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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近日，国务院、中央
军委批准改革完善军人退役养老保
险制度。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
委深化军人保险制度改革的又一项
重要制度安排，是军队后勤政策制度
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关广大官兵
切身利益、事关军队建设稳定，有利
于维护军人养老保险权益、减轻军人
后顾之忧，对增强军事职业的吸引力
和军人使命感荣誉感，提升部队战斗
力具有重要作用。

根据国务院、 中央军委批准的
改革意见， 总后勤部会同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总参谋部 、总
政治部印发了 《关于军人退役基本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
通知》和《关于军人职业年金转移接
续有关问题的通知》，对改革完善军
人退役养老保险制度的管理模式 、
人员范围、计算标准、转移接续办法
等做出了规定 。 明确从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 军人退役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的，在军人退役离开部队时，由
军人所在单位财务部门一次性计算
给予军人退役基本养老保险补助和
军人职业年金补助， 所需经费由中

央财政承担。
《通知》规定，军人退役参加企业

职工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
军人退役基本养老保险补助，按本人
服役期间各年度月缴费工资和相应
的标准计算； 军人职业年金补助，按
2014 年 10 月 1 日以后本人服役期
间各年度月缴费工资和相应的标准
计算。军人退役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保险的，军人退役基本养老保险补
助和军人职业年金补助， 按 2014 年
10 月 1 日以后本人服役期间各年度
月缴费工资和相应的标准计算。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

改革完善军人退役养老保险制度

本报讯（记者 秦松）“十一”黄金周期间，各
地游客涌入我州旅游渡假，在本次黄金周，我州
旅游接待和旅游收入情况如何？ 10 月 8 日，记
者在州旅发委采访时了解到，今年“十一”黄金
周期间， 我州旅游接待各项指标创历史新高 ，
共接待游客 114.7 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1.4 亿元 ， 同比分别增长 35.71%和 36.45%。
重点县和重点景区接待游客 72.65 万人次 ，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 6.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3.25 %
和39.56%。

据了解，“黄金周” 期间海螺沟景区接待游
客 13.27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31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40 %和 41%；木格措景区接待游
客 1.42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43.7 万元，
同比分别增长 32.53%和 36.15%；稻城亚丁接待
游客 3.768 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0.38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43.3%和 45.6%；康定市（含木
格措）接待游客 24.67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 2.4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4%和 24.9%；泸定

县接待游客 5.167 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0.29 亿元 ，同比下降 8.5%和 2.6%；丹巴县接待
游客 6.56 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0.65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48.47%和 49.5%；九龙县接待
游客 2.17 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0.22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6.1%和 6.2%；色达县接待游
客 5.75 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0.57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4.6%和 4.8%，增幅较大的依次是
丹巴县、康定市和色达县。

在航空进出港方面，10 月 1 日至 7 日，康定
和亚丁机场运行航班 240 架次， 进出港 16564
人次，其中：进港 8103 人、出港 8461 人。 康定机
场运行航班 54 架次，进出港 3485 人，其中：进
港 1031 人、出港 2454 人，成都航线 2713 人，拉
萨航线 434 人、稻城航线 338 人；亚丁机场运行
航班 90 架次，进出港旅客 13079 人，其中：进港
7072 人、出港 6007 人。

在进州车辆方面，据不完全统计，10 月 1 日
至 7 日经 S211 线进入州内车辆达 13 万余辆，

遍及全国各地；进入稻城亚丁自驾车辆 8000 余
辆，依次是川渝 42%、北上广 17%、云贵 13%、其
它地区 28%； 进入色达县自驾车辆 4096 辆，其
中经马尔康进入色达车辆 2867 辆。

州旅发委介绍，州、县各级各部门和涉旅单
位按照省旅游局和州委、 州政府关于做好 2015
年“十一”黄金周旅游接待工作的安排部署，精
心组织、周密部署、落实责任、加强协调、整体联
动，全力抓好交通指挥、信息发布、市场监管、服
务保障等各项工作， 确保了节日期间无安全事
故和重大旅游投诉事件，实现了安全、秩序、质
量、效益“四统一”的工作目标。

“十一”黄金周我州旅游吸金 11.4亿元
共接待旅游客 114.7万人次，同比增长 33.25�% 本报讯（李淼）日前，省委办公厅、省政府

办公厅印发的 《四川省产业扶贫专项方案》明
确，到 2020 年，初步形成“跨乡联县”特色支柱
产业体系，产业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贫困
地区产业助农增收人均增幅明显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 实现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以上，最终充分发挥产业扶贫的基础
性作用，建立脱贫致富奔小康关键支撑，通过
扶持生产和就业确保一批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产业扶贫对象范围为全省有扶贫工作任
务的 20 个市（州）、160 个县（市、区），重点是
四大片区的 88 个贫困县 。 精准扶持建档立
卡的 168.48 万贫困户 、497.65 万贫困人口 ，
对 265.45 万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进行重
点扶持。

