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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斌 文/图

一条新改造后的商业文化特色步行街
穿镇而过，道路两侧是一幢幢风格独特的川
西民居建筑，一家家独具特色的小吃店和时
尚店铺让小镇更显热闹。“这条街变化太大
了，原来的房子是高矮不一，街道破破烂烂
的，如今经过改造后，不仅提升了集镇品位，
还突出了千年古镇的特色。”3月11日，记者
来到泸定县冷碛镇的老街上，居民周德康谈
起集镇变化时连连叫好。

周德康说，这条长496米的老街上，房
屋基本上都是木制结构，墙面用土石垒结
而成，由于年久失修，许多房屋早已破烂不
堪，失去了原来的风貌。“现在，镇里的房屋
经过改造后，既坚固耐用又漂亮统一，住家
和做生意都适用。”

去年，该镇居民周琪和老公在老街租
了店面，开了家服装店。“现在这儿成了泸
定的一个新景点，人气挺旺。”周琪告诉记
者，这几年服装店一直是她在经营，老公在
单位上班。原来他们租的店面是从别人手
上买下的，花了二十多万元。改造后，他家
的店面焕然一新、生意越来越好，“原来一
年赚四五万元就不错了，没想到去年赚了
七八万元。”

走进老街，放眼望去。这些建筑上盖
青瓦，结构匀称，棱角突兀，类似川西民居
风格；用土石砌墙，雄伟坚固，精巧别致，又
有一些藏汉结合的味道。追溯历史，不论
在周汉时代，还是明清时期，这里曾是茶马
古道上的重要驿站，为西陲商业发育之胚
胎地。穿越千年时光，这里繁华依旧，一些
古老的手工技艺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司衙
门、栅子门、八角楼、观音阁等传统建筑都

得到了较好的保护。
冷碛镇地处三县交界处，是一个文化古

迹众多、边界商贸繁华的千年古镇。
茶马古道驿站、川西民居古镇，这些纷

至沓来的荣誉使当地居民为之自豪。然而，
曾几何时这些给他们带来无数荣耀的“金”
字招牌，却一度成为制约当地发展的“紧箍
咒”，百姓心中难以解开的“心结”。

原来，这里作为历史文化古镇，每实施一
项工程都必须要做到发展和保护并重。无形
之中，对城镇改造工作增加了不少的难度。

“前几年，县里大力实施农村‘六改’和乡
村道路‘三年攻坚’工程，镇子周边的村子都
积极响应，干得火热，而我们这里却没什么动
静，路面因为年久失修，坑洼不平，晴天扬灰

路，雨天水泥路。”当地居民这样来形容。
随着旅游开发进程加快，古镇被列入

全省小城镇建设项目，无疑为这里的人居
环境改善、古街风貌改造、城镇形象提升赢
得了新的契机。

冷碛镇副镇长张从彬介绍，去年，按照
州上提出的“城乡提升”战略，镇政府以“小
城镇建设”为契机，及时启动实施了老街改
造工程，对后山公路上段和老街130幢建筑
风貌、重要节点景观等进行打造，对老街道
路、电力和给排水等公共设施进行改造，力
争将冷碛老街打造成一条全新的、满足居
民生活发展需要和古镇旅游需求的文化古
街，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镇形象，
促进全域旅游发展。

一条老街的变化，浓缩了冷碛镇干群
续写千年古镇繁华的行动与付出。谈及该
镇当前的规划，泸定县副县长、冷碛镇党委
书记王顺苏说，下一步，要继续围绕重现古
镇风韵，对天星宫、老宅等古老建筑进行修
缮；实施绿化工程，美化城乡环境；大力实
施“城乡提升”战略，规划形成“一核、两轴、
两心、四区”的空间结构模式，加快旅游休
闲小城镇建设步伐，进一步扮靓集镇，让

