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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机 盎
然 的 因 都 坝
生态移民点。

五年精心培育
三大产业渐成支柱

五年来，得荣县大力培育生态旅游、生态农
业 、生态能源三大优势产业 ，推动经济发展转
方式、调结构，经济总量大幅提升，优势产业渐
成支柱。

生态旅游业助推第三产业稳步发展。 按照
“全域资源、全域规划、全境打造、全面参与”的工
作思路， 以瓦卡灾后重建为契机， 全力打造 4A
级藏乡田园精品旅游风情小镇。大力发展旅游民
居接待，打造民居接待户 147 户、乡村主题酒店
示范户 10 户，有效提升了全县旅游接待条件。不
断改善景区基础设施条件，实现了电力、通讯、交
通通达景区，为景区的深度开发、全面打造奠定
了坚实基础。 “十二五”期间，累计接待游客 108.
39 万人，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7.65 亿元。生态旅游
与传统服务业加速融合，2015 年，第三产业实现
增加值 2.25 亿元，年均递增 13%。

生态能源业提振第二产业快速发展。 以“生
态优先、科学有序”的原则，快速推进生态能源业
发展，累计实现投资 15 亿元。境内“一江四河”水
电资源开发取得突破， 古学电站顺利竣工投产，
使该县规模以上工业实现“零”突破；去学电站建
设进入冲刺期；指岛电站已取得核准，即将开工
建设。顺利参股古学、去学电站，切实保障了该县
在水电开发中的利益。 积极发展太阳能产业，完
成了装机 300 万千瓦的“乡得巴”光伏产业园区
相关规划。 全县生态能源装机达 39.3 万千瓦，在
生态能源业的带动下，2015 年，第二产业实现增
加值 2.1 亿元，年均递增 21.9%。

生态农牧业支撑第一产业持续发展。 全面
落实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累计兑现农资综
合直补、粮食直补、农作物良种补贴、农机购置
补贴等强农惠农补贴 3660 万元。 粮食播面年均
递增 1.39%，达到 4.87 万亩；粮食总产量年均递
增 0.65%，达到 1.19 万吨。着力推进特色产业化
科技示范基地建设，已建成酿酒葡萄基地 4200
亩、树椒基地 1120 亩、苦荞示范基地 100 亩、林
业产业基地 13500 亩、 规模性优质蜂蜜基地 3
个、 标准化养殖基地 2 个， 培养各类专合组织
19 个。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2.0 亿元，年均递增
15.3%；牧业总产值年均递增 21.7%，达到 1.19
亿元。

五年攻坚克难
基础设施有效改善

五年间，全县累计实施水、电、路、通讯等各
方面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44 个，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 48.37 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 2.2 倍，项目建
设彰显“大手笔”。

交通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围绕“打通通道、
提升等级、实现联网、保障通行”的战略目标，成
功争取到县境内主要干线乡得路、竹茨路、二得
路成功升级为国道 215、549；建成省道 461 “洞
东路”得荣境内 19.4 公里；新建和改建县道 171
公里、乡道 256.8 公里、通村通达 245 公里、通村
通畅 272.7 公里， 全县公路总里程达到 1496.61
公里； 加快实施金沙江和定曲河上 12 座溜索改
桥项目建设，改造危桥 6 座，新建桥梁 9 座；新建
5 个客运站（点）和 40 个村级招呼站；加大安保
设施投入， 建成 141.3 公里的村公路路侧护栏。
安全、便捷、快速的路网格局初步成型。

城乡建设取得长足进步。按照“中心增容、南
北扩展”的城市建设思路，启动实施城市升级改
造工程，完成了县城主中心道路、五线下地、城区
防洪河堤、城市供水管网改造、人行道改造等工
程；开工建设 CBD 商务中心；拆除了违规建筑，
实施了城区、绿化、美化、亮化工程，县城面貌焕
然一新。 完成城北格子达 19 亩土地的征收和整
体规划，解决了干部周转房、农贸市场、公共租赁
房等项目落地难问题，拓展了县城发展空间。 建
成中心集镇邮政网点 12 个， 全面推行农村信息
化，小城镇功能和凝聚力不断提升，全县城镇化
率由 2010 年的 12.58%提高到 21%，“四单元、一
轴线、三组团”城乡发展格局初步显现。

