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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墨重彩绘锦绣
——理塘县推进城乡提升战略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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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斌

行走在理塘县城宽敞的街道上，记者发
现理塘县城变了，县城建成区面积达6.35平
方公里；理塘美了，康南中心城市地位进一
步凸显。

挥洒大手笔
城市面貌展新颜

县城面积从4.6平方公里到6.35平方公
里；县城人口从原来的2万到现在的4.3万，
三年内全县铺设城市供排水管网达90公里，
打造城乡风貌近9万平方米，完成强弱电改
造 20.5 公里；同时，全县突出“特色人居”理
念，建成了康南商业广场、格萨尔王避险健
身广场、仁康古街等。透过这些数据，理塘
县城可谓是一年一个大变化，变得出新出
彩，变得让市民心花怒放。

街道更加干净整洁、绿化美化成效更加
显著、广场也变得瑞丽祥和；华灯初上，各式
街灯把县城装扮得五彩斑斓、流光溢彩，宛
若童话中的不夜城，整个县城变得靓丽、时
尚，充满活力。“咱们县城这几年的变化真大
呀！”走在理塘县城的大街小巷，经常可以听
到市民发出这样的感叹，生活在县城的群众
普遍感觉“幸福指数”有了大幅提升。

格萨尔王避险健身广场上，每晚来此跳舞
的人络绎不绝。笑意写在每个人的脸上，激情
荡漾在人们的心中，退休干部冲珍带领大家在
这里跳起广场舞。她告诉记者，这里恍若都
市，霓虹闪烁的街灯，先进的交通设施设备等
应有尽有，在大城市才能见到的洒水车、垃圾
车、公交车等，在这儿却算不上新鲜。现在，大
家的生活越过越好，生活环境也越来越美，上
街购物、交通出行、休闲娱乐都更加方便。

去年，冲珍有幸被聘为该县卫生监督
员。谈及县城的环境卫生，她向记者介绍，以
前理塘县城白天是“灰城”，晚上是“狗城”，空

中全是“蜘蛛网”，街道破烂不堪、垃圾成堆，
遇风灰尘满天，垃圾袋乱飞，环境卫生成为沉
疴顽疾，严重影响县城形象。自从有了卫生
监督员和环卫工人，城市街道干净整洁、街道
两旁绿树成荫、城区环境变靓变美了。

据了解，这几年，理塘县本着“以民为
本”的城建理念，从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提升
城市品位、增强吸纳功能入手，强力推进城
市建设。抓好环境卫生：统筹社会各方力
量，聘请卫生监督员，常态化督查环境卫生，
确保城市净化、绿化和美化；抓城市建设：本
着“三分建、七分管”的理念，按照“五统一”
标准，完成了城市风貌打造、城市道路改造、
交通设施建设，并积极探索市政基础设施管
理新办法，让城市变得更加漂亮，让群众住
得安心舒适。

该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局长杨勇
说：“在城市建设方面，我们比‘大’比不过别
人，比‘洋’比不过别人，但比‘特’还是有一
定的优势。”该县围绕城乡提升战略，以传统
藏文化为载体，全面推进特色城市建设，真
正把“小城市”打造成一张独特魅力、富含
特色文化、富集人气商机的“大名片”

谋划大格局
乡村彰显新魅力

绿草茵茵、牛羊成群、清新的空气、暖暖
的阳光，高原处处透着春天的气息。走进理
塘县甲洼镇俄曲村，记者看到，曾经的泥泞
小道变成了宽敞的水泥路，家家户户炊烟袅
袅，院内清洁靓丽。

“如今农村的环境好了、生活条件好了、
民族特色浓了，只要有时间，县城的人都愿
意到我们乡下来玩。”在一座藏房前，村民四
郎拉措向记者自豪地说。

据四郎拉措介绍，以前的藏式土坯房，
居住条件相当简陋。通过改厨、改厕、改圈
……，旧房换新貌、房内干净了、明亮了，现

在，她家的生活条件好了许多，舒适的居住
环境让村民们欣喜不已。

近几年，理塘县以中心城市建设为中心，
从县上辐射到乡镇和村寨，加大资金投入，着
力改善民生，大力实施乡村风貌改造和“五改
三建”工程，加大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如今，走
进理塘的村寨，一幢幢独具藏族特色的民居
依山而建，宽敞的院子里干净整洁。

