将开设中级学衔班、
高级学衔班、活佛班、专题培训班等，办
学规模约 400 人。

崔保华指出 ，省委 、省政府历来
高度重视藏传佛教代表人士培养工
作 ， 建成后的四川藏语佛学院将是
四川藏传佛教界的最高学府 ， 肩负
着培养 “政治上靠得住 、宗教上有造
诣 、品德上能服众 ”的新一代藏传佛
教界代表人士 、 引导藏传佛教与社

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大责任 。 建
设参与单位要强化责任意识 、 严格
管理 、确保工程质量 ，将四川藏语佛
学院建设成精品工程 、优质工程 、放
心工程、廉政工程。

当天下午，“中华文化与佛教”研
讨会在蓉闭幕，会议通过《“中华文化
与佛教”成都共识》，共识明确：坚持佛
教弘传的中国化方向， 坚持不懈提高
佛教法治化水平， 坚持发挥佛教的积
极作用， 坚持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等 4
项内容。

崔保华、 省政协副主席罗布江村
出席闭幕式。

四川藏语佛学院新建工程开工
学院新址规划占地面积 116.72亩，一期投资 1.1615亿元

本报讯 （宋志勇）“海螺沟真是
太漂亮了，这就是大自然之美。 有机
会我要带更多的朋友再次畅游此
地。 ”8 月 10 日，当比利时熊猫粉丝
人 Volkan Yuvali（瓦康姆）看到美丽
的大冰瀑时，无比兴奋地说道。

8 月 9 日至 12 日， 由四川省旅
游局主办的“行南丝绸之路·游大熊
猫家乡———欧洲熊猫粉丝四川探亲
之旅”国际营销活动进入第三阶段。
来自欧洲各国的 12 名熊猫粉丝、国
内专家学者以及境内外媒体记者组
成大型体验团， 穿越 14 个欧亚国
家，抵达四川，途径成都、雅安、西昌
等地后走进“圣洁美丽甘孜·康定情
歌故乡”。 在我州海螺沟景区、康定
情歌广场、 丹巴甲居藏寨等地开展
了体验巡游活动。

8 月 10 日一早，当欧洲熊猫粉
丝在索道上看到冰川大瀑布呈现
在眼前时， 在大呼惊叹的同时，纷
纷拿出手中的相机，不停地按下快
门。 来到观景台，德国的熊猫粉丝
koko（可可）告诉记者 ，这一次甘孜
之行，首站就来到非常美丽的海螺
沟 ，让她非常兴奋和感动 ，能到中

国是自己的荣幸；能到四川也是自
己的荣幸；能见到美丽的冰川大瀑
布更是自己的荣幸。 一路上，熊猫
粉丝们认真倾听导游的讲解，还时
不时与随行的工作人员交流自己
的心得体会。

在观看大型歌舞晚会 《走进贡
嘎》期间，演员们曼妙的歌声、美妙
的歌舞、华彩的服饰，为熊猫粉丝展
示了“环贡嘎山旅游圈”的大美风光
和独特的民族风情。 在长达 1 个多
小时的互动体验环节中，“学习俗、
穿藏装” 等精彩纷呈的互动体验活
动让熊猫粉丝们乐不可支，笑声、掌
声、欢呼声久久回荡在贡嘎山下。

州旅游发展委员会负责人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历史上，丝绸之路
和茶马古道是沟通欧亚大陆的重要
贸易通道和文化纽带， 依托悠久而
深厚的丝路文化，“一带一路” 已成
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走向世界、融
入世界、屹立世界的重大方略，我州
作为中国旅游资源和产品的最富集
的地区之一，在“一带一路”的纵深
实施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发挥
更加重要的作用。