2020 年前，全省产业扶贫“三步走”战略还
将实现两个阶段性目标：到 2015 年底，实现每
个有条件的贫困户掌握 1———2 项实用技术，

至少参与 1 项种植、养殖、林下经济、特色业态
旅游等增收项目； 每个有条件的贫困县实施 1
项以上农业科技成果示范应用项目，形成 1 个
特色产业； 四大片区特色主导产业初步形成。
到 2017 年， 贫困地区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明显
改善，四大片区特色主导产业初具规模，农牧
民增收支柱产业不断壮大。

2015 年至 2020 年， 我省将投入产业扶贫
资金 66.6 亿元。到 2020 年，全省将建成现代农
业产业基地 600 万亩，建成现代林业产业基地
1600 万亩，年出栏肉牛、肉羊及特色小家禽 2.5
亿头（只），水产养殖面积达 120 万亩，农民合
作社达 1.4 万个、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达 8000
个，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 90%以上，主要
造林树种良种使用率达 65%以上，农业适用技
术推广率达 90%以上。 形成 130 个以上不同层
级的乡村旅游扶贫示范区（点），打造 1000 个
特色旅游村、1 万个民宿旅游达标户。

全省“三步走”稳妥推进产业扶贫
到 2020年初步形成“跨乡联县”特色支柱产业体系

本报讯（郭维祥 周燕）近日，笔者从康定
市相关部门获悉 ，该市将 “三严三实 ”专题教
育、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有机融入地震灾后
重建各项工作，坚持以学促建，以建促学。

据了解， 该市通过抓学习教育强意识，将
强化灾后恢复重建政治意识作为学习教育的
重点，把相关文件、制度等纳入各级各部门集
中学习和党员干部自学的重要内容；要求各级
党员领导干部到联系乡镇、村（社区）为基层党
员上党课，进一步讲明了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
性、必要性，向受灾群众讲政策、讲规划、讲发
展，通过开展“三个专题”讨论，深入查找了个
别乡镇前期调查不深入、项目推进相对滞后等
方面存在的不严不实问题，以发“点球”方式进
行了限期整改，进一步强化了各级各部门的责
任意识和担当意识。

同时，该市抓培训指导提质量，将增加灾后
恢复重建技术含量作为学习教育的重点。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带领住建、市政、街道等相关部
位负责人赴攀枝花市学习城市建设管理先进经
验； 将省住建厅和华西集团援建人才安排到各
乡镇指导分散农户恢复重建； 将学习灾后重建
规划、 项目资金管理等作为各级各部门学习教
育的重要内容，举办科级干部读书班，邀请四川
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教授授课为科级领导干部
讲授灾后重建相关知识；印发《农房维修加固技
术指南》， 开展 510 余人次的农房工匠培训，提

供了圈梁、构造柱等施工技术指导，全力提升了
灾后重建各项工作的科学建设管理水平。

该市还通过抓党员示范强作风，将灾后重
建一线作为历练党员干部作风的主战场。 派出
5 名市级党员领导干部长驻“4+1”安置点一线
牵头抓总，现场定时、定人化解矛盾、调处问题
36 起；共建共创支部、结对认亲干部积极发挥
带头作用，长期驻守集中安置点，走村入调开
展摸底调查 64 次， 向群众宣讲政策 15000 余
人次， 到点到户协调困难问题 84 起； 抽调 10
名双语党员干部组成两支小分队分别深入江
巴、 夺拉嘎姆集中安置点支援建设；12 名党员
干部驻守木材专供点和砂石采挖点、负责重建
项目材料供应。对在灾后重建中表现突出的 24
名干部进行了提拔重用。

截至目前 ， 全市农村住房重建开工 837
户，农村住房维修加固开工 4889 户，城镇住房
重建开工 254 户， 维修加固开工 2100 户，占
34.7%。 四个农村集中安置点规划重建的 122
户农房已开工 113 户， 灾后重建工作得到省、
州督查组的高度认可和灾区群众的充分肯定。

以学促建 以建增效
康定市抓“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助推灾后重建

国庆黄金周期间 ，在
泸定公路分局管养的每一
条路线， 随处可见养路工
人忙碌的身影： 整修路容
路貌、 清除垃圾、 道路巡
查、 疏通车辆……一个个
身着桔红色标志服的养路
职工构成一道道亮丽的风景———这是养路工人献给伟大祖国的礼赞。 图为泸定养护管理站的一线养护职工正在国道 318 线康
巴大桥处进行道路保洁工作。 (贺淑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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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笑

“能不能给马路安装一条拉链，什么时
候想装电缆 、埋管道 、修煤气 ，只要把路面
的拉链一拉就行了。 挖完后， 再轻轻地拉
上……”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可能没曾想到，
当初他在作品中的异想天开， 如今竟然演
变成了一种久治不愈的城市顽疾———“马
路拉链”。

“马路拉链” 不仅仅是大城市的 “常见
病”，在“弹丸”小城康定也同样不时上演着
城市道路“开膛破肚”的情景剧：今天开挖维
修水管，明天开挖铺设管线，后天开挖改造
道路……“地下埋着几百万，没事挖开看一
看。 ”流传民间的这句顺口溜，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市民对“马路拉链”的讥讽与反感。