据了解，这几年，理塘县按照“东控、西
拓、北优、南扩”的规划思路，先后完善城乡规
划编制7项，推进国道318、227沿线四线一镇
风情小镇及12个美丽村寨规划编制。同时，
已完成《甲洼镇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完
成甲洼彩虹广场、甲洼党群服务中心等项目
建设，建立了甲洼旅游合作社。据县住房和
城乡规划建设局副局长杨春花介绍，全县以
县城为中心，打造‘一纵三横’的市政道路、勾
画出城市发展的整体轮廓；同时，大力实施城
乡提升战略，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进一步提升
了广大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过去，我县着力突出藏文化特色和地
域特色，积极打造城乡风貌，构筑业态支撑，
提升城镇规划水平、配套能力、承载能力、吸
附能力、风貌特色、管养水平和文明素养，切
实做强县城、做优乡镇、做美村寨；现在，我
们将继续细化城乡提升战略总体方案，细化
城乡环境‘乱象’大整治、城乡建设大提升、
城乡管理大提高、城乡规划大完善四大工程
实施方案，全力加快推进城乡提升战略工
作，努力建设‘康南中心城市、创理塘特色人
居’。”理塘县政府副县长阿丹表示。

近年来，理塘县以敢为人先的勇气和胆
魄，大手笔、大气魄扩街盖楼、美化城市环
境、完善基础设施……城乡建设佳作叠出，
亮点频现，城镇综合功能日臻完备，老百姓
居住条件不断提升。

在谈到做美城乡时郑显峰说，理塘
将按照城乡面貌“一年一个样、两年大
变样、三年展新貌”的工作要求，建立健
全“1+4+3”工作机制（1个城乡提升战
略总体方案，细化城乡环境“乱象”大整
治、城乡建设大提升、城乡管理大提高、
城乡规划大完善四个实施方案，签订责
任书、安排时间表、布置作战图三个保
障措施），加快推进城乡面貌大提升。
做强县城。以“三创”（创建省级卫生城
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创建4A级旅游
景区）为抓手，围绕打造“魅力县城”，注
重历史文化的发掘，注重文化遗产传承
与保护，打造自身特色鲜明的城市景
观，进一步完善城乡结合部的水、电、
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城
市垃圾、污水处理等市政设施建设。加
强城镇综合执法、园林养护、城市环卫

三支队伍建设。推进城市综合执法改
革，健全网格化、信息化、标准化管理，
理顺管理机制，充实执法队伍，力争在
高城镇建立高城社区、格聂社区等4个
社区，做到管理和服务并重，规范和优
化并行。继续开展“九子一线”乱象治
理。做优乡镇。把乡镇作为服务农牧
区的重要纽带，加快构建中心镇、重点
镇、一般乡镇功能互补，形成梯度发展
格局，重点打造G318、G227公路沿线乡
镇，完成喇嘛垭乡的撤乡建镇。做美村
寨。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建成幸福美
丽新村 40 个，形成“布局形态美、村舍
院落美、生产生活美、村容村貌美、乡风
行为美”的美丽村寨。加快传统村落保
护。启动德西一、二、三村，车马村，查
卡村5个传统村落保护提升工作。

“我们将全力推进绿色发展，努力

构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郑显峰说，
理塘县将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推进绿
色发展建设美丽四川的决定》和《关于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甘孜的决
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严格落实森林生态效益补
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实
施好天保工程、新一轮退耕还林工
程。强化植被恢复、水土流失和沙化
治理工作。推进人工营造林 7000 亩，
道路绿化 107 公里，城镇庭院绿化 80
亩。加大农牧区污染防治和集中饮用
水源地保护力度。加强城乡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管理，提升城
乡环境质量。加强矿山、水电、交通等
领域环境整治。依法规范砂场管理，
扎实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严格执
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本报记者 刘小兵

今年26岁的昂洛让出生于雅江县的一个普通
农村家庭，大学毕业不到三年的他已经拥有令人羡
慕的事业——在理塘县经营着全县唯一一家包含
洗浴、游泳、健身、休闲、餐饮、棋牌等业务的综合性
温泉山庄，年利润达30万元左右。

说起自己的成功，昂洛让坦言：“没有理塘县委
政府的支持和鼓励就没有自己的今天。”他回忆说，
由于资金有限，自己和合伙人当初只打算开一个简
单的温泉洗浴中心，但是理塘县委、政府知道他们
是外来大学生创业者之后，主动表示愿意支持他们
打造理塘温泉开发的行业标杆，并为他们提供了80
万元的贴息贷款和数万元的大学生创业补贴，随后
又在税费和宣传及技能培训上给予了诸多帮助。

