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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际行动迎接省第十一次党代会隆重召开以实际行动迎接省第十一次党代会隆重召开

康北果蔬批发交易中心。

去年4月，甘孜格萨尔机场试
验段正式开工建设，标志着甘孜州
第三个国内支线机场——甘孜格
萨尔机场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手持通航“金钥匙”，一步跨
入临空时代，甘孜县如何借机撬
动富强梦？甘孜县随即开展了

“思想大解放、能力大提升、工作
大见效”大讨论活动，龙泉驿区也
在科学考量、审慎思考。

经过思想碰撞，一个破解全
县产业困局的大项目呼之欲出。

甘孜县决定集全县之智、汇各方
之力建设格萨尔文化百村产业集
中发展工程项目。

该项目选址甘孜县斯俄乡，将
着力建设集商贸中心、活态博物馆、
民俗客栈、星级酒店、市井步行街、
饕餮美食街、风情老街、主题酒店等
为一体的格萨尔文化百村产业集中
发展基地，构建“一县多品牌、多村
一产业、一村一产品、一户一增收项
目”的旅游产业布局，使之成为甘孜
县96个贫困村1999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增收脱贫的主导产业。
项目预计总投资 2.94 亿元。

龙泉驿区主动担责，准备投入8700
万元，解决近三分之一的资金难题。

“我们第二轮对口帮扶将实
施的9大工程、9大项目，都是结合
了甘孜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
经过了充分论证而确立的。”龙泉
驿区援藏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包
括格萨尔文化百村产业集中发展
工程在内，每个工程都充分承接
了第一轮对口援助规划和甘孜县

经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每
一个项目都着眼于帮助甘孜县改
善民生和增强“造血”功能。

另一个产业发展与提升项目
是集体经济培育拓展工程。

从2017年起，龙泉驿区将用
3 年时间，在甘孜县 50 个牧区和
半牧区的贫困村，建成50个以养
殖牦牛、藏系绵羊为主的集体小
牧场；在甘孜县农区的10个贫困
村，建成以养殖藏鸡、藏猪为主的
高原特色养殖小区；在甘孜县农

区的36个贫困村，新建优质粮油
作物基地1万亩。

同时，在 5 年内帮助甘孜县
培育发展一批民营企业和农牧民
专业合作社、养殖大户等新型经
营主体，对1999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进行技术培训。

这意味着，龙泉驿区将为甘
孜县每个贫困村创下一份集体经
济产业，为每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送去一份致富技能，真正把产业
在精准脱贫中的作用落在实处。

坚持“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创新“公司+合作社+基地+农牧民”模式——

援出一片新天地
——成都龙泉驿区真情帮扶甘孜县农牧民脱贫奔康

■张战国/文 龙泉驿区援藏办/图

去年底，一场别开生面的“绿色藏羌生态年
货节”在龙泉驿拉开大幕。一车车高原农副产
品疾驰780公里直奔成都，牦牛、虫草、贝母、松
茸、藏红花……每一份都承载着甘孜县农牧民
脱贫奔小康的希望。

对当地群众而言，变现优质农产品，鼓起腰
包即是节。这样的节日，正在走向常态化。总
投资 5000 万元的甘孜县康北果蔬批发交易中
心，即将正式营业，当地群众再也不怕“卖不
出”，再也不担心“买不到”。

这一大型农贸中心的落成，将在甘孜县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一招定乾坤”
的作用。更难能可贵的是，该农贸中心由龙泉
驿区引进社会资本投资建成。

坚持“输血”与“造血”相结合——龙泉驿区
认真贯彻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以及省委、成
都市委对口援藏决策部署和精准扶贫要求，5年
来投入财政资金1.83亿元，引进社会资金9200万
元，共计投入援助资金2.75亿元，实施完成援助
项目84个，累计带动2188户、7335人脱贫。

从“桃花故里”到雪域高原，藏汉同胞血脉
相连。2017年，龙泉驿区拉开第二轮对口帮扶
甘孜县工作帷幕，着力实施格萨尔文化百村产
业集中发展、集体经济培育拓展两大产业发展
工程，增强甘孜县自我发展能力，夯实农牧民持
续增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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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人间四月芳菲尽，高原春天始来临。眼下，全州
上下正围绕州委“一个目标、两个关键、三件大事、六
大战略”总体工作格局，攻坚决胜，实干兴州。那奋战
的场景，那动人的场面，让人为之动容。在这场实施