水利基础设施全面加强。 集中五年攻坚，建
设完成了白松茨巫水利工程，启动实施了白松茨
巫渠系统配套。 深入推进农村安全饮水，累计解
决 2 万人次的饮水不安全问题，农村饮水安全供
水人口保障率从“十一五”期末的 51%提高到 9

1%。 进一步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新建改建各
类水渠 8 处 28.4 公里，水塘 8050 立方米，新建瓦
卡太阳能光伏提灌站，有效缓解了全县工程性和
资源性缺水问题。 大力推行节水灌溉，实现牧区
草原节水灌溉 2300 亩，有效提升了防洪能力。

生态文明全面加强。 完成退耕还林 4.61 万
亩，兑现补助资金 5665 万元，有效管护森林资源
220 万亩，森林抚育 4.9 万亩，森林火灾损失率控
制在 0.9‰，森林病虫害发生率控制在 0.3‰。 完
成育苗 110 万余株，义务植树 45 万株，建成绿色
通道 85 公里。 森林覆盖率达 35%，同比“十一五”
增长 13 个百分点， 活立木总蓄积量达 865 万立
方米，同比“十一五”增加 43.25 万立方米。县城空
气自动监测系统建成投运， 完成白松和 18 个村
饮用水源地保护及曲雅贡乡 3 村连片环境整治。

电网建设强力推进。 完成茨巫 220KV 变电
站和得荣 110KV 变电站建设， 实现与国家电网
并网运行， 打通了发展水电产业的电力通道，提
升了全县的用电质量。 大力实施农网升级改造，
着力打通群众用电“最后一公里”，建成 35KV 及
以下输变电站 7 个，实现电网全覆盖，5193 名群
众彻底告别无电生活。

信息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建成通讯基站 32
个，移动通讯覆盖全县 127 个行政村；建立县城
宽带小区 54 个，乡镇有线、无线小区 29 个，互联
网延伸至 11 个乡镇。

灾后重建取得良好成效。全面完成受灾农房
维修加固 2565 户， 新建农房 521 户， 完工 442
户。以基础设施重建完善集镇功能。20 个 EPC 项
目开工 19 个，开工率达 95%。以产业重建夯实发
展基础。 注重农旅、文旅结合，全面加快游客中
心、客运站、藏乡水街、市政道路等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打造瓦卡民居接待户 139 户、乡村主题酒
店示范户 10 户，种植酿酒葡萄 2100 亩，为打造
瓦卡精品旅游集镇提供强力支撑。

五年惠民利民
幸福指数大幅提升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五年来，累计支出各项民生资金 19.8
亿元，较“十一五”增长 116%，切实做到了财政资
金向民生倾斜，向基层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

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五年来，启动实施了总
投资 2.66 亿元的白松教育园区建设。 投入资金
1.2 亿元，实施项目 62 个，全县 26 所中小学及幼
儿园基础设施条件大幅提升。大力推进教育信息
化，实现有电乡镇宽带网络校校通，建成县中学
校园监控及远程管理系统， 为 65 个班配置电子
白板和交互式一体机，中心校一二级远程网络教
学实现全覆盖。 全面贯彻教育惠民政策，免除所
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和学前教育幼儿全部学杂
费、书本费；全面兑现农村贫困寄宿制学生生活
补助、非义务教育资助、大学生生源地助学贷款
等惠民政策，“营养改善” 计划实现了全覆盖 ，
全面解决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冬季取暖、 外来
务工子女就学等系列问题。 全面兑现农村教师
生活补助、 优秀教师奖励性补贴、 一线教师终
生从教县级奖励等政策。 五年来，累计选送 435
名学生接受 “9+3”免费中职教育 ；1757 名学生
参加中考，157 名学生参加高考，升学率分别达
到 87.7%、89.2%，较“十一五 ”期末分别提高了
53.6 个和 51.9 个百分点，全县教育水平进一步
提升。

卫计事业稳步提升。 大力推进卫生事业改
革，深入实施卫生发展十年行动计划和“健康得
荣 2020”卫生事业跨越发展实施方案。 投入资金
4780 万元， 建设完成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建设项
目 4 个， 乡镇医疗卫生机构 4 个， 村卫生室 28
个，有效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全面推进 11 类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建立居民健康档案 25717
份，电子化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达 93.1%。 不断
强化重大传染病防治及妇幼保健工作，传染病发
病率得到了有效控制，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率提
高到 80.1%。