理塘县大力鼓励、支持昂洛让创业的背景正是
该县正在大力实施的人才支撑战略。

由于自然、气候条件恶劣和社会经济发展落后，
理塘县长期面临人才队伍量少质弱且留不住更引不
进的困境。该县人社局局长格桑卓玛介绍说：该县
人口超过7万，其教育系统只有832人，小学师生比
为1：12.4，初中师生比为1：14.12，幼儿园师生比为1：
19.03；从教师队伍的学历结构上看，研究生只有1
名、本科生只有244名、大专生464名、有109人是中
专及以下学历。该县医疗服务对象约为7.02万人，
但是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只有325名，其中只有9人为
高级职称。该县农牧系统专业技术人员只有55人。
另外，该县在近年的公招考试中，每年都有不少岗位
的报名人数达不到开考比例；人到岗后，试用期未完
就主动辞职的也不少，全县申请外调或辞职的在岗
公职人员数量也排在全州各县前列。

人是第一生产要素，人才是关键生产力。2016年
以来，理塘县委、县政政深刻认识到，制约全县发展的
瓶颈主要是人才匮乏，果断在州委“六大战略”的基础
上提出了“人才支撑”战略，并将其作为强县之基。

目前，该县已初步形成了以人才培育、人才引
进、人才激励为主要抓手，以用好现有人才、招引急

需高端人才、培育选拔本地人才为基本思路的人才
支撑战略实施体系，并取得了初步成果。

在人才培育方面，该县落实了200万元干部培
训专项经费、500万元公益性岗位人才开发资金、200
万元人才交流历练资金。去年，该县对全县300余名
副科级以上干部进行了为期的一周的集中轮训，选
派了300余名党政企事业干部外出培训，对该县农牧
和科技局83人进行了专业技术培训，面向167名群
众开展了唐卡、石刻、陶器加工等民族民间技能培
训，面向214名群众开展了建筑、民居接待、种养殖等
农牧区实用技术培训，面向全县待业大学生开展了
旅游从业培训，面向84名群众开展了创业培训。

在人才引进方面，该县制定《理塘县“百千万康
巴英才工程”安家补助发放暂行办法》。去年，该县
引进高端技术人才9名。目前正在进一步细化人
才吸引方案，准备依托援藏政策推行柔性引进策略
——短期性引入援藏人才，以达到解决迫切问题和
教授已有人才的目的。

在人才激励方面，该县已经落实500万元的人
才激励专项经费，并决定从去年 5 月开始对在卫
生、农牧一线服务满30年的工作人员一次性奖励1
万元，对卫生系统获得中级职称和高级职称的工作
人员分别奖励3000元和5000元。另外，去年该县
还拨付了6万元“康巴英才”工作奖励激励金。今
年3月，该县还在全县人才支撑战略推进会上公开
表彰奖励了7名优秀人才。

此外，理塘还正在申报康南实训基地建设项
目、技能大师工作室创建项目和英才创业示范项
目。康南实训基地建成后，可以面向全县群众开展
多项技能培训，技能大师工作室旨在打造一支高水
准的民间工艺技术人才队伍，英才创业示范项目主
要是通过创业孵化，鼓励自主创业。

格桑卓玛表示，由于客观条件和县级政府的权限
限制，理塘实施人才支撑战略的见效速度不会很快，
但是该县会尽量落实对人才的各项优惠政策，让大家
感受到理塘爱才、惜才的热切和引才、育才的真诚，尽
快在全县形成拴心留人、人尽其才的良好氛围。

拴心留人 人尽其才
——理塘大力实施人才支撑战略

因为海拔高，使这里享有世界高城的美
誉；因为奔腾的骏马和著名的赛马会，让这
片中国最美草原蜚声海内外。四月的毛垭
草原，一阵急促的春雨后，绿色喷薄而出。
干净整洁的街道，四通八达的城市和乡村道
路，以及不断“长大”的高城和越来越旺的人
气，都让这座草原上的城市，散发着让人心
醉的芬芳。在下木拉乡，春耕已经接近尾
声，但该乡上马岩村的村民正在村党支部的
引领下，忙着种植黑木耳，携手迈向奔康
路。在玛吉阿咪花园农庄，新鲜时令的蔬
菜，让人忘记了自己身处高原。辽阔的草原
上，“康藏之窗·圣地理塘”正在用自己的声
音，讲述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本报记者 周华 陈斌 刘小兵
见习记者 金鑫

“理塘县委把推进大讨论活动作为全县
的一项政治任务，围绕中央、省委、州委决
策，立足理塘1337总体工作思路和构建‘四
个一流’目标，务实担当、敬业奉献、求实创
新，创造性地开展大讨论、脱贫攻坚、维护稳
定和改善民生等工作，努力构建‘康南第一、
全州一流’的中心城市。”理塘县委书记格勒
多吉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该县突出教育
抓素质，努力打造一流班子队伍；突出支撑
抓作风，努力打造一流干部作风，抓人才支
撑、抓作风建设、抓党建引领。按照县委提
出的党建引领脱贫攻坚、党建引领反分维
稳、党建引领产业发展要求，围绕“建强一个
支部、维护一方稳定、培育一个产业、造福一
方百姓”主题，整合建立联合党总支（支部），
推行乡镇党委、政府机关“三办一中心”（党
政综合办公室、脱贫攻坚办公室、依法治理
办公室、便民服务中心）建设，推行“三亮一
升”（“亮党徽、亮工作证、亮党支部吊牌，每
周一升国旗”）活动，努力建设藏区党建工作
示范县。

