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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来暑往，春耕冬藏。但时间并
非简单地周期重复。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
了令人倍受鼓舞的新年贺词。过去
的一年里，祖国和我们，都进步了！
2017年的新年，也一定会成为我州各
族群众在甘孜大地上生生不息的征
程上的又一个新起点。

再过五年，我们将欣喜地看到：
随着甘孜格萨尔机场建成通航、雅康
高速建成通车，川藏铁路开工建设，
一批国省干道改造升级，出州大通道
基本形成，州内交通网络逐步完善，
一个安全便捷、四通八达的“畅通甘
孜”将逐步呈现；随着城乡提升和生
态文明战略深入推进，立体生态格局
不断完善，一个雪山湖泊交相辉映、
森林草地相得益彰、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美丽甘孜”将更加多彩；随着法
治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法治体系逐步
健全、法治良序基本形成，各民族交
流交往交融不断深入，一个法治昌
明、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和谐甘
孜”将持续巩固；随着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人
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不断增强，
一个惠及全州百万各族人民的“小康
甘孜”将全面建成。在州第十一次党
代会上，州委书记刘成鸣描绘的宏伟
蓝图，是州委带给全州各族群众最好
的新年礼物。

鼓舞之余，令我们印象深刻的，
还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困难群众的
牵挂：“他们吃得怎么样、住得怎么
样，能不能过好新年、过好春节。”喜
的是，我州脱贫攻坚首战告捷，“六个
精准”“五个一批”扶贫措施和“五个
一”帮扶机制全面落实，“五大扶贫工
程”有效推进，2016年预计实现280个
贫困村“摘帽”、8212 户 33985 人脱
贫。抽象数字的背后，必是一个个真
切、生动的脱贫故事。

数九寒天里，甘孜大地，暖意融
融，回望 2016，我州农牧民群众幸福
开怀，去年初定下的“小目标”已经实
现了，一份份优秀的民生答卷，串连
起农牧民群众的开心笑脸。

新年新希望
全域旅游

冬日的暖阳越过山坳，金色的光
芒洒满稻城县香格里拉镇拉木格村。
村民中拥次仁早已将家里收拾得整整
洁洁。“把家里收拾得亮堂一些，精神
抖擞地迎接新的一年。”中拥次仁和家
人喝着酥油茶，一脸知足，与记者畅谈
谈刚刚去的一年，他心情舒畅，他卖给
合作社 308 斤松茸，收入达到 1.86 万
元；通过合作社分红，再获2400元的收
入；马帮退出补偿费也有1万多元。他
一家六口在2016年成功脱贫了！

木格村紧邻亚丁景区，过去，村
民组建马帮在景区挣钱，“虽然一年
也挣了不少钱，但马匹对景区生态造
成了一定破坏，县上和镇上干部要求
解散马帮，因为村民都是靠山吃山，
生态被破坏了，还搞什么旅游？村民
一时想不通，没有了马帮，收入从哪
里来？”中拥次仁说，县上维护景区生
态安全的态度很坚决，决定实施马帮
退出补偿机制，组建了合作社，仅去
年松茸销售收入就达78万元，每户村
民在这一项的收入平均超过万元。

有了良好的生态，松茸长势很好，茂
密的森林成为村民的摇钱树，收入稳
定了，不怕贫困反弹。

在香格里拉镇，从精准识别的贫
困户82户429人，到如今只剩下39户
贫困户 186 人。2016 年，这个镇农牧
民人均纯收入预计达到9900多元，较
2011年增长171%；接待游客145万人
次，较2011年增长437%。

稻城县扶贫移民局副局长李文
全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香格
里拉镇依托稻城亚丁独特的生态旅
游资源，演绎了一个个美丽的脱贫攻
坚故事。

中拥次仁绝不是我州第一个吃
上“旅游饭”的村民，“色达大酒店开
张后，我就被他们招收为酒店服务
员 。 一 个 月 的 工 资 超 过 了 3000
元”。1月5日，色达大酒店的服务员
卓玛告诉记者，她家住色柯镇幸福
村，家里有 7 口人，家里的日常开支
靠挖虫草，运气好的时候，有 2 万元
的收入，但入不敷出，是精准扶贫对
象。经过培训后，她学会了酒店服
务，见到的客人多了，学到了很多文
明习惯，在这里工作还包吃住，没有
什么开支，一年下来有3万多元的收
入，对于这份工作，她十分珍惜，因为
有了稳定的收入，家里的收入也稳定
了。像她一样在色达大酒店工作的
本地员工就有12名。

