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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冯兴华）近日，四川藏区
电子商务精准扶贫发展大会在康定
举办，成都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和我州
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成都京东世纪和四
川苏宁云商将重点在工业品下乡与
农产品进城、支持网上打造我州“圣
洁甘孜”品牌、电商扶贫、推进我州
实体商业互联网转型、推动我州农
村电子商务发展等方面加强与我州
合作；为进一步推进 O2O 实体零售
商业体验中心扩大发展，未来 3 年

将在全州新增直营店，发展加盟店
或代理点，发展建立农村电商推广
联络站；加强协作，共同建设甘孜互
联网+城市发展名片。

“协议的签订，将带动全州产业
转型升级和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
同时，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民族地区
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改善农牧民生
产生活条件，帮助农牧民脱贫致富。”
州商务投促局相关负责人说。

当天，还举行了我州高原食材美
食荟暨首届雅江松茸网络购物节，现
场交易4566.52万元。

电商大会搭台

京东苏宁携手我州共发展

经济 资讯

本报讯（李超）近日，笔者从康定市财
政局获悉，该市已对全市建档立卡2987户
贫困户全部授信，享有扶贫小额贷款731
户3290人，贷款规模达3242.2万元，及时
解决了贫困户产业发展资金短缺问题。

今年以来，该市通过信用体系和
风险防控体系建设，以扶贫小额信贷
分险基金为保障，撬动金融投入贫困
地区和贫困户。为简化审批发放流
程，全市三家承贷银行派员深入市内

59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及众多有建档
立卡贫困户的非贫困村，上门问需，
为贫困户送上优质的金融服务。

据悉，扶贫小额信贷主要用于发
展产业，能促进贫困户增加收入、改
善生产生活条件和提高自我发展能
力的项目，包括农村特色种养业，乡
村旅游业等服务业，销售、收购等工
商业，以解决有意愿、有能力的贫困
户通过贷款实现自我发展。

金融精准扶贫到农家

康定“贷”动群众摘“穷帽”

29

砥
砺
奋
进
的
甘
孜
这

年

以
优
异
成
绩
迎
接
党
的
十
九
大
胜
利
召
开

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

5

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
■县委中心报道组 余应琼 文/图

“大家再加把劲哦，早点把公路堡
坎砌好，就可以平整路面了。”7 月 25
日，在甘孜县城前往扎科乡的甘扎路
上，修砌路基的工人们头顶烈日，挥汗
如雨，一台台工程机械或是挥舞着长
臂，或是平整着地面，热火朝天的建设
场面随处可见。

扎科乡村落比较分散，幅员面积490
平方公里，是半农半牧乡，乡政府距甘孜
县城68公里。扎科乡辖15个行政村、697
户、3233人。全乡有8个贫困村，贫困户
244户835人。过去，因为这里的交通闭
塞，村民的农产品和畜产品卖不上价。

扎科乡并不是没有路，只是那条路
修建于上世纪90年代，是一条泥巴路。

“一辆崭新的摩托车只能用两
年。”“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用这
样的词语来形容扎科乡农牧民群众过
去的出行条件一点也不为过。

如今，还是在这里，虽然蜿蜒的山
路依旧崎岖不平，但这里每位村民的
脸上都流露出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
往。因为，一条通达扎科乡的油路已
于今年4月7日开工修建。

“路修好后，牛羊的价格也能随行
就市了。”当地群众说。

“以后这里的路修好了，我们赚钱的
门路也就更多了，还怕不能脱贫哇？”说到
正在修建的公路，家住扎科乡查多村的村
民昂多吉的情绪瞬间便高涨起来。原来，
昂多吉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儿子参加了
县上举办的摩托车维修技能培训，打算今

年脱贫后，靠技术找个好点的营生。
担任甘扎路施工的是中铁一局四

公司，甘扎路项目经理张文清介绍，该
项目的设计工期是18个月，合同工期
仅 8 个月。原本该是明年 9 月底完成
的工程提前到今年年底完成，工期缩
短了10个月，加之高原施工时间短，工
程建设时间尤为紧迫。

