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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县筑牢脱贫攻坚组织基础
本报讯（县委中心报道

组 王永霞 张成江）甘孜县
切实把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
神贯穿于组织工作的全过
程，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把组织资源转化
为发展资源，把组织活力转
化为发展活力，凝聚起广大
基层党员的思想共识，为推
动脱贫攻坚、筑牢基层基础
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深入实施“思想政治建设”
工程，筑牢引领事业的先锋。
持续以“两学一做”常态化、制
度化为抓手，以推广基层党建

“三个四”工作模式为载体，把
学深悟透省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坚持以党章党规来规范约束党
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行为，并以
此武装全县各级领导班子，发
挥好领导班子的核心引领和带
头模范作用，带领全县各级党
组织苦干实干巧干，确保省十
一次党代会精神在甘孜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深入实施“干部能力素质
提升”工程，筑牢攻坚事业的砥
柱。贯彻落实省十一次党代会
精神，关键在干部，核心在提升
各级干部能力素质，努力建成
一支政治合格、能担当善作为

的干部队伍。该县加力推进
“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工程”，对
各级党员干部进行系统性、菜
单式的培训提能、顶岗锻炼；必
须多渠道发现干部，不断拓宽
选人用人范围，优化干部评价
使用机制，注重在“五个一线”
发现使用干部；严标准管理干
部，坚持抓早、抓小、抓预防，不
断提高党员干部的“免疫力”和

“抵抗力”。
深入实施“固本强基”工

程，筑牢发展事业的堡垒。围
绕脱贫攻坚、改善民生和维护
稳定“三大主战场”，为基层党
员干部发挥作用搭建平台，切
实发挥好基层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切实强化基层组织
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引领
广大党员争当“示范、维稳、亮
剑、脱贫、服务”五大先锋，排
查化解矛盾纠纷500余件、为
群众办好事千余件、教育培训
农牧民群众4万人次；持续用
力“五个一帮扶”，实施“党员
精准扶贫示范工程”，加力培
养培育农村致富带头人和村
集体经济，建成投产42个示范
项目，带动137户贫困群众参
与，帮带示范和经济效益初步
显现，确保了党建促脱贫攻坚
取得新成效。

本报讯（闻讯）省委书记
王东明强调：“选调生工作是
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对
四川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期，我州以建立选调生后
备干部库为平台，紧紧围绕
补脑子、串链子、压担子、选
苗子、搭台子五项举措，扎实
推进选调生队伍建设。

“补脑子”强素质，铸牢
“根与魂”。选调生作为党执
政的后备来源，成长的好坏、
快慢与思想政治素养密不可
分。党性教育现场化。充分
利 用 我 州 红 色 文 化 圣 地 优
势，组织选调生实地感受“强
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
红色文化精神，树牢理想信
念。思想教育常态化。结合
全州干部人才能力素质提升
工程，通过分年度组织赴外
培训、分季度召开座谈会等，
定期给选调生“补钙壮骨”，
密植“三严三实”“两学一做”
教育和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加强思
想政治建设。专题教育定单
化。运用“看红色电影、听主
题讲座、话藏区史志、谈工作
心得、写调研报告”五个专题
模块，激励干事创业。截止
目前，先后选派 60 名参加省
内外各级各类培训。举办培
训班6期、培训300人次。

“串链子”入角色，做好
“帮与爱”。建立健全选调生
正向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传
帮带”作用，加快选调生融入
度。建立导师帮扶机制。通
过老新结对，“师徒式”传帮
带，尽快适应新环境新岗位，
累计安排导师 500 余人次，帮
带 683 人。建立关心关爱机
制。针对藏区条件艰苦、交通
不便、生活枯燥等困难，州、县
组织部通过召开座谈会、全覆
盖谈心谈话、发放慰问信、心
理健康讲座等，及时掌握其思
想、工作、生活情况，解决实际
困难。建立安家补助机制。
分别将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
生和985高校本科选调生一次
性安家补助由 30 万元、20 万
元、5 元万提高到 50 万元、30
万元和10万元。

“压担子”增才干，杜绝
“捧与护”。加强和改进选调
生工作，有计划采取压担子、
墩苗子方式，加强基层淬炼、
杜绝眼高手低。放入“前线”
练本领。根据选调生专业特
长、工作实绩、发展潜力和拟
任职位需求，按照人岗相适原
则，有计划选派到基层服务一
线挂职任职50余名，到脱贫攻
坚一线挂职任职28名，到维稳
现场一线挂职任职 10 余名。