“好地方”更加出彩。

千年古镇再显新风韵
——泸定县冷碛镇小城镇建设走笔

商贩在老街两边摆摊设点。
风貌改造后的老街。

▶“奶茶店”开启的创业梦想◀
坐落于稻城河畔的金珠镇土地宽广、

风景迷人，是该县较为富裕的近郊乡镇。
罗绒尼玛就成长在镇上茹布村的一个普通
家庭，并且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
一。考上公务员、过上安稳日子是家人期
盼他能完成的人生规划。然而，一次大学
的社会实践活动让他开启了一段青春的冒
险，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2013年，西南交通大学在学院举办了一
场学生创业实践活动。正在该校读大二的
罗绒尼玛和同学申请了一个开奶茶店的项
目。出乎他意外的是，奶茶店的效益远高于
预期，很快，罗绒尼玛不仅能承担自己的学
习、生活的所有费用，还能给家里一些补贴，
这让他很有成就感，并对创业产生了浓厚的
兴致。2014年6月，毕业临近，罗绒尼玛的奶
茶店虽转让给了别人，但是一颗创业的种子
已在他心里埋下。 近年来，稻城因风光独
特，吸引了不少国内外旅客，旅游产业发展
势头强劲。罗绒尼玛发现有不少人喜欢到
稻城来拍婚纱照，可是当地没有专业团队，
于是他决定回家乡开一家婚纱摄影工作室。

2014年7月，罗绒尼玛毕业返家，向家人
表明了想在县城开婚纱摄影工作室的计划，
当即受到家人和亲友们的强烈反对。得不
到家人的支持，罗绒尼玛就向从成都刚毕业
回来的发小向阳介绍了自己的创业项目，并
邀其入伙；共同的内地求学经历让他们一拍
即合，随后，他们用向阳名下的房产向银行
贷款20万元，又向朋友借了6万元加上两人
的积蓄，筹了30万元的项目启动资金。2014
年8月，罗绒尼玛顺利拿到了营业执照，开始
他的创业之路。

▶诚信经营开辟创业发展新路◀
“万事开头难”。由于罗绒尼玛和向阳

对于婚纱摄影一窍不通，创业之初，罗绒尼
玛开始了半年的求学之路。 半年里，他在
成都某专业婚纱摄影公司做过摄影助理，去
过丽江、大理、香格里拉等旅游城市探寻和
借鉴婚纱摄影经验，与多名婚纱摄影工作者
进行了交流。

2015年3月，学有所成的罗绒尼玛，购
置了相机、车辆、婚纱等必备设施回到稻城
正式开始挂牌营业。开业前三个月，工作
室经营惨淡，就在罗绒尼玛心急如焚时，政
府出台的一系列支持大学生返乡创业优惠
政策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在就业部门和县
团委的帮助下，罗绒尼玛得到了30万元的
贴息贷款和1万元的创业补助。有了资金
注入，罗绒尼玛和团队开始认真思考，积极
寻求打破市场僵局的出路。

就在这时，他受邀参加一位朋友的婚
礼，于是他主动提出免费为其拍婚纱照，照
片拍出来后，朋友非常满意，认为不仅拍得
好，而且更有本地特色。正是这次免费服务

让罗绒尼玛走出了困境。一时间贡嘎婚纱
摄影工作室的名头响遍了稻城，前来拍婚纱
的新人也越来越多。

2015年9月，罗绒尼玛通过网络宣传，
接待了从广东来稻城拍摄婚纱照的张先生夫
妇。在亚丁景区取景拍摄中，新娘产生了严
重的高原反应，天又下着雨，罗绒尼玛和同事
们不仅一路细心照顾夫妇俩，还为其购买了
药品和食物，并主动提出可以取消拍摄并不
收取任何费用。张先生夫妇被罗绒尼玛的诚
意打动，于是冒雨完成了拍摄。作品出来后，
张先生夫妇十分满意，回到广东后，张先生不
仅向朋友推荐了贡嘎婚纱摄影工作室，还在
网络上为其大作宣传。有口碑和成功的案
例，工作室的生意蒸蒸日上，不仅基本承包了
本县的婚纱摄影业务，来自临县或内地、沿海
城市的顾客也不少。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去年，贡嘎婚纱
摄影工作室的营业额达到50万元，纯利润
近30万元。工作室还给一批当地人创造了
就业机会，现在，工作室的八名固定人员中
有4人都是本地“9+3”毕业生，罗绒尼玛给
他们开出的待遇是每人每月3000元左右，
远高于当地的一般务工收入，其中一人经
过培训成了化妆师。如果忙不过来，工作
室还会临时在当地聘请人员，目前在工作
室领工资的本地人已经超过了20人。

▶坚持创业梦想收获人生硕果◀
随着工作室效益初现，家人们也逐渐理

解了他的创业之梦，但是父亲偶尔还是会劝
他放弃工作室，考公务员过安稳日子。对于
父亲的执着，罗绒尼玛更多的是用行动证明
自己的抉择。他加快了工作室发展的脚步，

下定决心要在5年内将其打造成全州同行的
“领跑者”；现在，他的工作室也正在筹备扩展
婚庆业务。他还告诉记者，“想到明天的贡嘎
婚纱摄影工作室将会更优秀，业务拓展比现
在多，而且还会有更多的本地人因此获得工
作，我就感到无比充实、干劲十足。”