“六大战略”、建设“四个甘孜”、决胜全面小康的火热
实践中，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活跃在甘孜高原
的特殊群体——援藏干部人才。

这是一场“守望相助、兄弟情深”的写照。在中央
和省委的亲切关怀下，对口援藏业已成为一种机制和
常态。五年来，援建单位真诚相待、鼎力相助，对口帮
扶惠泽全州。成都、泸州、乐山、南充、宜宾等兄弟市
和省级有关部门先后派出援藏干部人才四批次2601
人援助我州，落实项目520个、到位资金19亿元，培养
培训各类人才1.6万余人；广东安排对口援建资金5.7
亿元、实施项目143个；浙江落实“东西扶贫协作”帮扶
资金1.6亿元；国家广电总局对广播电视覆盖体系建
设、硬件设备配套、人才培养等给予了大力支持。我
们在全国各地的守望相助中，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大
家庭的温暖。

在这场全方位、立体式的对口援藏工作中，甘孜
藏区的每个角落都有着援藏干部人才的身影，让农牧
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先进的教育、医疗卫生服
务以及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的先进理念和技术。最为
关键的是，在持续不断的援藏过程中，增进了藏汉之
间情同手足、亲如一家的深厚情谊。

援藏干部人才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们政治过硬，
随时服从组织安排；就是他们业务精湛，大都是所在
行业或单位的佼佼者；就是他们生活上能吃苦，在平
均海拔三四千米的藏区，他们不仅要克服高原反应、
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困难，而且还有远离家人的孤独，
但他们却义无反顾、担当奉献并乐在其中。虽然和平
年代定义英雄的标准与战争年代有着很大的不同，但
援藏干部人才们展现出的风采、创造出的业绩、书写
出的篇章，既值得我们学习，更值得我们铭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落下。在这场体
现党和国家意志的扶贫攻坚战中，我们需要一批又一
批舍弃常人所拥有、放弃常人所享受的援藏干部人
才，他们心系甘孜藏区、情暖农牧民群众，扎根基层、
扎根贫困地区，矢志不渝、艰苦奋斗，默默无闻地为我
州的改革、发展、民生、稳定挥洒着汗水、贡献着智慧
与力量。因此，铭记援藏干部人才的风采，必将激励
我州更多的党员干部挺进在实施“六大战略”、建设

“四个甘孜”决胜全面小康的最前沿，以芥草守韧、青
松抗寒的坚强意志，立决胜之志、谋攻坚之策、兴实干
之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奋力建设美丽生态和谐
小康甘孜的伟大实践中书写出更加壮丽的诗章！

让我们铭记
援藏干部人才的风采

■罗向明

“今年我们要借助两大本土农
业企业，把我们乡的藏鸡养殖和蜂
蜜两大产业做大做强。”这几天，巴
塘县中心绒乡党委书记高荣和同
事们正忙着逐村逐户走访动员群
众，加入到新兴的“互联网+”企业
营销中，让产品走得更远更好。

巴塘物产丰富，盛产的藏鸡、
藏猪、蜂蜜、荞麦面等特色农产品
深受平原地区城市居民喜爱。但

受交通运输、销售渠道、深加工等
现实问题影响，特色农产品常处于

“难下高原”的困境。
如何破局？对口支援巴塘县

的成都市双流区整合资源，培育巴
塘本土“互联网+”企业，加速打造

“五彩藏乡”巴塘特色农产品品
牌。2016年9月，一场特殊的海选
在巴塘进行。巴塘大鹏农业公司
和族迹公司凭借原有的基础和良
好的信誉，成为首批重点孵化的

“互联网+”农业企业。

当年10月，这两家巴塘当地公
司相聚在双流，围绕巴塘特色农产
品开发生产进行探讨研究，同样参
加会议的还有双流区商务局的相关
负责人和成都知名电商企业海汇天
佑公司。一番碰撞沟通后，大家达
成一致意见：由成都海汇天佑公司
作为孵化平台，孵化巴塘大鹏公司
和族迹公司，重点帮助其解决品牌、
营销、产品深加工、质量认证体系等
难题。同时，在双流创业中心为这
两家公司免费提供办公场所，方便

