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发成品油零售
经营批准书正副本油零
售证书第 V0023 号 ，有
效期 2011 年 11 月 9 日
至 2016 年 11 月 8 日遗
失作废。

甘孜县双利加油站
中国农业银行九龙县

支行发机构信用代码证
B3051332400000250A 遗
失作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九龙县委员会

中国农业银行九龙县
支行发机构信用代码证
B3051332400000460R 遗
失作废。

九龙县公安局
四川省甘孜质量技

术监督局发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 ， 代码为 ：
00902171 -3， 有 效 期
2012 年 6 月 13 日 至
2016 年 6 月 13 日遗失
作废。石渠县长须干玛乡
人民政府

甘孜州公安出入境
处发港澳通行证号为 ：
W79657787 遗失作废。

廖凯
康 定 市 公 安 局 发

513321199303220011 的
身份证遗失作废。 廖凯

白玉县人民检察院
在白玉县财政局购买的
四川省行政事业单位资
金 往 来 结 算 票 据 川 财
0602， 票 据 号 为 ：
0074640475 遗失作废。

白玉县人民检察院
因公司名称变更，原

名称为：“康定县三合乡大
火地石膏矿有限公司”编
号 为 ：51332100008633
的公章变更为：“康定市三
合乡大火地石膏矿有限
公司”。

原名称为 ：“康定县
三合乡大火地石膏矿有
限 公 司 ” 编 号 为 ：
513321579611512 的 发
票专用章变更为“康定市
三合乡大火地石膏矿有
限公司”。

原名称为 ：“康定县
三合乡大火地石膏矿有
限 公 司 ” 编 号 为 ：
51332100008634 的财务
专用章变更为“康定市三
合乡大火地石膏矿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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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新闻

遗失启事遗失启事

滋滋烤鱼康定姑咱店
★滋滋烤鱼川湘香

辣味
★滋滋川派豆鼓味

烤鱼
★干锅系列有干锅

排骨、香锅兔
★小吃 ： 滋滋培根

薯条
★特色梅子酒

尝鲜地址：
四川民族学院第六

教学楼对面 530 台二楼
订座电话：2857333

康定劲浪体育
提倡运动健康

生活态度
主营 ： 阿迪达

斯、探路者、耐克
地址：康定溜溜

城 1—4 号铺

愉馨公寓
温馨舒适
地址：情歌广场

旁西巷子内
单间、 标间、家

庭房
24 小时热水，免

费上网
电话：
0836-7777886
18990481156
周围有网吧、茶

坊、 酒吧、 餐馆、小
吃、超市

康定人家主题酒店
位于跑马山脚下索

道旁
三星级标准设计
经营情景客房、茶餐厅
交通停车便利
订房热线：
0836———7777977

葩姆名卡百姓藏餐
地址：康定水井公寓二楼
订餐电话：0836-6999999

甘孜商讯
《甘孜日报 》

“甘孜商讯” 本着
“方便百姓， 服务
社会” 的宗旨，发
布酒店、 餐饮、招
聘 、租赁 、美容美
发、转让、快递、票
务、维修、搬家、家
教、家政服务等方
面的信息。 随着本
报微信客户端的
推出，现隆重推出
“康巴食尚”栏目，
向广大消费者推
介吃喝玩乐攻略，
敬请关注。

栏 目 热 线 ：
0836-2835718

关注微信平
台 ： 康巴传媒网
“康巴食尚”

责任编辑 谢辉 组版 宋雪琴

泸定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把实施精准扶
贫工作牢牢抓在手中， 把确保精准脱贫责任始
终扛在肩上，严格执行五项工作机制，确保扶贫
开发攻坚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建立目标责任机制。 成立县扶贫攻坚工作
指挥部 ，加强对扶贫工作的牵头抓总 、分类指
导，做好目标确定 、组织动员 、进度安排 、推动
实施 、督促检查等工作 ；定期研究解决工作推
进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对全县扶贫攻坚作
出总体评估和进度安排。 县级相关部门要在行
业上加强统筹，围绕全县同步小康安排工作进
度。 乡镇、村（社区）要做好组织带领群众推进
项目实施、监督管理、信息反馈等工作。 要严格
落实领导和部门联系指导贫困乡（镇）、村工作
制度。 县、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扶贫开
发第一责任人 ，要逐级签订脱贫责任书 ，每年
专题报告扶贫工作进展情况，层层压实扶贫攻
坚责任 ，切实将扶贫开发任务落实到村 、精确
到户、精准到人。