文化事业不断繁荣。出版发行“情舞太阳谷”
光碟，被省文化厅命名为“情舞之乡”。 成功申报
红军桥、贺龙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成功申报
传统竹编为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完成民间歌
舞数据库建库工作。 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安
装村村通设备 420 套，设备维修 1000 余台次。实
现乡镇文化站点设备配送全覆盖。 建成 76 个农

民体育健身项目。免费开放图书馆、文化馆、乡镇
综合文化站，累计接待群众 3 万余人次。开展“送
文化下乡”活动 200 余场次，放映电影 8000 余场
次，成功举办“首届群众文化艺术节暨地震灾后
重建两周年感恩系列活动”。

社保体系更加完善。 全力推进医疗保险城
乡统筹，巩固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五险”参保人
员达 38993 人次，较“十一五”期末增长 45%。累
计清理兑现农民工工资拖欠款 3223 万元，新增
就业 1937 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2%以
内。 稳步推进城乡低保提标工作，城乡低保覆盖
8279 人，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成功推行城乡医
疗救助同步结算“一站式服务”，年均医疗救助
5000 人次。 切实建立了低收入老龄津贴制度，
大力推行失能和高龄老人居家养老服务， 新建
松麦镇农村敬老院和 2 个城乡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 加大对特殊困难群体的保障力度，基本实现
城乡 “三无”“五保” 对象和孤儿集中供养全覆
盖。 财政补贴“安心工程”款 2645 万元，兑现廉
租住房租赁补贴 69.2 万元。 筹集爱心慈善基金
223 万元 ，慈善 、残联 、红十字会等救助体系更
加完善。

扶贫解困成效显著。累计投入扶贫开发资金
2.4 亿元，实施扶贫项目 287 个，帮助全县 933 户
5136 人越温脱贫。 全面完成牧民定居行动计划，
861 户牧民实现“一步跨千年”。 实施藏区新居建
设 2837 户，农村危房改造 4702 户，完成 18 个村
整村推进和 1 个连片开发，建成白松通归等移民
集中安置点 4 个 ， 完成易地扶贫搬迁 558 户
3050 人，扶持 21130 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五年精准施策
社会治理成效显著

社会管理能力不断提升。 深入开展“依法治
县”“平安得荣”建设，网格化管理服务更加规范
有序。依法强化社会管理，全面完成全县 39 辆大
车违法改拼装的整改，累计破获刑事案件 52 起，
破案率达 73.2%。 收缴各类枪支 37 支，子弹 396
发，火药 2.4 公斤，炸药 116 公斤，管制刀具 106
把。 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634 起，收缴违禁画
像 8 幅。有效防范了两省三县因资源纠纷引发的
群体性械斗事件。

民族宗教工作更加规范。全面完成僧尼的登
记备案与颁证、宗教活动场所的登记备案。 争取
民族发展资金项目及民族机动金项目计 14 个
520 万元；投入寺庙基建的资金 421 万元；深入
全县 7 座寺庙、4 个尼姑修行点， 开展健康体检
活动，为僧尼建立了健康档案。 1048 名僧尼参加

医疗保险，457 名僧尼参加养老保险，573 名困难
僧尼享受农村低保政策。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有效处置各类安
全隐患 350 余处。 加强食品药械及特种设备安
全监管，餐饮服务食品案件立案 17 起。 充实了
应急救灾物资和装备， 基本构建起了县域范围
内防灾减灾组织体系和安全应急处置体系 ，实
现了 “11·15”堰塞湖溃坝和 “8·28”“8·31”地震
等重大灾害零死亡。