为了确保在今年年底完成项目主
体工程建设，项目部增加了设备和人
员，投入32台挖掘机，9装载机台，工人
增加到340余人。项目建设倒排工期，
并每天排查，实时调整措施。

在汛期来临之前，项目组未雨绸缪，
开展了防洪应急演练和防边坡滑塌应急
演练。据了解，施工线路范围内有65处
滑坡点，由于前段时间的强降雨，滑坡点
增加至上百处，对施工安全和材料运输带
来一定的影响。截至目前，工程建设已全
部完成路基挖方和路基填方；防护工程完
成工程总量的84%；涵洞工程完成85道，
占设计110道的78% ；路面砂砾垫层完
成75350平方米；水泥稳定碎石基层完成
18900平方米；沥青拌合站已建成投产，
预计8月下旬即可开始面层的施工。

“今年，甘孜县将建设通村通畅
505.88公里，其中，通乡油路88.69公里，通
村通畅工程505.88公里。”据县交通运输
局负责人汪双江介绍，甘扎路建设项目是
甘孜县通向扎科乡和达通玛片区的交通
要道，全长70公里，总投资1.6亿元。该项
目竣工后，将彻底破解达通玛片区、扎科乡
群众出行难问题，惠及4乡1镇农牧民群
众，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加快发展。

精心修筑脱贫奔康路
——甘孜县通村通畅工程建设现场见闻

本报讯（尹东云）为加快脱贫
奔康步伐，今年以来，色达县运用

“互联网+”，建立起脱贫攻坚多媒
体信息发布系统。

据了解，该指挥体系采用网络
传输终端控制的方式与全县17个
乡（镇）联网，承载远程指挥、资料
汇总、信息共享等功能。整个系统
绘制了全县 134 个行政村的基本
信息，实行动态管理，实时更新脱
贫村信息的方法，编制了 89 个脱
贫村的脱贫攻坚任务、完成情况、
序时进度、特色做法等信息，足不

出户就能了解到各个贫困村、摘帽
村、在建村的信息情况和经验做
法，既方便了县委、县政府宏观调
控指挥，又方便了基层一线借鉴学
习共同促进。

打开指挥体系，一张脱贫攻坚
作战图醒目地展现在眼前，全县
134个行政村，贫困村、非贫困村标
注得清清楚楚，同步奔康脱贫计划
按时间年份规划一目了然，贫困信
息记录完整准确，脱贫措施因地制
宜一一对应，贫困村退出、人口脱
贫资料精确到村、到户、到人，让人

一图读懂全县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点击各乡镇图标，从 2016 年

到2020年脱贫攻坚战略布局罗列
精细，环环紧扣，分别从基本情况、
组织保障、数据精准等六个方面，
直观立体地展示了全县脱贫攻坚
工作开展情况，做到目标任务明
确，责任分工清晰明了。

根据指挥体系信息，笔者在该
县大则乡厚门村看到，作为今年的
脱贫摘帽村，全村37户贫困户，今
年扶贫建设项目有7个，在扶贫易
地搬迁项目建设现场，施工队正在

进行紧张施工，房屋主体已基本完
成，与指挥体系信息精准一致。

在旭日乡，笔者随意要了一个
贫困户姓名输入该乡脱贫攻坚微
信公众号，按照信息记录来到了旭
日村的贫困户罗则家，一进门罗则
就高兴地迎了上来，他的笑脸与微
信上登录的照片一模一样，家庭成
员、房屋建设等信息准确无误。

一张张照片、一组组数据……
精准详细的资料记录，让人惊叹，
也突显了色达县下足脱贫奔康“绣
花功”的信心和决心。

资料精准记录 查看一目了然
色达县构建脱贫攻坚多媒体信息发布系统

近日，理塘县濯桑现代生态农业双创中心，理
塘县康藏阳光农牧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海拔
3600 米的露天土地上用智能监测系统种植蔬菜。
据了解，这套智能监测系统主要监测土壤EC值、空
气温湿度、光照度，用于指导施肥和浇水。图为正
在作业的智能监测系统。

（县委中心报道组 叶强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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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锤正在拓宽路基。

