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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
受州人民政府委托，向本次大会报告

2016年全州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
财政预算草案，请予审查，并请各位州政
协委员提出意见。

一、201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16年，全州各级各部门在州委的

坚强领导下，在州人大和州政协的监督支
持下，深入贯彻落实《预算法》和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
州委十届四次、五次、六次全会、州十一届
人大五次会议精神，全力以赴稳增长，坚
定不移促发展，全州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民生不断得到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在此基础上，全州财政运行总体平稳，财
税改革全面深化，财政管理不断加强。

（一）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保持稳定增长。全州各级积极

应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结构性减
税、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等因素影响，
依法组织财政收入，全州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实现 322，59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57%，增长 2.64%。其中：税收收入
213，826 万元，非税收入 108，768 万元。
州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89，715万元，
完成预算的101.76%，下降2.11%。

支出结构继续优化。面对巨大的增支
压力，全州各级加大资金统筹力度，盘活存
量资金，优化支出结构，全力保障中央、省、
州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全州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实现 3，001，424 万元，完成预算的
93.56%。州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实现501，
533万元，完成预算的78.57%。全州保基本
方面支出602，559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的比重为20.08%；保民生方面支出1，
735，170万元，占比为57.81%；支持发展方
面支出290，225万元，占比为9.67%。

收支预算实现平衡。全州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中央、省转移支付补
助、上年结余资金、地方政府债券资金、接
受其他地区援助资金、动用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调入资金等收入后，可供安排的收
入总量为3，356，189万元。收入总量减去
当年支出、上缴省支出、偿还地方政府债
券等支出3，073，080万元后，全州结存资
金283，109万元。结存资金按规定清理
后，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9，690万
元、因项目跨年实施需要结转下年继续使
用的233，419万元。州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加上中央、省转移支付补助、上年结
余资金、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动用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调入资金等收入后，可供安
排的收入总量为680，218万元。收入总
量减去当年支出、上缴省支出、偿还地方
政府债券等支出530，234万元后，州级结
存资金149，984万元。结存资金按规定
清理后，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8，
983万元、因项目跨年实施需要结转下年
继续使用的111，001万元。2016年全州
和州级实现了收支平衡。

州级一般公共预算年初预算安排预
备费2，000万元，主要用于：冬令春荒救灾
资金93万元、救灾物资储备200万元、城
乡居民住房地震保险保费财政补贴资金
495万元、乡城炭疽疫情防控经费100万
元，理塘地震灾害生活救助补助资金200
万元，剩余912万元按规定补充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

州级一般公共预算结转资金主要包
括：一般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方面1，819
万元，教育、科技、文化和体育方面1，044
万元，卫生、计生和社保方面2，874万元，
农林水和粮油储备方面4，400万元，交通
运输、国土、气象和住房保障方面29，480
万元，节能环保、资源勘探和商业服务业
方面20，149万元，其他50，005万元。

州级新增财力性转移支付13，123万
元，全部用于调整基本工资支出。

州级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4，
196.28万元，安排用于：年初预算10，000
万元、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警衔经贴
1，250万元、2014年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
补贴资金 2，566.25 万元、康定市 2013-
2014年公路安保工程项目省级补助资金
380.03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州政府性基金收入实现30，855万

元，完成预算的261.97%。加上中央、省转
移支付补助、上年结余资金、地方政府债券
资金等收入58，460万元后，可供安排的收
入总量为89，315万元。全州政府性基金
支 出 实 现 46，646 万 元 ，完 成 预 算 的
67.29%，主要用于征地补偿、城市公共设
施、水利工程、文化教育、体育事业、社会福
利等。收入总量减去当年支出、偿还地方
政府债券支出62，746万元后，全州结余资
金26，569万元。

州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实现723万元，完
成预算的26.38%。加上中央、省转移支付
补助、上年结余资金、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等
收入15，450万元后，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
为16，173万元。州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实现
6，786万元，完成预算的70.55%。收入总量

减去当年支出、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支出10，
233万元后，州级结余资金5，940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全州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实现2，

580万元，完成预算的100.16%，加上上年
结余资金200万元后，可供安排的收入总
量为2，780万元。全州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实现 2，476 万元，完成预算的
89.19%。主要用于解决对国有企业的资
本金注入、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及调入一
般公共预算等。收入总量减去支出后，全
州结余资金304万元。