“随着来色达旅游的游客呈现井
喷式增长，到目前就有30多万人次，
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催生了酒店餐饮
业的发展，县城有78家酒店，可接待
4000多名游客食宿。酒店业的兴旺，
带动了贫困农牧民就业，以每家酒店
接纳 10 名本地服务员计算，至少有
700 名贫困农牧民得到了就业，收入
普遍在3万元左右”。色达县政府副
县长泽娜措告诉记者，色达被誉为格

萨尔文化艺术之乡、放归心灵的金色
牧场、灵魂苏醒之地，拥有色达藏戏、
格萨尔彩绘石刻、藏族牛羊毛编制技
艺、川西藏族山歌共4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人文资源厚重；色达结
合实际，将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同时
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和引
导民族手工艺发展；对全县宾馆饭店
从业进行业务和餐饮培训等，引导全
县农牧民群众参与旅游开发，学会服
务技能后，不管是去打工还是自己开
帐篷城或民居接待都有可观的收入；
色达将在每个片区打造一个特色鲜
明的主题文化酒店，以村集体的形式
运营，运营收入将投入到精准扶贫对
象上。目前，翁达镇的尼崩达雅文化
主题酒店已经建成，和外来运营商达
成协议，每年有20万元的租金收入，
贫困农牧民还可在酒店打工增加收
入，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的形式，让更
多的贫困村民参与到旅游开发、发展
当中来，最终实现旅游脱贫。

康定市呷巴乡俄达门巴村牧民
们大多散居在偏远的山沟，长年过着
游牧帐篷生活。过去，他们不仅没有
增收的手段，更缺乏致富的技能，如
今，他们都吃上了“旅游饭”。

2015 年 8 月 5 日，四川首个以藏
族木雅文化为主题的俄达门巴旅游
景区开园，资源变资产、村民变股民
的模式走进了我州的高寒牧区。负
责景区开发的公司将村里空置的 49
套牧民定居房以资产入股方式进行
打造，每年出资40余万元为该村724
名牧民全部购买医疗保险和适龄人
员农村养老保险，公司与村集体按照
7：3 的比例，对景区收入进行分红。
2015年，全村分红35万元，今年将实
现保底分红85万元。

村民拉措的女儿亚玛是第一批
在景区工作的年轻人，她在景区的餐

厅打工，一年可收入15000元左右。
“因为两个小女儿在外读书，大

女儿去打工，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
拉措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刚开始，无
论景区工作人员怎么劝说，她都不愿
意自己的女儿去接受培训。如今，她
盼着村上支持家里的加水点，建成集
副食、藏饰品、餐饮为一体的综合服
务 站 ，每 年 能 为 家 里 增 收 5000—
10000元。

记者了解到，除了在景区工作，
四川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还为俄达
门巴村每个贫困户分发10头牦牛，并
对接牦牛奶加工企业收购牦牛奶，每
户每年可增收11000元左右。

今年 8 月开业的嘉姆尊酒店，是
康定市木雅景区携手民营企业联合
打造的景区带动型扶贫实体，当地贫
困群众以景区入股，不但可以享受景
区资源红利，还通过协议，获得在企
业就业和由企业购买医疗保险、养老
保险的好处。“这一批学员培训结束
后，到康定木雅泽朵旅游投资有限公
司从事餐饮服务、保洁、保安等工作，
人均月收入在 3000 元左右。”呷巴乡
俄达门巴村主任向多说，景区运行
后，这里的贫困户不但能脱贫，而且
有望致富。

新年新愿景
合作社

新年新气象，盘点过去的2016，农
牧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节节攀升。

道孚县协德乡先锋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阿都用自家土地入股的方式，
加入了雍格农业合作社，在基地里种
植了 10 亩油菜。西绕降措满怀喜悦
地说：“去年种植的10亩油菜每亩能
增收400元左后，同时，在村上的劳务
输出队务工，仅今年上半年就挣了
3000多元。”