其在双流设立销售网点，拓展市场。
一个月后，品牌难题解决，“五

彩藏乡 丰美巴塘”品牌成功注册，
质量认证相关工作也顺利推进，系
列产品上线京东、淘宝的相关环节
也一一打通。

“我们依托互联网平台，销量
大幅提升。”族迹公司负责人介绍，
去年公司销售额达 210.7 万元，是
2015年的3倍，直接带动帮扶巴塘
群众 82 户 302 人，其中贫困户 41
户，平均每户增收360余元。

“以前，有产品没销路，群众苦
恼，干部烦心。现在有了出路，更
需要我们干部转变观念，引领群众
在提质增量上下功夫。”高荣说，运
用“互联网+”让更多高原特色农产
品推到更大更广的市场，已成为越
来越多干部群众的共识。

目前，巴塘县已建立了以互联
网为销售平台，以“公司+合作社+
农户”为生产链条的高原特色农产
品运营模式，今年将进一步提质扩
面，吸引4000余群众参与其中。

让高原特色产品远走高飞

龙泉驿区对口援助甘孜县，
开创了许多个“第一”。

开通城乡公交，结束了甘孜
州康北地区无公交车的历史；由
龙泉驿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托管
甘孜县二完小，共享省会城市的
优质教育资源；实施孕产妇住院
分娩补助，5年间，甘孜县农村孕
产妇住院分娩率提高了 23.87 个
百分点，孕产妇死亡率降至“零”。

在龙泉驿区决策者看来，作
为全省县域经济的“领头羊”，龙
泉驿在对口援藏工作中做出表

率，责无旁贷。区委书记和区长
挂帅，担任对口援藏工作领导小
组“一把手”；设立对口援藏前线
指挥部，并将援藏工作视为发掘
优秀人才的“试金石”和淬炼干部
人才的“炼丹炉”。

小康路上不落下一个民族、
一个地区，这是党中央的庄严承
诺。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和审慎论
证，要确保甘孜县 5 万农牧民与
全国同步实现小康，既要大力“输
血”，补齐基础设施和民生事业的
短板，更要加速“造血”，为追赶式

跨越发展注入“催化剂”。
好钢用在刀刃上。发展特

色农牧业和文化旅游业，是推动
甘孜县精准脱贫的根本之策。
龙泉驿区在帮助甘孜县大力发
展民生事业的同时，更加突出产
业“造血”，致力于培育持续发展
的动力。

充分发挥甘孜县“康北粮仓”
区位优势，龙泉驿区采取耕地整
治、农资补贴、技术推广、专业培
训等方式，帮助建成无公害油菜、
马铃薯、青稞等高原作物种植示

范基地 1 万余亩，初步形成了现
代农业规模化种植格局。

发展精深加工，是提高农牧
业附加值的直接、有效途径。龙
泉驿区坚持从甘孜县实际出发，
帮助成功培育了甘孜县哦呀食品
有限公司、旭莅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等 2 个龙头企业，并借助龙泉
驿与四川农大“校地合作”平台，
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牧
民”模式，稳步推进马铃薯、青稞
等农产品精深加工，目前已成功
研制“青稞麦芽片”等农产品深加

工样品4个。
龙泉驿区致力于帮助甘孜

县发展体验式红色文化旅游业，
先后实施完成河坝村（旭日岭创
国家 4A 级景区）旅游产业基础
设施配套建设、红色文化旅游示
范点暨爱国主义基地建设、雅砻
江湿地公园二期绿化工程等项
目，成功组建河坝村旅游联合
社、改造完成“藏家乐”37 户，帮
助组建甘孜文化旅游公司、龙泉
金甘孜艺术团，推动甘孜县特色
文化“走出去”。

理念 做援藏表率 责无旁贷培育产业动力至关重要

甘孜县仁果乡仁果村有一个
“解忧杂货铺”，贫困户可以用青
稞换取商品，甚至可以先“签单”，
有钱了再还。这个杂货铺真名叫

“便民服务超市”，经营水果、蔬
菜、肉类、副食等，但跟一般的超
市不同，它属于村集体资产，是一
个微型的合作社。

青稞换商品——这种物物交
易看起来原始，却巧妙解决了村
民的生活用品需要，又为青稞的
集中销售找到了出路。

仁果村还有一个“农机 4S

店”，具备农业机械租赁、拖拉机
维修、摩托车维修等功能。它也
是一个合作社，启动资金来自扶
贫专项资金，主要作用是帮助贫
困户就业和学习技能。

“ 木 工 驿 站 ”“ 青 稞 电 磨
坊”……类似的微型合作社，如雨
后春笋般在甘孜县涌现。看似不
起眼，但它们解决了一个核心问
题：帮扶脱贫不是代替脱贫，农牧
民必须是脱贫主体。