州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实现2，
004万元，完成预算的100.2%，加上上年结
余资金200万元后，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
2，204万元。州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实
现1，900万元，完成预算的86.36%。主要用
于支持州属优势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促进优
势资源开发，以及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保
障民生等。收入总量减去支出后，州级结余
资金304万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州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实现

184，941万元，完成预算的100%；加上上
年结余资金248，998万元后，可供安排的
收入总量为4，339，319万元。全州社会保
险基金预算支出实现155，274万元，完成
预算的100%，主要用于按时足额兑现各
项社会保险待遇，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
待遇水平。收入总量减去当年支出后，全
州结余资金278，645万元。

州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实现
115，481万元，完成预算的100%；加上上
年结余资金163，530万元后，可供安排的
收入总量为279，012万元。州级社会保
险基金预算支出实现86，247万元，完成预
算的100%，主要用于按时足额兑现各项
社会保险待遇，提高州级医疗保险、工伤
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待遇水平。收
入总量减去当年支出后，州级结余资金
192，765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全州和州级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为2016年12月31日快报统计
数据，在完成决算审查汇总并与省财政办
理结算后将会有一些变化，届时再向州人
大常委会报告。

5、海螺沟景区管理局预算执行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实现3，942万元，完成预算的128.82%，同
口径增长31.23%。其中：税收收入3，301万
元，非税收入641万元。加上级补助、上年
结余资金等收入10，029万元后，可供安排
的收入总量为13，97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实现13，971万元，完成预算的100%，主
要用于保基本方面支出6，886万元、保民生
方面支出1，856万元、支持发展方面支出5，
229万元。2016年实现了收支平衡。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实现2，348
万元，完成预算的115%。加上上级转移
支付补助19万元后，可供安排的收入总
量为2，367万元。支出实现2，367万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100%。

以上2016年州级预算执行情况，请
予审查批准。
（二）落实州人大预决算审查意见情况

2016年，州财政按照州十一届人大
五次会议有关决议以及州人大常委会的
审查意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预算
执行管理，落实各项审计整改要求，充分
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防风险成效显著。同时，主动
接受人大代表监督指导，认真办理人大代
表建议5件、政协委员提案9件，反馈满意
率达到100%。

1、以扶贫攻坚为统揽，全力保障“六
大战略”实施。理清财政扶贫思路。着力
构建务实管用的财政扶贫体系，我们在深
入基层调查研究，吃透上级财政政策的基
础上，形成了“制定一个方案（2016-2020
年扶贫资金平衡总方案），建立两项机制
（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机制、财政扶贫资金
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机制），出台三个办
法（财政扶贫资金绩效分配办法、产业引
导基金管理办法、精准扶贫财政金融互动
管理办法），突出六个重点（争取上级更大
支持、提高扶贫投入规模、建立务实管用
制度、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完善资产
收益扶贫模式、确保扶贫资金安全绩效），
实现三个确保（确保地方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增长不低于农业投入的增幅，行业扶贫
投向贫困村的项目资金原则上不低于
60%，到贫困户的专项扶贫资金额度不得
低于到县专项扶贫资金总额的70%）的财
政扶贫总体思路。推进财政资金统筹整
合。制定出台了《关于印发推进财政资金
统筹整合使用方案（试行）的通知》（甘办
发〔2016〕28号），以州为主体推进州对县
财政资金分配环节的统筹整合，以县为主
体推进财政资金使用环节的统筹整合。
2016年，全州统筹整合使用各类财政资金
20.43亿元。积极筹措“六大战略”项目资
金。各级财政共投入“六大战略”项目资金

131.73亿元，其中：扶贫攻坚56.98亿元（剔
除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助资金6.83亿
元）、依法治州3.96亿元、产业富民3.16亿
元、交通先行26.88亿元、城乡提升22.52亿
元、生态文明建设18.23亿元，有力推动了