据了解，该村为今年脱贫摘帽
村，全村总人口111户 520人，计划今
年脱贫 9 户 45 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2.69%。按照“项目集合、农旅融合、资
源整合”的思路，先锋村借力灾后重
建，整合各类项目资金 4100 万元，配
套完善了路、水、电、网等基础设施。
产业发展上，先锋村建成青稞、油菜、
马铃薯等观光农业2100余亩，带动群
众人均年增收500元，同时，成立了雍
格农业合作社，组建了专业劳务输出
队，带动户均年增收3000元。

记者见到雅江县湾地沟村村民
卓嘎时，她已经没有了愁容，她的丈
夫 18 年前就离开了人世，留下 3 个
孩子。卓嘎靠采松茸艰难度日，松
茸产量不佳，只有靠借钱度日，不但
没有过上好日子，还欠了3万元的外
债。贫困像一座大山压得卓嘎喘不
过气来。

去年 3 月，湾地沟村成立了藏香
鸡养殖合作社。听说入股有分红，还
能补贴3000元股本，卓嘎拿出2000元
在合作社入了股。只跟牛羊打交道
连鸡圈都没有见过的卓嘎将信将疑，
养殖藏香鸡真能还清她的欠款吗？

“第一书记到处奔波，在成都找了一
家红标鸡养殖企业，没有技术，企业

提供鸡苗和成品饲料；没有销路，企
业以保底价回购。”卓嘎说，我的小女
儿大学毕业准备考公务员，她鼓励我
在家养殖藏香鸡，主动帮我修建鸡
舍，养50只藏香鸡，每只按照150元计
算，就有 7500 元的收入，等有了养殖
经验，再扩大规模，我哪里也不用去，
收入就会大大增加，不仅可以还清外
债，还可以修建新的住房。

如今，湾地沟村已经通了水泥
路，今年养鸡场能够出栏2万只藏香
鸡。

去年年初，石渠县虾扎镇自筹资
金成立腾吉畜牧专业合作社，牧民自
愿入股，以贫困户为主。合作社开办
的腾吉超市，采取半公益化的经营模
式，入股合作社的贫困户可先拿生活
必备品，后付钱。

“以前都是靠政策、等帮扶，有了
滕吉超市后，在超市里买东西可以用
签字代替付款，等在合作社上班挣了
钱再还给超市，现在工作的劲头特别
大。”合作社村民扎西说，生活有了着
落，致富的干劲就更大了。

同在一个县的色须镇牧民泽让
多登比扎西发展得快，已成了当地的
脱贫“明星”。

过去，泽让多登和家人常年在青
海和石渠间迁徙，虫草季节回石渠挖
虫草，挣点钱又回青海，靠天吃饭、土
里淘金的日子并不容易。

2015年，泽仁多登听说，石渠县要
成立合作社，牧民可通过牲畜、草场或
技术入股。在青海练就一身种菜本领
的泽仁多登带着种得一手好牧草的弟
弟，靠技术入股达龙合作社。

找到了技术能手，县里又组织了
专家团队，携手援藏省市，一起教牧
民种草、翻地、改良土壤、搭建大棚、
育种育苗，硬是让草木不生的荒滩

“长”出了大棚。
2015 年，泽仁多登比往年多挣 2

万多元，弟弟也挣了5万元，比以前全
家挖虫草还多挣2万元。

沾到喜气的贫困户不止泽仁多
登。据石渠县扶贫移民局局长尼美
根绒介绍，达龙合作社2015年实现经
营收入 18.57 万元，户均收入 10319
元。其中，红旗一村牧民组成的种
草、灭鼠等十四个小组，创收95.39万
元，户均收入7511元。

不久前，理塘县藏坝乡的村民降
央曲批用1头牦牛加入藏青扎喇合作
社，因身强体壮，他和另外5户贫困户
得到“照顾”，签订了3年的放牧合同，
现在，他每年可领到4万元工资。

村民土登说：“我们这里草坝大，
草长得好，喂出来的牦牛绿色无污
染，每家投3000元买一头牛放到合作
社，就像存到银行一样稳赚不赔，年
底还可以从出栏的牛和奶产品的销
售上得到分红。”