罗绒尼玛经常对同事们说：“每个职业
都可以承载梦想，选择做稻城这片飞速发展
的土地上的第一批职业婚纱摄影人，就是把
梦想放在了一艘卯足马力的巨轮上”。

从家人眼中离经叛道的问题青年，到小
有成就、受人称赞的大学生创业者，再到全
省返乡创业明星。短短两年时间里，罗绒尼
玛用智慧和汗水证明了自己的选择。回想
两年多来的创业经验，他说，“质量、服务、创
意和特色是创业的立足之本，面对商机果断
出手，面对挫折冷静应对是创业的关键之
策。”同时，罗绒尼玛还强调，“创业政府给启
动基金，遇难题有相关部门帮忙解决……生
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是我们的幸运，所以我们
没有理由不努力。”

对于“全省返乡创业明星”这个不小的
荣誉，罗绒尼玛表示这完全是一个意外惊
喜，不过，这份荣誉也给了自己巨大的肯定
和鼓励，让自己打造全州一流婚纱摄影工
作室的意志更坚定、信心更充足。也许未
来的路上还会有种种挫折，但是他认为，

“每一次碰壁都是创业道路上一笔财富，每
一次努力都是加快前进的步伐。机会总是
留给有理想而为之坚持的人！”

镜头背后的绚丽青春
——走近全省返乡创业明星罗绒尼玛

拥有一个美丽的家乡是一种幸
运，能记录和宣传家乡的美丽，并从
中创造经济、社会效益则是一种幸
福。全省返乡创业明星、稻城县首
家婚纱摄影工作室的创办者洛绒尼
玛，则通过对梦想的坚持，收获了满
满的幸福。

■本报见习记者 刘小兵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经济 资讯

本报讯（叶强平）3 月 12
日，理塘县国资委、旅投公司等
部门与34家旅行社负责人或
导游座谈，就下一步旅行发团
事宜进行对接，标志着签约理
塘的34家旅行社开通了该县
旅游线路。

理塘县位于川、滇、藏“香
格里拉”生态旅游环线中心位
置，雄伟壮丽的雪山草原孕育
了十分丰富的人文景观，蕴藏
着丰富的自然风景，品位极高，
长青春科尔寺因其宏伟的建
筑与厚重的宗教文化底蕴名
震中外、历史悠久的仁康古街
名声渐起、格聂生态旅游区成
为山地旅游的理想之地、中国

最美景观大道上的毛垭大草
原吸引世人目光、“八一”国际
赛马节声名远播。

随着理塘县把旅游业摆
在优先发展位置，不断加大
投 入 和 宣 传 推 介 ，特 别 是
2017年“理塘古镇一日游”的
推出，吸引了各大旅行社的
目光。据县旅投公司经理丁
真降措介绍，今年我州、理塘
县开展“思想大解放、能力大
提升、工作大见效”大讨论活
动以来，公司以等不得、慢不
得的紧迫感，积极与各旅行
社对接，与成都中国青年旅
行社等 34 家旅行社签约，将
理塘旅游纳入旅行社线路。

理塘县

与34家旅行社签约

本报讯（杨琦）笔者近日
从州质监局获悉，近年来该局
结合全州农业产业化发展规
划，突出“五大抓手”强力推进
特色农副产品品牌建设。

以培育争创四川名牌为
抓手，叫响“甘孜造”。将全
州名、优、特农副产品列入名
牌培育计划，帮扶指导企业
主体从产品标准、计量、检验
检测、质量体系建设等方面
进行规范提升，确保农产品
品牌创建见实效。目前炉霍
雪域俄色茶、巴塘熠祥牌核
桃油等 5 个农副产品成功争
创为四川名牌。

以培育争创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为抓手，突出甘孜
独有。结合我州特色农副产
品所具备的独特的地理及自
然生态环境条件，积极选择培
育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目前全州已有九龙花椒、
炉霍雪域俄色茶、道孚大葱等
8个产品被国家质监局列为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正全力推动
甘孜县水淘水磨糌粑等产品
申报地理标志保护。