弘扬民族文化打造城市名片
色达县格萨尔文化艺术中心落成

目睹冰川芳容 老外赞不绝口
12名欧洲铁杆熊猫粉丝巡游我州

■ 方力

今年以来， 有关部门多次强调要
落实带薪休假。近期，多地先后出台职
工带薪休假的实施细则， 拟将休假情
况与单位、个人的考核、评优等挂钩，
引发热议。

早在 2008 年，国务院发布的《职
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就正式实施，但实
际执行情况并不理想， 不少用人单位
没有按照规定给员工实施带薪休假，
有些甚至剥夺了员工的休假权益。 因
此，多地出台具体实施细则，是对劳动
者权益的一种保护。但细读有的规定，
却有点变了味道。 有的地方将年休假
工作落实情况纳入评优评先条件，这
就意味着，如果职工未休年休假，将失
去评优的机会。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明

确规定， 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
休年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
排职工休年假。 对职工应休未休假天
数， 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
的 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劳动者
在特殊情况下不休假，是被允许的，任
何地方没有剥夺劳动者评优的权力。

尤其在乡镇基层，工作量大、事务
繁琐，不少工作人员加班加点，为了工
作放弃了休假。 如果按照某些地方的
规定， 这些工作人员反而失去了评优
的权利。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更是一种
伤害。 因此，各地在落实上级政策时，
不能矫枉过正，应客观看待问题，实事
求是地解决问题。

矫枉岂能过正

■ 张守帅 罗向明 张明海

距离成都最近 350 公里， 最远上千
公里，分布在甘孜州西北、西南的 10 个
县，是省会成都的“亲戚”。

2012 年 ，省委 、省政府作出第一轮
五年 （2012—2016 年 ）对口支援藏区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成都 10 个
区县对口支援甘孜州 10 个县，省会城市
便在雪域高原结亲“十兄弟”。

作为首位城市，为建设“美丽生态和
谐幸福新甘孜”作出应有贡献，成都从一
二圈层派出了最强组合， 从今年上半年
的部分数据看，不含高新区在内，其余 9
个区县 GDP 占整个成都的 60.02%，地
方公共财政收入占 43.15%。

成都用“经济之核”支援和带动“十兄
弟”的发展，既带来了眼前的显著变化，也
对民族地区的未来产生着深远影响。

送财富
雪中送炭还送“炕”

从甘孜县城到夺多乡只有 70 公里，
开车却要走两三个小时， 这还是在路况
好的时候。由于地方财政薄弱，地域广阔

的 “十兄弟 ”，要补的类似基础
设施的发展“欠账”太多。

省委省政府确立了援藏资
金标准后， 成都及时兑现承诺：
按照每年拿出上年地方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 0.5%的要求， 截至
2015 年 6 月， 成都已将 8.72 亿
元援助资金足额划入共管账户。

甘孜县县长龙明阿真说 ，
龙泉驿四年实际投入资金 9353
万元， 相当于为当地增加了一
年的财政收入。

这还不够。 成都有的区县
将 0.5%提高到 0.6%， 有的额
外增加援助资金 ，这部分 “自
我加压 ”的投入加起来已达到
1.41 亿元。

钱怎么花才有效？成都围绕
民生 、产业 、基础设施 ，确立了
304 个援藏项目，涉及援藏资金
投资 11.84 亿元。 目前已开工项
目 292 个，已投入援藏资金 7.11 亿元，完
工项目 192 个。

但一年光阴半年雪，在“十兄弟”那
里搞建设，工期短，成本高，技术难度大，
仅靠财政资金的支援远远不够。

送炭解燃眉之急 ， 真正温暖过冬
“送炕”才行。 成都发挥政府资金“保基
本 、兜底线 ”作用 ，探索出 “政府资金主
导 、社会资金参与 、自我融资补充 ”的
资金援藏模式。

办法不一而足，10区县各有巧思妙想。

锦江区用 “政府资金促民生 ，社会
资金促发展 ”的办法 ，引导民营企业参
与唐卡和雪域俄色茶产业发展；龙泉驿
帮助甘孜县成立“城乡建设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及时解决融资 2 亿元，实施代
建项目 15 个。 （下转第四版）