围绕经济繁荣的小康社会、生活
殷实的小康社会、和谐稳定的小康社
会、民主文明的小康社会、家园秀美的
小康社会、保障有力的小康社会奋斗
目标，把我州建成“畅通甘孜、美丽甘
孜、和谐甘孜、小康甘孜”，2017年，全
州各族群众翘首以盼，定下更大的发
展目标，行走在全面奔康的新征程上。

2016年，农牧民的这些 实现了
■本报记者 马建华

1 月 17 日，四川省农业和农村体制改
革 专 项 小 组 会 议 在 成 都 召 开 。 会 议 指
出，四川新一轮农村改革的政策性框架
已基本形成，下一步主要任务是聚焦重
点难点问题，加大推进力度，把工作重心
和重点转移到抓好各项改革任务的落实
推动上来，在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上实
现重大突破。

改 革 意 味 着 政 策 调 整 完 善 ，将 带 来
投资发展机遇，将给农民带来实在的获
得感。2017 年，四川将在改革上放出哪
些大招？

A 进一步突出抓好重大农村改革任务

记者了解到，四川今年将首先进一步
突出抓好重大农村改革任务，包括主攻方
向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创新财
政投入方式、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完善
用地保障机制等。

今年，四川明确以放活土地经营权为
重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地制宜
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土地托管等多种形
式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
务，推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项
改革今年要努力实现突破性进展。”四川
省委农工委负责人表示。四川 10 余万家
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龙头企
业等下乡种地迎来系列好政策支持。

四川今年将全面启动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全面开展清产核资、合理界定
成员资格，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相应
治理结构，健全管理监督和收益分配制
度，并支持选择适合发展路径和经营方
式，扶持发展壮大农村新型集体经济，逐
步扩大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
改革试点。这项改革将唤醒四川几十万
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惠及 6000 余万四
川农民群众。

四川将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并
通过设立完善农业产业发展基金、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资金、涉农贷款担保金和风险
准备金、贷款贴息资金等，以及利用现有规
范的融资平台、发行地方债等方式，撬动金
融和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农村。四川将保障
农业农村发展用地，将年度新增建设用地
计划指标确定一定比例用于支持农村新产
业新业态发展，把村庄整治、宅基地整理等
节约的建设用地，重点支持乡村休闲旅游
养老等产业发展。有资金的支持、有土地
的保障，这对于准备下乡创业发展的社会
资本来说，无疑是巨大利好。

四川还将积极发展生产合作、供销合
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综合性供销合作
社，扎实推进国有林场、国有林区改革，全
面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推进“河长制”
全面落实，推进农垦、农场改革发展。

B 进一步推进改革试点经验

2017 年，四川将继续推进激励农业科
技人员创新创业改革试点，将允许所有有
条件的非试点县市区和涉农科研院所参
照试点意见开展改革试点。这将给农业
科技人员下乡创业、兼职取酬破除障碍。

四川还将选择部分县市区开展发展
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试点。同时稳妥开
展涉及农村建设用地改革试点，探索建
立县域农村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制度；探
索把村庄整治、宅基地整理等节约的建
设用地，通过入股、联营等方式支持新产
业新业态发展；探索以出租、合作等方式
盘活利用空闲农房及宅基地。继续深入
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
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

2017 年 ，四 川 还 将 继 续 抓 好 全 国 第
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积极争取开
展国家层面的综合试点试验，并建立健
全 省 级 农 村 改 革 综 合 试 验 区 督 查 考 核
机制，工作突出、成效明显的给予奖励，
工作不力、考核结果较差的要取消试验
区资格。

四 川 省 委 农 工 委 相 关 负 责 人 透 露 ，
推动试点同时，今年还将研究谋划新改
革事项。如，研究推动开展创新财政支
农 方 式 支 持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相 关 试
点；改革创新建设机制，将脱贫攻坚中大
量的小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优先安排给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实施，让
农民特别是贫困户多一些收入；针对土
地流转中的违约情况比较多现象研究探
索土地流转履约风险防范机制，探索“零
风险”流转方式等。

为推动改革真正落地出效果，四川明
确从 2017 年其对中央、省委已经明确在面
上推进的重大农村改革任务组织开展对
所有涉农县市区的专项督查考核，并建立
奖惩机制。 （据四川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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