以推进实施农业标准化

示范项目为抓手，夯实特色
产业基础。结合全州农业、
畜牧业等产业特色和发展重
点，选择具有一定种植规模
的产业申报创建农业标准化
示范项目。目前，已建成炉
霍俄色茶、九龙花椒等4个国
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理
塘油菜、巴塘辣椒等7个省级
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以实施认证认可为抓
手，大力推进品牌认证。通
过有机产品认证的示范作
用，进一步提升有机产品质
量和品牌地位，带动区域农
产品规模化、精细化发展。
目前，全州已有泸定羊肚菌、
康定藏香猪等12个农产品通
过有机产品认证，2个产品通
过绿色食品认证。

以执法打假为抓手，营
造良性市场竞争环境。充分
发挥质监执法打假职能，坚
持从生产加工农副产品的源
头实施监管，坚决查处以假
充真、以次充好、冒用地理标
志、质量标志等损害全州名
优特农副产品形象和声誉的
违法行为。

州质监局

强力推进农产品品牌建设

本报讯（本报记者）笔者
近日从全州2017年脱贫攻坚
暨农业农村工作会议上获
悉，今年我州将全力推进脱
贫攻坚工作，计划实现366个
贫困村退出、11787 户 48524
人脱贫和泸定县率先摘帽的
脱贫目标。

据了解，作为全国 14 个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和我
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我州把
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全州
上下齐出动、齐出力、齐出汗，

“一把手”靠前指挥，“一盘棋”
组织推进，“一股劲”克难攻
坚，去年实现280个贫困村退
出、8212 户 33985 人脱贫，超
额完成省定目标任务。

围绕今年脱贫目标，我
州将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
展助推 8355 户、2.5038 万贫
困人口脱贫；移民搬迁安置
解决 3232 户、1.2654 万人的
住房安全；对 4619 户、1.5541
万人实施低保政策兜底，实
现贫困患者在县域内住院治
疗个人支付费用“零支付”；
灾后重建帮扶42户、155人。

今年我州还将在 366 个
退出贫困村建设特色农业产
业基地9.48万亩，总增各类畜
禽13.17万头（只）、中蜂4288
箱，新增中藏药材种植面积
5000亩；在119个贫困村组建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 19 个贫
困村实施旅游扶贫项目。

我州

今年计划实现366个贫困村退出

■刘怀丕 周勉

让群众花钱消费少烦心、多舒
心被写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这
意味着，维护消费者权益不再局限
于“亡羊补牢”，而是要做好“两手
抓”：一手抓好打击假冒伪劣商品，
一手从源头抓好产品质量提升。

产品质量关乎千家万户的利益。
近年来，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日益
进步。然而，国家工商总局在今年3·15
前夕公布的一组数据，却显示出净化消
费环境仍需持续用力：2016年全国工商
和市场监管部门受理消费者投诉
166.70万件，同比增长29.1%，维护消
费者权益的努力远不能止步。

近年来，由于信息不对称、监
管有盲区、取证比较难、法制不健
全等因素，一些更为隐蔽、复杂的
新型消费侵权行为，还未能形成有
效监管处罚。这就要求有关部门
积极应对消费维权中的新情况，加
强对侵权行为的监管力和执行力，
切实建立起企业自律、行业约束、
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社会共治体
系，提升消费者满意度。

维护消费者权益只依靠事后“扎
篱笆”是不够的，要想标本兼治，必须加
强产品质量的源头管控。质量是产品
的生命，也是企业立足之本，然而一些
企业和商家贪图眼前利益，投机取巧
无视产品质量。维护消费者权益，必
须加大对制假售假行为的惩处力度，
加大对无良商家的震慑力度。

产品创新做足了，质量提升了，
才能从更高层次上维护好消费者的
权益。许多消费者都有类似的体验，
一件小小的日用品，虽然说不上是假
货，但是工艺粗陋、制作毛糙，大大影
响了消费心情。“中国制造”转型升级
已经迫在眉睫，只有推动国货从数量
扩张向质量提高的战略性转变，国人
才能告别赴海外购买马桶盖的窘境。

好质量释放新消费，新消费
孕育新动力。赢得打击假冒伪劣
持久战，打好质量水平提升攻坚
战，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强劲牵
引力，我国经济发展迈向质量时代
才能蹄疾步稳。

维护消费者权益
要一手打假一手提质

经济 随笔

（紧接第一版）要求全县干部职工深
度思考“如何结合本职工作创新思路推
动德格加快发展”。来自各条战线的干
部职工结合本职工作展开激烈讨论，干
部职工在讨论中开拓了思维、形成了共
识，既圆满完成州委既定的活动任务，又
紧贴德格实际谋划推动工作，做到了活
动与工作“两不误”“两促进”“两丰收”。