健全投入增长机制。 建立动态稳定的投入
机制，逐年增加财政专项投入，提高扶贫支出占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 盘活用好财政存量
资金和增量资金， 真正把每一分钱都用到扶贫
开发“刀刃”上；新增财力重点用于扶贫开发，优
先解决最贫困乡村和群众面临的难题； 大力推
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引导社会资本投
向扶贫攻坚。

构建资产扶贫机制。 加大广东、浙江和省
内对口帮扶地区等招商引资力度和高原生态
农牧业 、 民族特色手工业等扶贫企业落地力
度，不断提升扶贫攻坚的产业基础。 探索资产
收益扶贫模式 ，引导贫困村将集体资产 、贫困
户将承包土地、草地、林地和个人财产入股，采
取委托经营 、合作经营等方式 ，确保贫困村和
贫困户多渠道增收。

创新社会扶贫机制。 广泛动员和凝聚社会
力量参与扶贫，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互为支撑，
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
扶贫格局。 充分发挥院校厅战略合作及群团组
织、 驻县驻训部队等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鼓
励、支持、帮助各类非公有制企业、社会组织、个
人以自愿定向、包干等方式参与社会扶贫，增强
扶贫开发攻坚社会合力。 搭建社会力量参与扶
贫的信息平台，探索社会扶贫参与机制，引导社
会力量自发自愿参与扶贫。

完善绩效评枯机制。 制定减贫验收办法，明
确贫困户脱贫标准、贫困村“摘帽”标准，完善扶
贫开发统计与贫困监测制度。把扶贫攻坚作为全
县考核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
发展实绩的主要指标，完善实绩考核办法，配合
省、州做好全县扶贫开发考核工作，强化考核结
果运用。研究制定扶贫开发攻坚工作的目标考核
方案，把考核结果作为各乡镇、各部门年度综合
目标考核的重要依据。 （姜涛 罗楚凯 文/图）

实现一个目标 实施五个一批 推进五大工程 执行五项机制

泸定县为打赢扶贫攻坚战列出时间表
泸定县位于甘孜州东南部，地处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地带，东与天

全、荥经接壤，西与康定、九龙毗邻，南连石棉县，是进藏出川的必经之地，被
誉为甘孜州“东大门”。县境内交通方便，国道 318 线和省道 211 线横贯全境，
县城距成都 285 公里，距康定 49 公里，辖 4 镇 8 乡（其中，磨西镇、新兴乡属
海螺沟景区管理局管理），幅员面积 2165.35 平方公里，境内居住有汉、藏、彝
等 16 个民族，总人口 8 万余人。 泸定是典型的高山峡谷区，县城海拔 1321
米，大渡河由北向南纵贯全境，境内山高坡陡，河谷幽深，气候宜人，平均气温
16.7 摄氏度，年降雨量 664.4mm，无霜期 279 天。

近年来， 泸定县通过高半山扶贫攻
坚，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变，产业结构优
化显著，高半山人均纯收入由 2012 年的
2800 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4600 元， 全县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6655 元，2867 名农村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2014 年荣获“全省农
民增收工作先进县” 殊荣。 但泸定县高
山、半高山村组多，地处高寒，区域偏远、
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
群众居住分散，生存、生产、生活条件差，
农民靠天吃饭、 靠天增收的局面仍然存
在。 截至 2014 年底，全县（包括磨西镇、
新兴乡） 建档立卡的还有贫困村 44 个、
贫困人员 3921 户 12025 人。

2015 年 8 月 31 日，州委十届七次全
会通过了 《中共甘孜州委关于集中力量
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决定》。 会议提出，到 2020 年
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全州 17.45 万农村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360 个贫困
村和 18 个贫困县（市）全部“摘帽”，实现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比全省 2010 年翻一
番以上的目标。