“六大战略”的顺利实施。
2、以创新方式为抓手，构建财政支持

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制。围绕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主要任务，为确保“转方式”要求
落到实处，我们创新财政投资方式，用于
支持产业发展的财政资金，原则上全部转
变支持方式。适合采用基金模式的，调整
为建立产业发展引导基金。适合间接补
助模式的，纳入财政金融互动政策。确需
实行项目补助的，将事前补助调整成为事
后补助。一是实行“六大战略”财政奖补，
大力推进“六大战略”实施。每年拟筹集
资金1亿元用于“六大战略”奖补，今年的
奖补正在申报，预计全年兑现奖补资金
0.7亿元。二是设立甘孜州产业引导投资
基金，州级财政出资2亿元，吸引社会资本
8亿元，组建总规模10亿元的产业引导投
资基金，重点支持以旅游业为主的产业发
展。三是承接落实一系列财政金融互动
政策，设立贫困村产业扶持基金4.6亿元，
已使用0.39亿元；教育扶贫救助基金0.22
亿元，已使用46万元；卫生扶贫救助基金
0.22亿元，已使用128万元；贫困地区返乡
创业贷款分险基金0.36亿元，已发放信贷
资金 0.1 亿元；扶贫小额信贷分险基金
2.16亿元，已发放信贷资金2.23亿元，兑
现金融机构执行精准扶贫贷款奖补资金
0.24亿元。四是积极探索政府与社会资
本合作，制定出台了《甘孜州推进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工作方案》（甘办
发〔2016〕36号），已有28个、总投资35亿
元的旅游、物流、地下停车场等基础设施
和基本公共服务建设项目纳入财政综合
信息管理平台。截止目前，已有巴塘县城
道路改扩建及中山广场改造、泸定桥创建
国家4A景区基础设施、雅江县城市生活
污水处理工程等4个总投资3.48亿元的
项目完全落地实施。五是大力推进政府
购买服务扩面增项，2016年全州纳入政府
购买服务项目82个，预算资金1.64亿元，
目前，已签定合同项目69个，合同价1.41
亿元。比2015年增长70%。

3、以夯实基础为根本，推进财政规范
化建设。按照“制度更加健全、流程更加优
化、执行更加有力、监督更加有效”的要求：
一是强化县级财政预算编制审核，重点对
18个县（市）财政预算是否按照“保基本、保
民生、转变财政支持发展方式”的要求进行
编制等情况进行了审核，针对审核发现的问
题，分别向18个县（市）送达了审核意见，提
出35条整改建议，责成各县（市）财政部门
限期整改。二是强化财政专户管理，对18
个县（市）财政账户管理、财政资金收付管
理、财政专户管理开展大检查，共发现问题
95个，针对发现的问题，分别向18个县（市）
送达整改通知，对至今未实现财政专户归口
国库管理的个别县（市），采取“发点球”的方
式，要求限期整改。同时，推行财政专户负
面清单管理模式，设置财政专户管理底线。
三是按照核定收支、以事定费的原则，推进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四是严格预算约束，加
强执行管理。按规定及时分配下达资金；根
据《甘孜州州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执行考核
办法》，加强部门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管理，全
州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达到93.56%，州级
支出进度达到78.57%。五是推进信息公开
主动接受监督。2016年，州县两级政府预决
算、“三公”经费预决算向社会公开；除涉密单
位外，全州1，315个预算单位在规定时限内
公开了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预决算，财
政预决算和部门预决算全部公开至“项”级科
目。六是建立健全机构规范乡村财务。全州
建成乡镇财政所325个，并建立健全了村财
民理、乡监管的乡村财务管理制度。

二、2017年财政预算草案
根据州委确定的2017年经济社会发

展预期目标和重点任务，收入预算安排做
到实事求是、积极稳妥；支出预算安排按
照“两保一转”的财政工作方针，坚持“保
基本、保民生、促发展”的基本财力保障顺
序，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勤俭节约”
的原则，足额保障基本支出、优先安排必
保民生支出，重点支持脱贫攻坚和“六大
战略”等重点工作。

（一）全州财政预算草案
按照省政府关于收入预算编制的要

求，综合考虑宏观经济下行、结构性减税、
“营改增”、简政放权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
等因素影响，结合GDP安排情况，2017年
全州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为266，
300万元，同口径增长8%；加上中央、省对
我州的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
937，889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0，
973万元、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基金预
算调入资金1，372万元；扣除上缴省支出
4，454万元后，收入总量为1，222，080万
元。在此基础上，加上省提前通知其他的
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227，718万元、专项
转移支付补助87，935万元后，收入总量达