为了充分发挥农牧民的主体
作用，龙泉驿区把帮助甘孜县发

展各类农牧业专业合作组织作为
重要抓手。于是，甘孜州首个农
业专业合作社就出现在了那里。

在龙泉驿区的帮助下，甘孜
县成功组建了甘孜州首批农业合
作社——甘泉马铃薯农民专业合
作社、甘孜拖坝富民农产品产销
专业合作社，成立了合作社农产
品加工厂、收购中心，设立了创业
合作基金，扶助了 5 个专业合作
社和 84 名贫困妇女从事种养业
和加工业，促进合作社成员人均
增收300多元。

在斯俄乡霍古都村高原藏飞
鸡基地，目前已养殖藏飞鸡 435
只，霍古都村确定了一个“小目
标”：年出栏藏飞鸡达到1000只，
实现产值30万元。

解决了“人从哪里来”，还得
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龙
泉驿区切实加大财政资金投入，
5 年累计投入财政资金 1.83 亿
元，其中“按上年度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以现金方式投入”改
善民生、发展产业等项目资金达
1.56亿元。

发挥好政府财政资金杠杆撬
动作用的同时，龙泉驿区注重发
挥市场作用，组建招商引资团队，
按照“分片联系、包干负责”原则，
通过“内引外联”等方式，积极争
取区内外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
资金投入。

康北果蔬批发交易中心，即
是最大的一个产业投资项目，从
原计划投资3000万元，追加至投
资5000万元，规模在整个甘孜州
首屈一指。不仅如此，该中心还
吸引了西南食品城的入驻。

实践 充分调动群众和市场积极性解决人、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未来 全力支持甘孜县为贫困村留下集体资产

“互联网+”

加强区域联动
共谋旅游发展

都江堰市旅管委一行赴康定
落实两市旅游联动发展事宜

本报讯（翟奎冈）4月18日至19日，都江堰市旅
管委一行8人，先后来到康定市木格措、木雅圣地景
区和对口帮扶重点贫困村，就帮扶工作和两市区域
旅游联动工作进行考察调研。

通过考察和调研，都江堰市旅管委和康定市召
开了两市区域旅游联动座谈会，就今年工作方案和
2017年“四月八”跑马山转山会相关事宜进行了洽谈
和落实，并达成共识。双方认为两市相关部门要加
强对接，确保“四月八”跑马山转山会旅游联动工作
如期顺利进行；全年旅游联动工作要落实责任，强化
检测评估和目标考核；两市旅游合作要着力创新，力
争打造更多旅游热点和亮点。

据悉，下一步，都江堰市和康定市涉旅部门将定
期开展工作交流，跟踪了解旅游“八大行动”进展情
况，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存在的问题；两市景区、企
业将定期开展互访，在推进区域旅游联动工作上充
分沟通、达成共识，打造旅游品牌，实现合作共赢。

郫都区道孚县举办就业扶贫招聘会

助困难群众就业
本报讯（马金蓉）4月19日，道孚县举行了2017

年春季就业扶贫现场招聘会。贫困大学生曲珍在经
过笔试、面试等应聘环节后，在现场与一家企业达成
了就业意向协议。她激动地说：“感谢政府搭建的就
业平台让我找到了工作，经过一个月培训后我就会
正式上岗了。”

据悉，此次招聘会由郫都区政府、道孚县政府主
办，郫都区人社局、道孚县人社局、成郫都区援藏工
作队承办，旨在推动就业扶贫工作深入开展，解决道
孚县劳动力就业问题。招聘会共有40余家来自省内
州内的企业前来“招兵买马”，提供岗位1000余个，包
括食品加工、机械电子、光电科技、印务包装、医疗设
备、生物科技等多个行业，岗位涉及面广，门槛低，其
中不乏一些收入可观的管理和营销类岗位。

此次招聘会，共吸引了5300余名求职者到场，现
场咨询人员1988人，达成意向协议555人，其中成都
企业285人，州内企业 27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