同场“赛马”促成才。树立“使
用是最好的人才培养”观念，
在选拔任用上，摒弃选调生光
环，坚持与公招干部同台竞
争、与同事同场赛马，成熟一
个，使用一个。打破“身份”
立 规 矩 。 遵 循 干 部 成 长 规
律，对选调生和后备人选坚
持全程跟踪，对心浮气燥、急
功近利、贪图安逸、不敢担
当、自身要求不高的选调生，
随时调整出队伍。

“选苗子”优结构，强化
“管与育”。以信息化建设为
载 体 ，动 态 管 理 选 调 生 队
伍。多点发力建平台。参照

“青马工程”标准，以组织推
荐和个人自荐相结合等方式
进行初选，对品行好、能力
强、公认度高的，同步纳入甘
孜州选调生后备干部库，现
已入库50名。上下联动管人
选。实行州委组织部、推荐
单位、挂职单位“三位一体”
培养、管理、联动模式，从德、
能、勤、绩、廉进行跟踪“考
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调整
使用重要依据。同时，将库
中优秀人员推荐为全州后备
干 部 序 列 。 内 外 结 合 育 干
部。依托对口援藏平台，结
合中央、省、州发展新理念、
脱贫攻坚、依法办事等内容，
在州内培训基础上，拟在中
山大学对50名选调生后备人
选进行集中强化培训；切实
提高科学决策能力、风险防
范治理能力、专业化能力。

“搭台子”促发展，用活
“选与调”。通过搭建不同类
别、不同岗位等多种形式的
平 台 ，充 分 用 活“ 选 ”与

“调”。多岗锻炼抓发展。根
据知识结构、工作经历、能力
特点，以培养讲大局、明决
策、懂经济、善协调、会服务
等能力为主线，采取上挂学
习、下派挂职任职、平级机关
交叉学习，一纵一横的方式，
进行多岗锻炼。先后安排到
省、州机关跟班学习120余名，
下派挂职任职88名，平级机关
交叉学习 180 余名。“两项原
则”促流动。坚持“多渠道”交
流原则，选调生即可参加公开
遴选也可纳入考察调动。截
止目前，交流到省级机关 22
人，州级机关 120 余人；坚持

“优秀”原则，把信仰坚定、作
风优良的列为选调生后备干
部。“一线”选拔树导向。对
在脱贫攻坚、应急处突、基层
一线等实绩突出、敢于担当
的进行重点培养。近年来，
选拔到县级领导岗位 22 名，
正科级领导岗位 31 名，副科
级领导岗位150余名。

落准五“子”棋 念好十“字”经

我州选调生大有作为

本报讯（钟研研 降措）今年上半年，成
都市温江区按照省市统一部署，摸清色达
实情，抓项目、抓落实，精准开展对口帮扶
工作，始终围绕脱贫攻坚中心工作，坚持

“精准帮扶”，补齐色达县脱贫攻坚工作短
板，扎实推进对口帮扶的各项工作任务，一
批援助项目正在抓紧实施，惠及民生。

订单式开展智力帮扶，精准化“温江经
验”输入。根据色达县人才需求清单，按
照“优先满足、好中选优”的原则，优先保
障项目管理、旅游营销、教育医疗等亟需
领域干部的选派力度，从后备干部中选派
党政干部人才12名，从学科带头人和业务
骨干中选派专业技术人才16名，组成温江

区第四批援助色达工作队到县挂职锻
炼。援藏人才克服高原反应，主动融入工
作，为色达各行各业发展贡献智慧，建言
献策。按照2017年洛若镇撤乡建镇项目、
城市土地开发、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的需
求，有针对性地选派规划、国土、招商等方
面技术骨干开展短期支援。目前，已就色
达县规划审查、招商引资、土地出让招拍
挂等方面制定了系列规范操作流程，帮助
起草了《色达县文化旅游产业招商推广战
略合作协议》、《色达县中藏药产业发展战
略合作协议》，并在色达县首次举行的土
地公开拍卖中拍得土地出让金1864万元。

精准开展产业帮扶，补齐集体经济脱

贫增收短板。“十三五”期间，温江将提供
帮扶资金 2850 万元帮助色达县建设 10 座
藏式乡村酒店，发展脱贫攻坚乡村集体经
济。已建成甲学、旭日精品乡村酒店，并
采用承包托管的方式实现运营。在酒店
建设过程中，吸纳了 23 户贫困户 50 余名
劳动力实现短期就业，让贫困村民有了稳
定的收入。

精 准实施住房解困，打造脱贫攻坚
综合载体。今年起，温江区以“点面结
合”的方式帮助色达县开展保障性住房
建设，计划帮扶资金 3710 万元，帮助实施
45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解困，建设色
柯镇、大则乡、泥朵镇易地扶贫搬迁集中

