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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现代集体牧场
壮大集体经济

2016 年 4 月，理塘县决定在贫困乡
——藏坝乡整乡推进现代集体牧场，全
乡468户，每户入股一头牦牛，县财政扶
持100万元主要用于购买200头种畜和基
础母牛，共计养殖784头（含新生牛犊116
头）。目前已建成标准化草地1000亩、标
准化圈舍及敞圈5011.2平方米等基础设
施。2016年仅集体牧场就实现收入50.8
万元。全乡 468 户群众分红 26.08 万元，
提取集体经济股分红10万元，提取14.72
万元作为生产发展基金。

通过集体牧场运作模式，让藏坝乡
集体经济得到了壮大，贫困农牧民群众
不仅得到了红利，而且剩余劳动力可以
劳务输出，增加收入。

像藏坝乡一样，理塘县的曲登、村
戈、奔戈3个纯牧业乡开展优质牦牛集中
饲养，配套修建先进标准化的饲养基础
设施，并成立专业合作社、建设溯源、疾
控体系等为主要内容的集体牧场建设。
目前，3个集体牧场已成立3个畜牧专合
组织，组建了3个牦牛养殖基础群，养殖
牦牛规模达到1100头，建成9000平方米
标准化钢架暖棚和5300亩标准化饲草料
基地及配套设施，新建 3 个日加工 1000
斤特色奶制品加工作坊600平方米，每个
集体牧场所在村新建兽医技术服务站 1
个。

集体牧场实行整村推进，村社联动，
共同致富，项目的实施，有效增强了牲畜
越冬度春能力，春季牲畜死亡率下降3%，
同比全县商品率提高5%，集体牧场集约
了资源优势，降低了投资风险，也探索了
让牧民群众满意、社会认可的现代畜牧
业模式，真正帮助牧区牧民探索了共同
致富的奔康路。

引进龙头企业
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为解决集体牧场销售上的后顾之
忧，理塘县进一步加大对州级畜产品加
工龙头企业——理塘高城鹏飞牦牛肉食
品有限公司的扶持和培育力度，推广订
单保收模式，让所有集体牧场专合组织
与鹏飞公司达成了牦牛、藏猪、藏系绵羊
长期保价收购协议。农牧部门对集体牧
场进行了育肥养殖技术指导，实施科学
养殖、延长了产奶期，增加了产奶量，缩
短出栏周期。

据理塘高城鹏飞牦牛肉食品公司负
责人介绍，3年来，企业每年收购牦牛2万
头以上，市场价 7000 元/头的牦牛，而公
司用8000元/头价格来收购，年均支付给
牧户的收购资金达1500万元以上，每年
回馈给养畜户加工增值收益达200万元
以上。2016 年，鹏飞公司收购牦牛让理
塘县四个合作社实现收入400多万元，比
市场价销售增收近50余万元。

目前，企业加工销售风干牦牛肉、金
丝肉干系列产品已远销至成都、重庆、广
州、西藏等省区市，有力带动了全县2000
多牧户、1.2万人口大力发展牦牛养殖，实
现牧民人平增收 1000 余元，户均增收
4000元以上。

同时，该县还引进蓝逸公司，依托大
河边霍曲吉祥牧场进行奶产品深加工。
该公司已投资200多万元在大河边建立了
规范化奶站和奶产品加工销售体系，彻底
改变了理塘县牦牛奶长期处于初生产、粗
加工的状况，为全县牦牛奶在“收集、加
工、销售、储运”方面探索出了一条畜产品
营销的新机制，将全县丰富的奶源转化为
商品，提高了奶产品附加值。

据了解，2016年，蓝逸公司收购加工
牦牛奶60余吨，仅牦牛奶购置实现牧民

增加销售收入80万元。通过加工包装销
售实现收入225万元，净收入达50万元，
按照公司盈利10%作为贫困户的扶持基
金的约定，牧民又增收5万元。带动集体
牧场增收80余万元，实现集体牧场户均
增收1200元，贫困户增收1500元。

通过龙头加工企业的引领，填补了
理塘县长期以来牧区牦牛奶标准化加
工、包装、销售等空白，初步形成了“公
司+基地+牧户”的生产模式，解决集体牧
场和周边牧户牦牛奶销售后顾之忧，确
保鲜奶及时收购加工，增加了当地牧民
群众的收入。

牧旅结合
持续增加牧民收入

理塘县奔戈乡卡灰村地处国道 318
沿线，牧民群众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畜
牧业。2015 年，卡灰村按照“牧旅结合、
产业相融”的发展思路，依托现代畜牧业
重点县为基础，整合涉农资金项目，组织
村民出资出物组建成立了“理塘县霍曲
吉祥牧场专业合作社”，入社会员覆盖卡
灰村 157 户牧民 1112 人，打造牧旅结合
示范点。