到1，537，733万元。按照收支平衡原则，
全州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1，537，733万
元，增长7.85%。

全州政府性基金收入为 14，869 万
元。按照收支平衡和对应安排原则，全州
政府性基金支出为14，869万元。

全州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为2，833
万元，加上上年结余资金304万元，收入
总量为3，137万元。按照收支平衡原则，
全州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为3，137万
元（其中：预留资金199万元）。

全州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194，
805万元，加上上年结余资金278，645万元，
收入总量为473，450万元。按照现行社会
保险支出政策，全州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
为164，795万元，结余资金为308，655万元。

全州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
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是根据
2016年全州预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收支
政策完成的代编预算。待各县（市）预算编
制完成并经本级人代会批准后，届时再将
汇总情况报州人大常委会备案。

（二）州级财政预算草案
一般公共预算
（1）收入预算
根据GDP增长情况、充分考虑“营改

增”等结构性减税和简政放权减少行政事
业性收费、一次性收入等因素，州级2017
年一般预算收入为79，600万元（其中税收
收入 48，300 万元，非税收入 31，300 万
元），同口径增长8%。加上中央、省税收
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167，774万
元、动用州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3，635万
元、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用于民生方
面的资金429万元；扣除上缴省支出2，
591万元后，可安排财力为258，847万元。

（2）支出预算
安排基本支出176，816万元。其中：

工资、个人性支出156，185万元，部门公用
支出20，631万元。

安排必保民生支出14，472万元，根
据《省财政厅关于建立四川省县级财政基
本保障制度的意见》要求，足额安排11个
大类31个小项的必保民生支出。其中：
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9，194万元、医疗卫
生方面5，278万元。

安排政策性补助支出18，917万元。
足额安排中央、省和州委、州政府出台的
各类政策性补助支出，确保政策落实到
位。其中：农业支出9，361万元（含州级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2，200万元、甘孜州水电
资源开发惠民生活补助资金2，098万元）、
教育支出7，088万元、科技支出168万元、
2016年税务部门税收收入奖补资金1，700
万元、安全生产专项经费100万元、寺庙

“五通”基础设施建设补助经费500万元。
安排部门专项21，647万元。
安排州委州政府重大活动及会议经

费2，000万元。
安排海螺沟景区管理局定额补助

3，152万元。
安排“感恩奋进”宣传活动专项经费

300万元。
安排“百千万康巴英才工程”专项经

费800万元。
安排“六大战略”财政奖补资金

6，500 万元（含甘孜州实施四川省旅
游条例的变通规定（按本级一般预算
收入的 1.5%安排）资金 1194 万元）。

安 排 州 级 部 门 车 辆 更 新 经 费
1，000 万元。

安排州级专项规划经费500万元。
安排出国准备金100万元。
安排一次性单位支出 6，023 万元。

其中：康定机场集团营运及航班亏损补贴
（含机票补贴）3，000万元、消防部队事业
费1，096万元、甘眉成甘工业园区发展资
金和工作经费740万元、甘孜军分区国防
后备建设经费（含民兵训练费）400万元、
州级各部门网络租线及维护费452万元、
州委电子政务内网骨干网络升级改造租
赁费160万元、森警部队防灭火任务物资
损耗经费100万元、国家统计局甘孜调查
队统计调查经费75万元。

安排其他各项支出1，560万元，主要
是安排政府投资评审经费、县级财政运行
绩效考核奖励资金等。

专项收入对口安排 3，060 万元，其
中：水资源费收入对口安排支出 1，800
万元、排污费收入对口安排

支出 180 万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对口安排支出580万元、探矿权采矿权
收入对口安排支出500万元。

安排总预备费2，000万元。
需要特别说明的事项：根据2017年

州级支出需求，由于年初财力不足，按不
能编赤字预算的要求，尚有三项支出存在
缺口：预计新增人员支出需7，000万元，实
际安排3，000万元，缺口4，000万元；“六
大战略”财政奖补资金需13，000万元，实
际安排6，500万元，缺口6，500万元；地方
政府债券付息资金需3，500万元，实际未
安排；三项支出缺口计14，000万元，待预
算执行中以新增财力、或通过统筹整合专

项资金来进行弥补。
省财政提前通知一般性转移支付补

助133，851万元，主要安排用于财政专项
扶贫、义务教育、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等；专项转移支付补
助71，804万元，主要安排用于义务教育、
地质灾害防治、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