安置示范项目，打造新一轮对口帮扶色
达县脱贫攻坚的综合载体。结合实际，
搭建游牧住宿体验、家庭手工业展销、农
牧旅游产品销售等特色产业发展平台，
促进搬迁牧民就近就业和脱贫增收。目
前，项目建设有序推进，10 月底基本建
成，年底实现搬迁入住。一批批民生项
目落地实施，牧民群众看在眼里，感激的
话语道不尽。牧民群众表示，住上好房
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
气，温江区党委和政府，特别是援藏干部
的倾心付出，功不可没。他们将铭记汉
族兄弟的无私帮助，铭记党的恩情，撸起
袖子加油干，争取早日过上幸福生活。

帮扶求精准 短板需补齐

温江民生项目落户金马草原

百姓“点菜”脱贫快

信乃村降央曲批所在的藏坝乡，
是全县出了名的穷乡，因农作物产量
低，病虫害严重，辛苦一年下来，降央曲
批家连口粮都挣不够，想养牦牛却没有
资金购买，2011年就举家搬到县城。

在艰难生存三年后，由于没有稳
定的收入，2014 年不得不又回到村
上。正在降央曲批无助的时候，2015
年底，理塘扶贫攻坚战拉开序幕，降央
曲批被确定为贫困户。

2016年年初，5次村民大会，10多
次村“两委”会议，终于将全乡村民抱团
发展养殖业的“菜单”敲定。户户参与，
户户发力，通过“规模养殖场+合作社+
农户”的运营模式，县财政拨启动资金
100万元，藏青扎喇高原牦牛专业养殖
合作社于2016年4月中旬启动运行。

降央曲批以一头牦牛入股加入合
作社后，凭借体力好、肯吃苦和优先照
顾贫困户的条件，他承包了集体牧场
部分牦牛进行养殖。今年 5 月，承包
期满一年后，他得到牲畜奖励8头和4
万元的承包费，加上前段时间从合作
社分红的 600 元，作为 2017 年预脱贫
户，可享受藏区新居建设项目6万元，
他家离脱贫的目标也越来越近了。

甲洼镇下依村“产权式”扶贫、中
木拉乡乃沙村“订单农业”……像这种
百姓“点菜”的脱贫模式，在理塘越来
越受欢迎，同时也让村民尝到了甜头。

依法治县创和谐
依法治县战略实施以来，农牧民

群众安全感提升了。
改变这一切的，是理塘县持之以

恒的依法治县带来的效果。今年，理
塘县重拳出击、缉枪治爆成效显著。
截至 7 月 24 日，共收缴枪支 23 支，子
弹共计1249发。

理塘县创新法治宣传方式，录制“平
安理塘”以案释法法治专题片；播放法治

电影并用藏语向群众进行翻译解释；所
有执法单位开通微信公众号及时普法，
形成了“4+2+N”普法整体良好态势。

以互联网+中心+信息化的工作
模式，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和水平。推行“错时、预约、上门、送
达”的服务模式，网格工作大到维稳调
解，小到为民换锁修水管，共受理并妥
善处置20215条事件。

“巡回调解”、“流动调解”联动调
解小组，“巡回法庭”进乡村。依托“大
调解”信息平台，积极畅通对“上”和对

“下”两条渠道，规范矛盾隐患分析研
判，强化情报引领维稳工作。

产业开出幸福花
牧场变景点、在村里打工、奶产品

销往北京等高端市场，这是过惯了“逐
水草而居、逐水草而牧”的奔戈乡卡灰
牧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通过牧
旅联姻，探索走专业合作社路子，高原
现代家庭牧场在美丽的卡灰草地上

“开”出了幸福花。
把牧场和旅游有机结合起来，建立

了集畜牧业、藏区特色餐饮、游牧生产
生活体验、特色产品营销、休闲娱乐等
一体的霍曲吉祥牧场。特色餐饮区招
商引资承包给企业后，每年承包费有22
万元。8名贫困人员在公司从事服务、
加工、管理等，有了稳定的劳务收入。

以“公司+合作社+牧户”的模式与
理塘蓝逸公司合作，有效解决了集体
牧场奶产品的销路问题。贫困户降央
曲珍、亚科在 2016 年管理集体牧场
中，每人有 2.5 万元收入。2016 年年
底，卡灰村实现了整村脱贫。

理塘县在做大一产上突出规模效
应，做精二产上突出特色优势，做强三
产上突出全域旅游。为助推产业富
民，选准“特色优势产业+”模式，促进
生态畜牧业、种植业、乡村旅游业共同
发展；发展“产业园区+”模式，带动劳
务输出等产业发展；坚定“农业经营主
体+”模式，实现公司和农户双赢。