作为甘孜东大门的泸定县， 按照中
央“四个全面”战略部局及省州扶贫开发
工作部署，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四川省委
关于集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
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中共
甘孜州委关于集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攻
坚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
定》和《中共泸定县委关于集中力量打赢
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同步建成小康社会
的决定》等中央、省、州、县相关部署，提
出要把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作为一项严
肃的政治任务， 把扶贫开发攻坚作为重
要的民心工程， 把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不落下“一乡一村”，不掉下“一户一
人” 作为泸定县委向全县人民作出的庄
严承诺，千方百计解决群众困难问题，积
极引导群众发展致富， 确保 2015 年至
2018 年，全面完成建档立卡 44 个贫困村
“摘帽”，基本完成 3921 户 12025 名农村
贫困人口脱贫；2019 年，巩固提升贫困村
和贫困户生产生活水平；2020 年，全县农
民人均纯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以上，实
现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

按照省委“五年集中攻坚，一年巩固提
升”的工作部署和州委“在全州率先实现小
康，力争提前两年完成脱贫任务”的总体要
求，泸定确定了扶贫开发攻坚工作目标，确
保在全州率先脱贫奔康。

减贫任务提前完成 。 以省州核定该
县 3921 户 、12025 人贫困人口为基数 ，全
面加大精准扶贫工作力度 ， 加快减贫进
程。 到 2018 年，全县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彻底摘掉贫困的帽子 ；2019 至 2020 年 ，
进一步巩固精准扶贫攻坚成果，稳定实现
扶贫对象不愁吃 、不愁穿 ，保障其义务教
育 、基本医疗和住房 ，确保贫困群众共奔
小康不掉队。

群众收入达到新水平。 到 2020 年，确
保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全省 2010 年
5140 元的基础上翻一番以上； 进一步强化
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处于重度贫困的农户

的重点保障，提高标准，兜牢底线。
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 到 2020 年，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社会保障全覆
盖，乡乡实现“三有”（有标准中心校、有达
标卫生院、有便民服务中心），村村实现“四
有”（有硬化路、有卫生室、有文化室、有宽
带网），户户实现“三有”（有安全饮用水、有
生活用电、有广播电视），让贫困地区群众
真正住上好房子、 过上好日子、 养成好习
惯、形成好风气。

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到
2020 年， 有劳动能力贫困户都有一项以上
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贫困家庭劳动力掌
握一门以上就业创业技能， 新生代劳动力
具备转移就业基本职业素质， 贫困家庭孩
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 贫困村
服务体系基本建立， 专业合作经营机制较
为完善，基层党组织作用坚强有力。

确保在全州率先脱贫奔康
实现一个目标

着力改善民生
实施“五个一批”

泸定县扶贫开发攻坚将按照“六个精
准”要求，实施好“五个一批”攻坚计划。

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 坚持因地
制宜、分类指导、扶贫到户、分户施策，按
照突出产业扶贫、体现地方特色、选准产
业项目、延伸产业链条、形成产业优势、实
现扶贫转型升级的要求，大力扶持贫困村
和贫困户发展产业、就业创业，实施精准
支持产业扶贫。 对有劳动能力、可以通过
生产和务工实现脱贫的贫困人口，加大产
业培育扶持和就业帮助力度，因地制宜发
展贫困人口参与度高的区域特色产业，扩
大转移就业培训和就业对接服务，通过发
展生产和务工实现稳定脱贫。 继续推进高
半山“五万亩优质魔芋、五万亩高产核桃、
五万亩特色水果”“三个五万亩”特色产业
发展，加快无公害优质蔬菜发展，培育羊
肚菌、木耳、中藏药材等地方特色增收产
业，加快发展乡村旅游，加大劳务培训力
度，开展定向、订单培训。

移民搬迁安置一批。 顺应推进新型城
镇化和优化村庄、人口布局的要求，对不
宜居住的贫困村、自然村庄和生存条件恶
劣地区的贫困群众， 全面准确摸清底数，
统一群众思想认识，按整体搬迁的要求制

定实施规划。 整合移民扶贫搬迁、以工代
赈易地扶贫搬迁、避灾搬迁等政策，落实
相关配套投入，大力帮助扶贫对象彻底摆
脱恶劣生产生活环境。

低保政策兜底一批。 认真落实 《社
会救助暂行办法 》， 强化社会救助托底
功能 ，统筹实施最低生活保障 、特困人
员供养 、 受灾人员救助等各项救助制
度 ，按照 “托底线 、救急难 、可持续 ”的原
则 ，加强特困扶贫对象救助 ，实施精准
特惠救助扶贫。