州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4，027
万元，按照收支平衡和对应安排原则，州
级政府性基金支出为4，027万元，主要用
于土地开发、新型墙体材料支出等。

州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为2，144
万元，加上上年结余资金304万元，收入总
量为2，448万元。按照收支平衡原则，州级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为2，448万元（其中：
预留资金199万元）。主要用于州生态能源
投资发展集团公司增加资本金600万元、里
伍公司增资扩股资金500万元、康定机场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营运亏损补贴200万元、甘
孜州康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金
150万元、甘孜州文旅发展集团用于措普沟、
格聂神山旅游景区开发注册资本金300万
元、成都经济发展总公司改造资金70万元、
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保障民生429万元、
预留资金199万元。

州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123，
145万元，加上上年结余资金192，765万
元，收入总量为315，910万元。按照现行
社会保险支出政策，州级社会保险基金支
出预算为91，720万元，结余资金为224，
190万元。州级社会保险基金主要用于按
时足额兑现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提高州级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
待遇水平。

需要特别报告的是：按规定动用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安排2017年支出后，州级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37，336万元。

（三）海螺沟景区管理局财政预算
2017年海螺沟景区管理局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安排为3，100 万元，同口径增
8%；加上上级补助3，571万元，收入总量
为6，671万元。按照收支平衡原则，海螺
沟景区管理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6，671
万元。具体安排如下：

1、安排基本支出6，428万元。安排
个人性支出5，883万元；安排部门公用经
费545万元。

2、安排政策性补助支出 243 万元。
主要是安排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
障、扶贫攻坚等方面的政策性补助支出。

海螺沟景区管理局政府性基金收入预
算为2，500万元，按照收支平衡和对应安排
原则，海螺沟景区管理局政府性基金支出为
2，500万元，主要用于土地开发支出等。

以上州级财政预算草案和海螺沟景
区管理局财政预算草案，请予审查批准。
州级83个部门2017年的部门预算已全部
报送大会，请予审查。

三、2017年财政改革与管理工作
2017年，全州财政将紧紧围绕“一个

目标、两个关键、三件大事、六大战略”总
体工作格局，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坚持可持续发展，不断做大收支规模，优
化支出结构，提升保障能力和保障效果，
为建成经济繁荣、生活殷实、和谐稳定、民
主文明、家园秀美、保障有力的小康甘孜
提供财力支撑。

（一）以脱贫攻坚为总揽，强化“六大
战略”财政政策落地落实。

按照“制定一个方案、建立两项机制、
出台三个办法、突出六个重点、实现三个确
保”的财政扶贫总体思路，在继续承接落实
好上级财政扶贫政策的同时，做好年度资
金平衡方案，积极推进财政资金、涉农资金
统筹整合，推广资产收益扶贫模式，充分发
挥教育卫生扶贫救助基金、贫困村产业扶
持基金、小额扶贫信贷分险基金、贫困地区
返乡创业贷款分险基金等5项基金作用，
着力构建务实管用的财政扶贫体系，助力

“六大战略”财政政策落地落实。
（二）以问题为导向，深化财政改革，

强化“转方式”落地落实。
针对现有的财政支持方式单一、有效放

大难，管理手段落后、整体绩效不高，资金使
用分散、政策导向不足等问题，围绕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主要任务，以深化绩效管理改革为
抓手，通过不断完善“六大战略”财政奖补政
策、充分发挥产业引导投资基金作用、承接落
实好财政金融互动政策、积极探索政府与社
会资本合作、大力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扩面增
项等，全面转变财政支持产业发展方式。

（三）以提升能力为基础，强化依法行
政、依法理财落地落实。

抓住省财政厅对口帮扶藏区彝区县
乡财政管理工作的良好机遇，以着力强化
基础管理、深入推进财政改革、整体提升
队伍素质为主要任务，解决县乡财政管理
中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实现财政制度
机制更加健全、财政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队伍素质明显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水平整体提升。

各位代表，做好2017年财政改革发
展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将在州
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州人大的法律监督
下，在州政协的支持帮助下，认真贯彻落
实本次大会决议，改革创新、求真务实、扎
实工作，为建设“美丽生态和谐小康甘孜”
作出新的贡献！