做实党建工作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提升素质

格勒多吉介绍说，该县以县委
“1337”总体工作思路为统领，围绕
“两不愁、三保障、四个好”标准和
要求，今年重点锁定37个贫困村，
1214户贫困户，5318人贫困人口脱
贫任务，突出 1234（一心、两带、三
园区、四基地）发展战略与产业空
间布局。抓旅游。坚持“一山一河
一古镇”总体布局，率先打造“一城
两路”（理塘古镇 4A 景区申报、
G318、G227）和格聂山旅游开发建
设，力争三到五年完成省级卫生城
市、省级文明城市创建。现已完成
并通过勒通古镇4A景区景观资源
评审省评工作。抓现代生态农牧
业、商贸物流业和生态能源业。建
设濯桑现代生态农业园，流转土地
2000 亩，建设高原育苗新品种和

“创新、创业”基地，打造农旅观光
和体验区；建设圣地农庄服务区，
流转土地 5000 亩，建设原种薯基
地、高原萝卜研究中心和中藏药材
种植基地，带动拉波、濯桑、君坝、
下坝四个片区涉及16乡镇种植共
5万亩的优质马铃薯、水果萝卜和
中藏药材；建设甲洼绿色蔬菜基地
（玛吉阿咪花园农庄），流转土地
500 亩，建成蔬菜育种和冬季蔬菜
基地，形成甲洼及周边五个乡镇的
绿色高原蔬菜种植区。抓现代畜
牧业。建设集体牧场，流转百万亩
草地，建设藏坝集体牧场等10个高
级合作社，集体养殖牦牛和藏系绵
羊，重点对藏坝乡集体牧场进行提
档升级；建设牦牛原种保护和繁育

基地，在曲登乡流转3000亩草地，
建设牦牛原种场，为全县集体牧场
提供优良品种；建设禾尼藏系绵羊
繁育基地，在禾尼乡流转1000亩草
地，建设藏系绵羊原种场，为全县
集体牧场、养殖大户提供良种羊；
建设牧旅示范点“吉祥牧场”，引进
蓝逸公司共同打造大河边“吉祥牧
场”。推进生态农牧加工业。建设
康南畜产品加工基地，着力打造本
土牦牛肉、绵羊肉和藏香猪等特色
畜产品品牌；建设理塘牦牛绒加工
厂和理塘牦牛奶加工厂。有序发
展优势矿产业。坚持“开发与保护
并重”的原则，依法有序开发日乃
金矿、伊津金矿、阿加隆洼金矿，促
进群众就业增收。抓重点项目的
申报、储备、开工建设，积极探索推
广PPP模式，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投
资实体经济。突出理塘康南中心
城市地位，优化“城东新区、城南新
村、城西工业园区、城北千户藏寨”
的城市功能布局，进一步完善城市
配套服务设施，打造特色鲜明的城
市景观；围绕“山植树、路种花、河
变湖（湿地）”要求，开展“每个理塘
人每年种活一棵树”活动，确保县
城绿化面积达到 40%以上，实施
G318、G227（理塘段）公路沿线“河
变湖（湿地）”和植树种花工程，推
进理塘湖湿地公园（查玛日东水
库）建设，促进生态资源优势向生
态产业和生态经济优势转化，构建

“山顶戴帽子、山腰挣票子、山下饱
肚子”的立体生态格局。

创造一流业绩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力促发展
理塘县委副书记、县长郑显峰告诉记者，近年

来理塘县坚决贯彻落实中央“五大发展理念”和州
委“六大战略”，全县上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
遇，创新作为，自加压力，提出了增加“人才支撑”
战略的“七大战略”。全县将聚焦“村退出户脱贫”
目标，全力开展脱贫奔康大攻坚；突出“建”“管”

“治”三个关键，全力落实依法治县大治理；围绕
“一二三”产业融合，强力实施产业富民大融合；以
交通先行为骨架，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大改善；锁定

“做强、做优、做美”目标，加快推动城乡面貌大提
升；突出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实现绿色发展大
创建；找准自身差距短板，强化人才支撑战略。

力推“七大战略”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自加压力

推进绿色发展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做美城乡

圣地理塘

理塘县城风貌。 （理宣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