五年改革创新
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各项改革持续深化。 推进工商登记注册制度
改革， 实行了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先照后证”和
电子营业执照、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个体工商
户 、 私营企业总数达 703 个 ， 较 2010 年增长
120%，有效激励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进职
称制度改革，健全专业技术人员评审机制。 推进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县医院、藏医院 2 所公立医
院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基层医疗机构全面实施基
本药物制度。 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转变职能、
简政放权、优化机构设置迈出新步伐。 推进农村
产权改革，完成 3978 宗土地确权颁证。 持续推进
开发合作，引进招商项目 6 个，资金达 46 亿元。
主动寻求区域合作，与德钦县达成区域战略合作
协议，进一步深化了水电开发、特色农牧业发展
等领域的合作。 强化与发达地区的合作，争取对
口援建资金 1.69 亿元，选派各行业各领域优秀人
才 34 名赴内地深造。 积极组织本地民营企业参
加西博会等大型推介会，有效提升了得荣特色产
品的知名度。

作风转变深入推进。建立健全了系统推进政
府重点工作的机制体制， 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
进。 坚持依法行政，主动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和政
协民主监督，积极支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
调研活动， 办理人大代表意见和建议 206 件、政
协委员提案 109 件，办复率 100%；取消和调整行
政审批项目 41 项，清理行政权力 6211 项并全面
公布保留的行政权力。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 扎实开展作风建设专项整治， 问责 77 起
124 人，党纪政纪处分 70 人。 加大民生资金和重
大项目审计监督力度，完成政府性投资项目审计
174 个，审减资金 6700 余万元。

回首“十二五”，得荣县各项事业蒸蒸日上；
展望“十三五”，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催人奋进。
得荣儿女将以“等不起”的责任感、“慢不得”的危
机感和“坐不得”的紧迫感，务实奋进，开拓进取，
不断开创得荣更加美好的明天！

砥励奋进正当时
———得荣县“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感言
中共得荣县委书记

陈洪暴

回望 “十二五 ”，是激情澎湃 、辉煌
灿烂的五年，是应对挑战、砥砺奋进的
五年，也是历经考验、阔步向前的五年。

五年来，我们紧紧围绕建设美丽生
态和谐幸福得荣目标，始终坚持“1324”
发展思路，主动适应“调结构、促转型、
稳增长”新常态，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培育、灾后重建、民生改善、依
法治县和从严治党等工作， 砥砺奋进、
务实重行、主动作为，全力抓好发展、民
生、稳定各项事业，全县上下呈现出了
经济快速发展、民生持续改善 、政治和
谐稳定、社会不断进步、基层基础更加
稳固、民族更加团结的良好局面 ，得荣
站上了历史的更高点，为“十三五”发展
筑牢了根基、蓄积了能量、开辟了坦途。

谋事先谋势， 谋定而后动。 “十三
五”时期，既是得荣加快发展的重要机
遇期， 更是得荣脱贫奔小康的攻坚期；
既是得荣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期，
也是得荣全面推进依法治县的巩固期。
谋划“十三五”发展战略，既要严格按照
州委十届八次全会确立的“一个目标”、
“两个关键”、“三件大事”和“六大战略”
的经济社会发展思路，更要始终坚持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
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办惠民之事，
以背水一战、 决战决胜的坚定决心，努
力在决战全面小康的征程中赢得主动、
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刚刚过去的五年，是得荣各族干部群众砥励奋进、攻坚克难、开拓奋进的五年；是为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扬帆蓄势的五年。

五年来，得荣人民在太阳谷这片热土上，用聪颖的智慧谋划、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书写了得荣人民抗震救灾、
灾后重建和加快发展的华美篇章。

五年来，得荣始终保持加快发展的定力，国民生产总值连上三个亿元台阶，二三产业强势提升，县域经济持续
快速增长，为“十三五”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版文/图由得荣县委宣传部提供）

瓦卡灾后重建的集中安置点。

医生现场为群众诊治。

陈洪暴在基层调研。

预计 2015 年全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6 亿元 ，达到 6.6 亿元 ，较 2010 年增长
2.2 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 17 亿
元 ，达到 17.3 亿元 ，较 2010 年增长 3.5
倍；地方公共财政收入达到 4965 万元，
较 2010 年增长 2.3 倍；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8337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 26299 元， 较 2010 年增长 1.8
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11795 万
元，较 2010 年增长 2.3 倍。 三次产业发
展比例，由 2010 年的 33:26:41 逐步调整
为 2015 年的 32:33:35。

数说“十二五”

教育园区在建项目工地。

得荣县城一角。

技术培训进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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