真帮实扶 兄弟情深
———成都市十个区县对口支援我州记

决战全面小康 全力精准扶贫
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陈雪峰）8月 8日，成
都市对口支援我州精准扶贫十三五规
划编制工作座谈暨培训会在康定召
开。 州委常委、农工委主任杨凯，州政
府副州长杜德清出席会议并作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常委 、成
都市委书记黄新初到甘孜县调研扶
贫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10 个受援
县结合自身实际分别就如何对接好
成都市对口帮扶工作作了交流发
言， 并就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了
建议意见； 州扶贫移民局负责人对
编制 《成都市对口支援我州十县精
准扶贫十三五规划》作了发言。

杨凯指出，长期以来，成都市作
为省会城市、全省各市州的龙头，始
终格外关爱我州，特别是此次“成都
市对口支援我州精准扶贫‘十三五’
规划编制工作”， 更为我州到 2020
年与全国同步达到小康水平提供了
难得的发展机遇，希望 10 个受援县
抓住机遇、立足实际，切实把各自需
求提出来，真正造福我州各族群众。

杨凯要求，各县、州级各部门要
切实增强责任意识，统筹好扶贫资源，
突出着力重点， 加强与省厅相关部门
的衔接， 及时掌握上级规划编制方向
和动态， 充分发挥对口帮扶最大效

应；要与基层需求相适应，在项目筛
选上紧贴群众急需，在项目设计上紧
扣群众实用，切实用好精准扶贫的每
一分钱， 办好群众关心的每一件事；
要细化目标任务， 重点围绕住房改
善、教育改善、医疗改善、交通改善和
产业改善五个方面，在产业上尤其要
突出特色旅游、特色农业和特色加工
业三大产业，精心组织、做好成都市
对口支援我州“十三五”规划编制工
作， 不断创新对口援建的体制机制；
要与群众的切身利益合拍，以服务藏
区发展稳定为主线， 立足藏区实际，
突出藏区特色，注重对口支援规划与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相结合、
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相结合、 发展产
业与帮扶就业相结合、 项目建设与运
行相结合， 坚持从实际出发， 科学论
证、统筹谋划，挖掘自身潜力，形成强
大合力，不断加快我州扶贫攻坚进程。

杜德清安排部署了编制 《成都
市对口支援我州精准扶贫十三五规
划》工作。

州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 ，丹
巴、道孚、炉霍、甘孜等十县县委（县
政府）分管领导、县扶贫移民局局长
以及州扶贫移民局分管领导和相关
科室人员参加会议。

精准扶贫 着眼长远
成都市对口支援我州精准扶贫“十三五”

规划编制工作座谈暨培训会召开

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黄新初在州委书记刘成鸣的陪同下，深入甘孜县拖坝乡拖坝村
了解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 本报记者 杨杰 摄

抓环境风貌就是抓发展
———康定市重拳整治城乡环境乱象

8 月 6 日，炉霍县以“红色炉霍 全民健身 ”为主题的运动会拉开序幕 ,来自
全县 11 支参赛队 350 余运动员参加了活动 。 拔河赛 、接力赛 、抱沙袋 、跳绳等
活动高潮迭起、精彩纷呈。 图片拔河比赛现场。 胡筱红 摄影报道

■ 刘金元 孙学花

“康定设市以后 ，就是不一样 ，街上
乱停的车子都少了 ，交通部门 、城管 、住
建局、市政局的联合起来搞整治活动，这
几天康定马路上看不到乱停乱放的车
辆 ，以前的脏 、乱 、差也有了明显改观 ，
我们希望政府把这个工作一直坚持 ，为
大家营造一个干净、优美的环境。 ”康定
市民杨立远说道。

“综合整治” 成了康定干部群众关注
的大事，成为干部群众茶余饭后的热议话
题。 “市上开展整治活动， 这次是动真格
了。 ”康定市各族群众感言道。

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康定市城市建
设和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8 月 10 日，州委
书记刘成鸣再次深入康定市新老城区，就
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等相关工作进行实
地调研，并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城市建设管
理情况汇报， 对下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康定市委、市政府结合康定实际，作出了
城乡建设和环境综合整治的决定，制定了