甘孜州人民政府关于201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7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17年1月6日在州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
州财政局党组书记 文建国

（紧接第一版）创建了州、县、校三
级教育信息化形态（州一级建设甘孜网
校、县一级建设智慧教育中心、校一级
建设数字化校园）。3年投资3个多亿，
推动甘孜智慧教育，实现教育城域网全
域覆盖，乡（镇）中心校及以上有电学校

“宽带网络校校通”，班班通设备覆盖班
级数达到90%以上。

同时加大运用，实现了信息技术与
教学、教研、师资培训、学校管理、公众传
播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大力开设远程网
络直录播课堂（专递课堂）、未来课堂（云
课堂）、植入式课堂、异地同堂以及远程协
同教研、远程同步教研，建成RBL教室
（听录播课一体教室）150间、远程师培室
272间、听课教室272间。

在广东省教育厅的支持下，“粤教
云”资源向我州免费开放，清华大学远程
网络站点覆盖全州各县（市）。2015年全
省教育信息化推进工作现场会在我州康
定、丹巴召开，甘孜州教育信息化推进工
作得到教育部、省政府及兄弟市州的充
分肯定，同步分享内地优质教育资源，教
育惠民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

对准“藏民族集聚”现实
狠抓藏汉双语教学工作
我州有藏、汉、回、彝、羌、纳西等25

个民族，其中主体民族藏族占 78.4%。
针对藏族集聚的实际，广大农村牧区以
藏语为主要交际语言，狠抓藏汉双语教
育。在充分遵循当地语言环境，结合群
众意愿基础上，采取在农牧区开设双语
幼儿园、农牧区小学整校规划双语教学
模式、城区中小学根据实际需求设置一
二类模式（一类模式：各科用藏语教学，
开设一门汉语文；二类模式：各科用汉
语教学，开设一门藏语文）双语教学班
级、全州统筹办好双语高中的办学模
式，全面构建起了从学前到高中一二类
模式并存并重并举的双语教育体系。
通过双语教学“单独命题、单独划线录
取”和“统一命题、单独划线录取”的“两
次接轨”，进一步畅通从小学到大学的
双语直通渠道。

双语教育的成功办学模式，为全州

培养了大量政治可靠、藏汉兼通的双语人
才和民族干部。目前，全州开展双语教学
中小学校达到494所，占中小学校总数的
95.18%，接受双语教学的中小学生达
101766人，占全州在校生总数的71%。

对准“连片贫困地区”
推行十五年免费教育

“以前村里没有幼儿园，娃娃到处乱
跑。如今在家门口就能上学，有专门的老
师教，还不用花钱，真是太方便了。”3月
的石渠扎溪卡草原上，春寒料峭、大雪纷
飞，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起坞乡幼儿
园开班，让当地农牧民感受到浓浓暖意。

我州作为连片贫困地区，州贫民
困。为不让一名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
学，保证全域甘孜儿女有学上，狠下“穷
州办大教育”决心，举全州之力推行十
五年免费教育。

在抓好免费义务教育基础上，2013
年在全省率先启动实施免费学前教育计
划，免除了所有公办入园幼儿保教费，给
予入园幼儿每生每天 3 元午餐补助。
2015年又启动实施普通高中免学费、免
课本费的“两免”教育计划，从而构建起
从学前到高中阶段“广覆盖、保基本”的
15年免费教育体系。在大力推行普惠性
教育的同时，针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
生制定实施州本级资助非义务教育阶段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政策，抓好大学生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普通高校家庭经济
困难新生入学资助等政策的落实，贫困
学子圆就“大学梦”。5年来，全州共落实
到位各类学生资助资金23亿元。

同时，秉承“解决一人读书，实现一人
就业，带动了一个家庭脱贫”的理念，加大
农牧区学生送培和就业力度。针对藏区
紧缺专业人才需要，从2013年开始，依托
西南民族大学等省内10所本专科院校，
采用州校（院）合作的“订单定向式”人才
培养模式，通过考核聘用和人事考试前置
的方式，为全州各行各业送培1292名“靠
得住、下得去、用得上、干得好”的紧缺专
业人才。针对农牧区学生就业实际，通过
盘活一些公益性岗位，加大政府购买服
务，切实促进大中专学生就业。

点燃梦想 放飞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