挖掘机路面施工。

■拓兆兵

前不久，中央对甘肃祁连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问题整改不力给予了
通报批评。通报从违法采矿、违建电
站、偷排偷放、整改不力 4 个方面指
出了存在的问题，并指出上述问题的
产生虽然有体制、机制、政策等方面
的原因，但根子上还是当地思想认识
有偏差，不作为、不担当、不碰硬，对
党中央决策部署没有真正抓好落实。

上述通报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在
一些地方，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此
类事件不时发生且整改不力，思想认识
偏差是很重要的原因，以至于没有正确
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在倡导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当下，相
关思想认识偏差必须克服。

首先，不正确的“靠山吃山”给我
们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靠山吃
山、靠水吃水”是一句俗语，说的是人
对资源禀赋的依赖，代表了中国人的
传统生存观。但进入工业化时代以
来，在人口增长压力及发展方式粗放
的影响下，一些不正确的“靠山吃山”
做法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呈
现出过度开发资源的趋势，严重破坏
了生态环境。尽管大多数地方都提
出了“合理开发”“在保护中开发”等
口号，也出台了相关管理规定，但在
具体实施中，仍表现出违规开发的非
理性利用状态。在获得短期利益后，
相关地方陷入了“越穷越挖，越挖越
穷”的恶性循环，不仅资源枯竭经济
难以维系，生态环境也急剧恶化，甚
至导致人类无法生存，遭到了自然对

人类的无情惩罚。
其次，“封山育林”给我们带来

了宝贵的经验。近些年来，国家相
继实施了“退耕还林”“生态移民”
等一系列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政
策，一些地方还采取了封山禁牧等
措施。这些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
果，植被覆盖率普遍大幅度提高，
局部气候明显改善，自然灾害有所
减少，动植物种类明显增加，居民
生活生产环境大幅度改善，相关地
区干部群众亲身体会到了生态环
境的重要性。

再次，“绿水青山”已经凸显协调
发展的良好效应。近年来，随着国家
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力度的进一步加
大，绿色发展不仅凸显了生态效应，也
凸显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生态
修复地区，农民不再挖山垦荒，而是发
展起“草畜产业”“林下经济”“旅游经
济”等，这些产业既增加了农民收入，
也增加了植被面积，带来了区域气候
的改善。如今，有西部很多城市打出
了“碧水蓝天”宜居牌，群众幸福感大
幅度提升。

事实证明，资源依赖路径是不可
持续发展的，一些地方要切实认识到

“靠山吃山”不是把山“吃掉”，自觉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
展理念，坚决摒弃破坏生态环境的发
展模式，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到创新驱
动上来。

“靠山吃山”不是把山“吃掉”
在人口增长压力及发展方式粗放的影响下，一些不正确的“靠山

吃山”做法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呈现出过度开发资源的趋
势，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各地应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绿色发展理念，坚决摒弃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

（紧接第一版）一以贯之推动中
央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决策部署在我
省落地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具
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我们必须对
当前的生态状况和环境问题保持清
醒认识。当前环境问题的形成，受到
历史遗留、生态脆弱、地质灾害以及
工作不到位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解决
起来不会一蹴而就，不可能毕其功于
一役，有些问题还可能反弹和反复，
必须做好打持久战、攻坚战的准备。

开展环保督察，目的就是为了查找
问题、改进工作。一方面，要实事求是，
真心实意，以强烈的责任担当自觉接受
中央环保督察；一方面，要坚持以问题
为导向，动真碰硬，边督边改，进一步聚
焦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发现的问题、聚
焦挂牌督办的问题、聚焦群众反映强烈

的问题、聚焦各方面关注的问题，采取
措施、加大力度，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
项整改，补齐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
保护存在的短板。要通过中央环保督
察，借势借力推动全省上下对新发展理
念的认识再深化，对推进绿色发展、建
设美丽四川的措施再完善，对落实中央
和省委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力度
再加大，整体推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
绿色发展再上新台阶。

巴山蜀水只有在绿色装点下才
会更加美丽。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
认真接受中央环保督察，动真碰硬抓
好问题整改，整体提升全省生态文明
建设工作水平，加快建设美丽繁荣和
谐四川，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

提高政治站位深化认识
坚持问题导向边督边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