短期、中期、远期规划，要求各相关部门打
起精神，强化执行，狠抓落实。

在对攀枝花市东区进行考察的基础
上， 康定市委召开城乡建设和环境综合
治理工作推进会。 州委常委、 康定市委
书记唐强在会上客观分析了近年来康定
在城市管理上存在的突出问题， 要求必
须深刻反省 ，切实查找存在的 “十乱 ”问
题。 突出抓好“四件事”，一是立即行动，
全面治 “脏 ”； 二是严格执法 ， 彻底治
“乱 ”；三是乘势而上 ，全面促 “建 ”；四是
理顺机制，切实强“管”。 他指出，要进一
步贯彻落实州委、 州政府加强城乡建设
管理和环境治理的工作要求， 特别是州
委书记刘成鸣的重要指示， 立足康定撤
县设市后的新任务和新要求， 为全力提
升康定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水平， 打造全
州首位城市打下基础。

“此次综合整治行动有计划、有进度、
有成效。 我们将按照州、市要求，全力以赴
推进城城乡建设和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
市交警大队大队长张斌说。

本报讯 （记者 袁飞 ）在色达县
建县 60 周年之际，8 月 11 日清晨，
色达县“格萨尔文化艺术中心”宣布
正式落成，迎接访客。 全国《格萨尔》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格萨尔
学者诺布旺丹， 省文化厅副厅长泽
波，州委常委、宣传部长相洛，州委
常委、秘书长、色达县委书记张平森
出席落成仪式。 仪式由州政府副州
长何飚主持。

色达县格萨尔文化资源丰富 ，
底蕴丰厚。 这里是格萨尔藏剧的发
祥地，享有“格萨尔文化艺术之乡”
的美誉。 格萨尔文化遗存星罗棋布，
格萨尔王的传说世代相传， 格萨尔
说唱、藏戏、唐卡、时刻、歌舞、文学
作品、 研究成果等各种文化艺术形
式丰富，在国内外颇负盛名。

总投资 7000 余万元的色达县
格萨尔文化艺术中心， 于 2012 年 7
月 10 日开工，2015 年 7 月 30 日竣
工，总建筑面积 17818 平米，由文化
馆、图书馆、非遗馆、格萨尔博物馆、
演艺中心、 全民健身广场项目等合
建而成。 中心主楼前的广场上有格
萨尔王著名的 13 位将军的塑像。 中
心主楼高六层，顶层为金黄色，六层
绿色，五层红色，分别象征格萨尔王
宫的黄金宫、绿松石宫、珊瑚宫。 四
角城堡代表北魔、霍尔、姜域、门国

格萨尔守护四方四大战将所在的地
域建筑文化特征和英雄格萨尔征战
四方大敌的过往历程， 象征着格萨
尔为民除害后， 和平的曙光照亮高
原，祈愿世界和平。

格萨尔文化艺术中心的文献
厅， 收藏近千册有关历史文献和宗
教文化经典 《甘珠尔》、《丹珠尔》和
《格萨尔》手抄本及相关资料；在非
遗厅里展示着色达县申报成功的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内
容包括格萨尔彩绘石刻、 牛毛绒编
织技艺、色达格萨尔藏戏、川西藏族
山歌以及各类珍藏版格萨尔唐卡等
视频实物资料；民风民俗厅以 7 种农
牧民的生活场景和文物资料来系统
展示青藏高原游牧文化、 农耕文化；
将展示历时 10 年完成的 “格萨尔王
千幅唐卡画卷”， 该画卷以藏族传统
绘画艺术形式惟妙惟肖地将 70 多部
《格萨尔王传》 绘制成 1288 幅唐卡
画；格萨尔文化艺术中心还将集中呈
现激荡辽远的高原风情，美轮美奂的
格萨尔藏剧演艺影像，把异彩缤纷的
民族文化大餐清晰呈现给世人。

中心的建成将成为色达县传承、
保护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有效地载
体，成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完善城
市功能、 提升城市形象的标志性建
筑，是该县叫得响的又一文化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