记者：如何通过“思想大解放、能力
大提升、工作大见效”大讨论活动解决
德格县干部职工存在的种种问题？

嘎绒拥忠：德格近年来发展滞后，干
部是主因。我县将以大讨论活动为契
机，狠抓干部作风建设和能力提升。通
过开展大讨论活动，在全县干部职工中
广泛营造想干事的氛围、激发快干事的
活力、搭建会干事的平台、形成敢干事的
机制、追求干成事的效果、培养真干事的
能力、凝聚齐干事的合力，形成“做德格
人、说德格话、办德格事”“说了就算、定
了就干、干就干好”的干事创业氛围。通
过开展大讨论活动，在全县范围积极培
养干部“深学、多看、善思”好习惯，引导
干部“跳出德格看德格”，促进干部思想
大解放；培养干部“精品”“工匠”意识，工

作策划上精准、推动上精密、细节上精
细、特色上精彩，做到“出手代表自己最
高水平”，实现干部能力大提升；培养干
部用心实干、精准实干、靠前实干、公正
实干、创新实干、干净实干“六个实干”精
神，用实干检验能力、用实干推动落实，
实现干部工作大见效。通过大讨论活
动，着实解决部分干部思维不活、作风不
实、能力不强等问题，提升全县干部整体

“作战”能力。
记者：此次大讨论活动在全县范围

内已经全面铺开，一个月活动结束后，
将以怎样的方式将活动成效运用到实
际工作当中？

嘎绒拥忠：大讨论活动虽然只有一
个月，但活动成效将影响整个“十三五”
时期。我们开展大讨论活动的根本目的
就是拓展思路、提升能力、推动工作。我
县将把大讨论活动成果转化为实施县委
县政府“1616”战略的“大动力”，围绕“全
面建成小康德格，基本建成康巴文化中
心、格萨尔王故里、南派藏医药发祥地三
大品牌世界旅游目的地和产业集聚地，
初步建成川青藏三省结合部物流中心和
游客集散中心”的发展目标，纵深推进全

县各项事业发展，切实把“规划图”变为
“施工图”，把“施工图”变为“作战图”，每
一项工作列出时间表、明确责任人，一项
一项落实、一个一个推动，圆满实现县第
十二次党代会绘就的美好蓝图。我县将
把大讨论活动成果转化为造福一方百姓
的“大发展”。“十三五”的五年是脱贫攻
坚的五年、为民谋福的五年，我县将围绕
大讨论活动成果，狠抓干部作风转变提
升，切实增强干部为民服务意识、提升干
部为民服务能力，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要求干部在工作实践
中紧扣“为群众谋福祉”主题，突出脱贫
攻坚“头等大事”，围绕“住上好房子、过
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目
标，抓好农房建设、基础设施五通，抓好
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富民产业发展，让
老百姓“生活好起来，腰包鼓起来”。要
求干部围绕“助民解困”要求，经常性深
入基层、深入群众，与群众做朋友，想群
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帮群众解难题、为
群众办好事，引导群众共同致富奔小
康。要求干部始终保持“群众至上”的
战略定力，始终根植群众、服务群众、造
福群众。

汇聚合力共建小康德格

（上接第一版）肖友才要求，要全力抓好城乡提
升。按照“做强县城、做优乡镇、做美村寨”为重点突
破，以体现本地民居特色、展现康巴风情为重点支
撑，坚持风貌改造、设施提升、违建拆除、环境整治、
产业发展、文化特色、亮化绿化美化“七管齐下”，做
到一次规划、一次建设、一次展新颜。要紧紧围绕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年”的要求，加强城乡环境精细
化管理水平，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强力整治土地乱
象、垃圾乱倒、乱搭乱建、污水乱排、摊位乱摆、车辆
乱停、施工乱象、经幡乱挂、广告乱贴等“九乱”现象
和“九子一线”问题，切实根除“脏乱差”顽疾，年内必
须大变样，两年实现展新颜。

肖友才强调，要全力抓好干部作风。各级干部是开
展好各项工作的决定性因素，是抓好社会各项事业发展
的坚强基石。新龙县全体干部要按照州委的要求，以

“思想大解放、能力大提升、工作大见效”大讨论活动为
契机，强力推进干部作风建设常态化，发扬苦干实干拼
命干的精神，使全县干部职工在思想解放中统一思想，
在作风转变中凝聚力量，在工作落实中展现形象，以对
党忠诚、务实作风和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

州政府秘书长，州发改委、州财政局、州交通运
输局主要负责人参加调研。

明晰思路 压实责任
推动各项工作有新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