医疗救助扶持一批。 加强医疗保险和
医疗救助，资助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和
特困供养人员等重点救助对象参加基本
医疗保险。 探索财政支持贫困户购买重大
疾病医疗保险办法。 加强贫困户、残疾人
患重大疾病的医疗救助。

灾后重建帮扶一批。 将灾后重建与扶
贫开发相结合，统筹解决好灾区贫困人口
脱贫问题，重点抓好地震、泥石流等灾害
乡村的重建工作，确保灾区群众生产生活
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切实解决因灾致贫问
题。 推进灾区迅速恢复生产，并结合当地
优势资源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增加更多就
业机会，提高灾区群众增收致富能力。

夯实发展基础
推进“五大工程”

坚持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协调推进，统
筹贫困地区一体化发展，帮助扶贫对象建设
美好家园、缩小发展差距、共享小康成果。

推进基础扶贫工程。 科学优化村庄建设
发展规划。 到 2020 年，全面实现贫困村通水
泥硬化路，并稳步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客运班
车通村率；彻底解决贫困村人口农村安全饮
水问题、危旧房改造问题和用电问题。 加快
专项扶贫工作实施， 统筹抓好整村推进、彝
家新寨、以工代赈、易地扶贫搬迁、两资太阳
能热水器安装等专项扶贫规划编制实施，全
力推进贫困村和贫困人口脱贫。

推进产业扶贫工程。大力推进贫困村“一
村一品”特色扶贫产业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发
展贫困村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完善社会化
服务体系，促进产业规模化发展，提高贫困群
众发展产业的组织化程度。 到 2020 年，彻底
解决 80%贫困村农田“望天收”现象，促进农
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发展， 加快农产品流通体
系和观光农业发展； 力争实现具备条件的贫
困农户至少掌握一至二项实用技术， 至少参
与一项农业产业发展增收项目。

推进公共服务扶贫工程。 不断健全卫生
服务体系， 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确保贫困人口参保率在 95%以上；全面
实行贫困人口大病救助制度，适当提高大病

救助额度；推进贫困村信息化建设，进一步
完善县、乡（镇）、村三级传输网络布局，努力
消除“数字鸿沟”带来的差距；推进公共数字
文化建设，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积极倡导现代文明理念和生活
习惯，到 2017 年，全面实现广播村村响，基
本实现电视户户通。 到 2020 年，全面实现广
播电视户户通。

推进能力扶贫工程。 在教育部门普惠扶
持政策的基础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扶贫部
门进一步加大扶贫对象培训特惠扶持力度，
增强其就地发展产业、进城进园就业、自我发
展创业的能力素质。 对贫困户新生代开展职
业学历教育和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技能培
训，加强致富带头人培训，鼓励外出人员回乡
创业，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实现就业。

推进生态扶贫工程。 处理好生态保护与
扶贫攻坚关系，积极开展天然林保护、退耕
还林、退牧还草、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等重大
生态工程建设。 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和资
源开发利益分配机制，争取提高补偿补助标
准，支持群众直接参与生态工程建设，增加
其生态建设管护收入。 结合区域特色优势产
业，大力发展立体林业和循环经济，促进生
态资源转变为经济效益。 加强防灾减灾避灾
能力建设，减少各种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

保障扶贫攻坚成效
执行“五项机制”

长 征 名 城 英 雄 泸 定
泸定县委宣传部主办

决战全面小康 全力精准扶贫
认真贯彻落实州委十届七次全会精神

何
家
山
村
积
极
发
展
养
殖
业
。

→
灾后重
建让得
妥乡南
头村旧
貌换新
颜。

→
加郡乡
如画的
幸福美
丽 新
村。

↑为移民群众提供特色技能培训。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德
威
乡
成
功
试
种
羊
肚
菌
。

杵
坭
乡
红
樱
桃
产
业
渐
成
气
候
。

↑县委书记陈廷全在基层调研精准扶贫工作。

↑县委副书记、县长祝邦文在基层调研。

时 间 表

↑硕果满枝果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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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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