同时，霍曲吉祥牧场充分利用地理
优势，把集体牧场和旅游观光有机结合
起来，激活了产业内生动力。目前，霍曲
吉祥牧场已建成人工饲草地3000亩，现
代家庭牧家乐12户、黑帐篷体验中心以
及雪域鱼庄、藏餐等餐饮娱乐业。主要
集“现代畜牧业、特色餐饮、游牧生产生
活体验、产品展销、观光摄影、休闲娱乐”
为一体的新的产业链条新模式。

2016年霍曲吉祥牧场实现草业收入3
万元、特色餐饮和休闲娱乐外包出租22万
元、民居接待7万元，实现了贫困户户均增
收2000元，非贫困户户均增收1000元。

成立集体牧场，引进龙头企业，实施牧旅结合，探索增收致富途径，理塘新型
牦牛产业——

“点亮”牧民脱贫奔康新希望
近年来，理塘县成

立集体牧场，引进龙头企
业，探索牧旅结合，依托牦
牛产业的创新发展，“点
亮”了全县农牧民增收脱
贫的“新曙光”。

理塘县平均海拔4300
米，是全国120个、四川省
10个、甘孜州5个纯牧业县
之一，畜牧业是该县农业和
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特
色产业，养殖数量最多的是
牦牛。但落后的生产生活
方式阻碍了畜牧业发展，转
变传统牦牛生产经营方式
已迫在眉睫。

经过充分调研，该县
以“高原牦牛”为突破口，
在征求农牧民群众意见
后，试点示范建设现代集
体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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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齐，泰山移。古往今来，