“殇” 字， 有一个含义就是未成年而早
亡。 不知轮番上演的“马路拉链”造成了多少
条城市道路之殇？ 如果城市是一个人，那么
一年在他的身上开肠破肚好几次，恐怕这个
人早就一命呜呼了。 尽管“马路拉链”扰民伤
财还伤路 ，可 “马拉链路 ”现象依旧没完没
了，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开肠破肚动一次手
术，就不能将肝、肺、脾等内脏疾病一次性治
理好吗？ 难道一次次重复开挖、修复不是在

浪费钱财吗？ 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给这“马
路拉链”上个“锁”吗？

尽管“马路拉链”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
原因,但规划的朝规夕改与边建边改，管理的
条块分割与政出多门，建设的各行其事与各
不相谋，使得原本一次开挖就可以解决的问
题， 往往要在三番五次甚至 N 次开挖之后
方能解决，进而导致市政工程政府叫好而百
姓埋怨。 如何尽快走出“马路拉链”的怪圈？
不仅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与能力，而且也拷
问着每一个建设者与管理者的良知。

令人欣慰的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正式
发布了《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
指导意见》，这无疑为解决“马路拉链”问题
划上了“休止符”。

眼下，我州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全域旅
游热火朝天，望有关部门及时采取行之有效
的措施，莫让“马路拉链”成为城市建设的败
笔、旅游发展的障碍和市民生活的烦恼。

“马路拉链”当休矣

聚力灾后重建 建设美丽家园
———康定地震一周年特别报道

大美甘孜 梦想高原
十·一”黄金周特别报道

海螺沟有支群众纠查队

（全文见第三版）

产业扶贫
“扶”出我州农牧民甜蜜生活

（全文见第二版）

任秀珍老人和女儿、外孙在一起。

本报讯 （记者 马建华 文 /图 ）“终于回来
了。 回到了我们曾经战斗过的故乡。 ” 在建国
66 周年之际， 阔别家乡数十年的理塘县濯桑
乡任秀珍老人从山西赶到康定见到了老家来
的亲人，老人喜极而泣。她耳不聋眼不花，声如
洪钟，能够用一口流利的藏语和理塘县的亲人
们交流。

“1988 年，我曾经回过理塘，但丈夫因故没

有回来，他充满了对理塘的牵挂。 那时，他就和
我约定， 有生之年一定要回到曾经战斗过的故
乡看看，但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完成这个心愿。 ”
任秀珍老人激动地说。

任秀珍老人说，她今年 87 岁了，她的丈夫
刘述 1999 年就去世了，在她的心目中，刘述是
个大英雄。 刘述 1927 年出生在山西省太原市
晋源区赤桥村晋祠镇，1949 年入伍， 参加太原
解放战役牛驼寨战斗时，刘述率领的排担任主
攻任务 ，他和战士们的子弹打光了 ，刘述用刺
刀一共杀死了 6 个敌人 ，在这次战斗中 ，他的
手臂和胸部留下了刀伤。 至今，家里还珍藏着
刘述当年使用过的大刀。 战役结束后，十八兵
团司令部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 解放后，刘
述随部队进藏。 1956 年，理塘县发生武装叛乱，
刘述参加了平叛战斗。

任秀珍说 ， 她当年的名字叫仁珍卓玛 ，
1951 年她到康定民族干部学校学习并参加工
作 ， 之后到了西康省雅安干部学校学习会计
专业 ，后来又到西南民族学院学习政治专业 。

理塘县爆发武装叛乱后 ， 任秀珍主动要求参
加平叛战斗 ，但工作队告诉她 ，为了安全 ，女
性不能上战场。 任秀珍坚持要上战场，她扛了
几年枪 ，刚开始用的是步枪 ，后来使用手枪 。
在濯桑 、热科 、义敦等地平叛战斗中 ，任秀珍
勇敢杀敌，为平叛胜利做出了贡献 。 1958 年 ，
在张连长的介绍下 ，任秀珍和刘述相识相爱 ，
并喜结连理。 平叛战斗结束后，刘述转业到义
敦县人民银行工作 ， 任秀珍在县新华书店工
作。 任秀珍精通藏汉双语，还兼职做领导翻译
和宣讲党的民族政策。 1962 年，刘述的父亲体
弱多病，盼望儿子回到身边。 任秀珍随丈夫回
到了山西 ，夫妻俩不居功自傲 ，默默无闻地在
农村当了一辈子农民。 这次回家乡探亲，因年
事已高 ，行动不便 ，任秀珍老人没有能够踏上
理塘故乡的热土 ，但通过理塘亲人的讲述 ，她
得知她和丈夫抛洒热血的地方 ， 如今在党的
领导下 ，农牧民群众安居乐业 ，心里感到由衷
欣慰。 她说，不虚此行，她完成了丈夫的遗愿，
可以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了。

丈夫身经百战为父愿毅然回晋当农民 妻子扛枪平叛为爱情欣然追随一辈子

民兵“卓玛”和“金珠玛米”的红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