任何宏伟的事业都难以靠哪一个

方面、某一个群体单独完成，如今

的“头等大事”脱贫攻坚亦是如

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全社

会要继续共同努力，形成扶贫开发

工作强大合力。四川是一个多民

族人口大省，让9000万各族群众

过上好日子是各级党委、也是全社

会的共同责任。当前，脱贫攻坚

“春季攻势”正如火如荼展开，在这

条战线上，我们要集结、动员起最

广泛的力量，合力啃下“硬骨头”，

将胜利的旗帜插上最险要的山头。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中国

自古有之，正所谓“单丝不成线，独

木不成林”。从先秦《周礼》的“荒

政十二策”，到南宋的《救荒活民

书》，再到清代的《荒政辑要》，都记

载了先辈丰富的扶贫经验。在扶

贫方式上，古人在官府主导的同

时，非常注重调动全社会的力量。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把自己

积攒下的家财拿出来，在家乡苏州

郊外的吴、长两县购买土地近千

亩，以地力所得救济当地的穷人，

使他们“日有食，岁有衣”。南宋慈

善家刘宰，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私人粥局，救济穷困大众，其间

受其惠者，每日超过万人。

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

与扶贫脱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扶贫事业的一条成功经验，

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重要

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各级

党委政府、社会各界等率先开展

定点扶贫，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

贫困地区结对扶贫协作，对推动

社会扶贫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

特别是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个

人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参与扶贫开

发，全社会扶贫日益显现出巨大

发展潜力。我们认识到，只有广

泛动员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

与，群策群力，才能汇聚各种资源

要素，打好新时期脱贫攻坚战总

体战。目前来看，虽有广泛共识

和一致行动，但在局部地区，组织

动员全社会参与的广度、深度与

力度还不够，需要挖掘的空间和

潜力还很大，特别在汇聚合力上，

相关配套措施还显得很薄弱，以

至于把扶贫脱贫的“大合唱”搞成

了“独角戏”，这样的扶贫效果自

然大打折扣。

凝聚合力打赢脱贫攻坚战，需

要深刻认识脱贫攻坚的复杂性艰

巨性，充分意识到没有社会的广泛

参与，我们就难以赢得这场胜利。

一个健全的扶贫体系，必须在政

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建立起富有建

设性的互动关系。我们需要进一

步坚持政府引导，健全组织动员机

制，搭建社会参与平台，完善政策

支撑体系，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坚

持多元主体参与，充分发挥各类市

场主体、社会组织和爱心人士的作

用，多种形式推进。摒弃地域之

分、门户之见，打破“单兵作战”壁

垒，各司其职、分线作战，形成“协

同作战”的合力。这样才能充分发

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优势，促进

社会帮扶资源与精准扶贫有效对

接，也才能创新完善人人皆愿为、

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社会

扶贫参与机制。

众所周知，全社会扶贫是衡

量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

志。一个社会越是文明进步，可

能参与社会扶贫的范围、形式就

越多，效果就越好、越持久。经过

30多年实践探索，我国目前已在

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政府、市场、社

会三位一体的扶贫格局。在这个

格局里，社会扶贫不单单是捐点

钱、捐点物、提供一点政府扶贫资

金以外的补充那么简单，更重要

的是通过社会扶贫方式，构建起

社会各阶层参与脱贫攻坚的制度

机制。此外，促进社会各阶层的

情感沟通和理解，比单纯的物质

帮扶更加重要。社会扶贫本质是

奉献爱心和承担社会责任，所以

社会扶贫对贫困群众来说，显得

更平等、更易接受，可以起到情感

润滑剂的作用，这是公共机构、政

府扶贫所无法替代的。

凝聚合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还

需要进一步把互联网手段、互联网

思维融入其中。“互联网+”不仅是

扶贫方式，更是一种思维模式和工

作方法。2016年，“互联网+精准

扶贫”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

旨在响应国家《关于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决定》的号召，推动政府、企业

及社会各界通力合作，将互联网与

脱贫工作紧密结合，助力国家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这也是最时

尚的社会扶贫力量，构建了全新的

精准扶贫平台和渠道，以实现扶贫

脱贫的“乘数效应”。除此之外，社

会各界纷纷与扶贫相连相“+”，充

分体现了汇全国之力、聚各方之

财、集全民之智的“大扶贫格局”最

新形态，也让人民群众致富奔康的

步伐更自信、更从容。

形成各方参与的强大合力
——打好2017脱贫攻坚“春季攻势”（五）

本报讯（张德禧 文/图）“内地万亩的冬油
菜随处可见，春油菜不多见，道孚这样的万亩
春油菜基地目前在省内是最大的了，很期待7
月油菜开花时的美景。”日前，在观看了道孚县
G350线百公里休闲生态农业产业带后，省农科
院首席专家刘小俊感慨地说。

今年，按照我州提出打造高原特色农业产
业园的要求，道孚县以“集中力量建产业、集中
项目资金建产业、集中规模建产业、集中区域建
产业”的思路，在G350线打造了百公里休闲生
态农业产业带，全县油菜播种面积达20074亩。

道孚县协德乡土地资源丰富，全乡有
12000 多亩土地，而且集中连片。以前种青
稞，亩产400斤左右，但青稞销售市场有限、土
地产值不高，去年部分农户试种了油菜，油菜
的收入却比青稞每亩多500余元。为切实提
高群众收入、助推精准脱贫，目前全乡共有
400多农户在9753亩土地上种植油菜。

县农牧科技局局长邓孜罗布说：“我们聘请
了省州农业专家进行技术指导，按照统一耕地、
统一播种、统一测土配方施肥、统一病虫害防
治、统一收割、统一销售的六个统一，将播种技
术、田间管理的知识教授给每位村干部，与成都
市润康油脂公司确定了每公斤6元的保底价并
按照市场浮动定价收购干菜籽的销售协议，解
决了销售之忧。”

四川最大春油菜基地落户道孚

乡城县

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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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县政府办）近年来，
乡城县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产
业为依托，积极立足农业主导产
业，始终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
原则，全力引导推动农民专业合
作社规范发展。

该县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协调指导工作，主动提供政策、技
术、信息等服务。开展标准化、规
模化生产，市场化销售，实现产业
化经营。开展无公害农产品、绿
色或有机食品认证，创建专业合
作社自主品牌，注册产品商标，提
升发展专业合作社。

加强培训，提高专业管理人
员、技术人员、农产品经纪人的业
务素质，全面提高合作社经营管理
和服务水平；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宣
传典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引领农
业结构调整，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所
发挥的重要作用，营造农民专业合
作社建设的良好氛围。同时，培育
和发展一批专业合作社典型，推动
全县专业合作社向更高层次发
展。将发展专业合作社与扶贫项
目等结合起来，积极包装，争取政
策、项目、资金，加大投入，促进专
业合作社发展壮大。

本报讯（拥基拉姆）日前，色达县
扶贫专项工作组深入2017年预贫困
摘帽村，实地检查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贯彻落实情况，进一步查找短板和不
足，集中力量打好脱贫攻坚战。

在对2016年已脱贫村脱贫户
及2017年预摘帽贫困村的住房、
饮水、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进行
了“回头看”后，工作组要求各部
门、各乡镇要对照脱贫攻坚工作
的任务要求和标准进行再提升、
再改进，要将解决好群众长期不
能解决的突出问题和经济社会发
展作为纵深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

目标牵引和问题导向，因地制宜、
因户施策，使帮扶措施更加精准
更加有效。同时，切实发挥好政
策、资金、项目的统筹作用，加强
扶贫工作的考核、审计和督查。

据悉，此次调研涉及 17 个乡
镇 25 个预摘帽贫困村、389 个项
目、625户、2494人，各部门将针对
查找出的不足和短板，拟定解决
困难的办法措施，下步，该县还将
组织相关部门负责人采取现场办
公的方式，深入43个贫困村开展
实地走访，确保群众期盼解决的
问题在一线得到解决。

色达县

进村督查补齐精准扶贫短板

村民正在耕作。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