畅通理塘惠民生
要想富，先修路。理塘在力破交

通瓶颈上狠下功夫。
以“精准扶贫，交通先行”为抓手，

把公路修到千家万户，改变群众因“交
通困难”致贫的现状，提高乡镇通畅
率，当好发展先行官，依托新一轮“交
通建设三年集中攻坚”，制定切实可行
的作战图、时间表、路线图。

一组组数据显示“交通先行”成
绩：完成通乡公路417.7公里，完成通
村公路341公里，年内力争完成“圣洁
甘孜濯桑游客服务中心”建设任务。
年底通讯通畅率达100%，通村通畅率
达 90%以上。实施电力农网、城网改
造 10KV 线路 163.16 公里、2445 户彻
底告别无电、弱电时代。完成安全饮
水受益人口5095人；解决4500余人看
电视、听广播难问题。

城乡提升面貌新
不管是理塘的居民，还是到过理

塘的游客，提起理塘城市的变化，用得
最多的四个字：漂亮、干净。

两年多前，坑洼的城市道路、混乱
的市容市貌……，理塘县城的现状与

“康南中心城市”的定位名不符实。
近年来，理塘县始终把推进新型

城镇化建设作为经济繁荣的重要抓手，
切实做强县城、做优乡镇、做美村寨。
2015年，完成了主城区“一纵三横”市
政道路改造工程，道路总长为3.471公
里。截止目前，已完成主城区市政道路
及供排水管网、风貌改造、县城自来水
改建、县城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等市政
建设项目。完成了主城区“土地限建红
线”的划定，正在清理整顿违规建设，规
范土地管理，杜绝土地乱象。

目前，“魅力县城”正在实施自来
水入户、市政道路硬化、“九子一线”治
理等五项工作和污水、垃圾处理项目
建设；“风情小镇”正在实施道路、活动
广场、垃圾处理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美丽村寨”正在开展脱贫攻坚“四好
村”创建、旅游村打造等，围绕318、227
线 12 个沿线村寨，深入推进“六改三
建”，传承乡土文化、发展农村经济。

秀美山川醉人眼
湿地得到保护、植树种草热情不

减、生态治理加大力度、生态经济蓬勃
兴起，生态环境越变越好。

理塘县大力推进生态红线划定工
作，目前全县湿地保有量达 91393.12
公顷，森林保有量达 650288.02 公顷，
自然保护区保有量达 4591.61 万平方
公里；实施沙化土地治理 6150 亩，新
建污水处理厂一座，逐步改善县城人
居环境质量，24个乡（镇）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区进行常态化监测。

理塘县坚持“山种树、路种花、河
变湖”的立体生态格局，不断改善生态
环境。今年实施中幼林抚育1.9万亩；

人工营造林7000亩。绿化两条国道道
路两旁57公里，濯桑乡人工花海800亩
已完成换土等绿化工程，开展县级机关
干部“人人种活一棵树”活动，完成主城
区及城东、城南、城西三入口道路绿化。

理塘县把优先发展生态旅游业摆
在了生态经济发展的首位，率先打造

“一山一城两路”，努力将格聂山打造成
世界山地旅游目的地；加快理塘古镇
4A级景区建设，推出系列精品旅游线
路，将理塘打造成“文化之城、旅游之
城、商贸之城”；抓好一批旅游扶贫新村
建设，开发一批农副土特旅游产品。生
态旅游、生态产业正在兴起，经济发展
模式转向生态经济，形成特色文化旅游
业、生态绿色农牧业为主的发展格局。

不拘一格用人才
人才，是发展的动力，也是干好各项

事业的先决条件。理塘县在州“六大战
略”的基础上，自加压力形成“七大战略”。

理塘县抓住我州实施“百千万康
巴英才”工程的机遇，按照“一年试点
探索、三年打开局面、五年初见成效”
的推进步骤，全面实施人才支撑战略，
全力推进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人才激
励三大开发工程。

理塘县建立干部人才培训常态化
机制，开办各类培训班和“高城大讲
堂”29 期，培训农村技能人才 450 名；
组织外出考察团3期，选派63名干部
外出挂职锻炼；启动15个援藏扶贫项
目，涉及资金4490万元，启动“十百千
万扶贫联动工程”。

理塘县努力为人才干事创业提供
平台。成立格聂景区管委会筹备组，
城投、客运、园林公司，现代农业三产
融合统筹领导小组，高城镇四个社区，
工业园区管委会，理塘县电商双创孵
化中心投入运行。

理塘县拿出 45 万元表彰各类优
秀人才，在人才支撑战略工作会和“七
一”建党节表扬先进单位 15 个、干部
人才 100 人，有力激发了干部人才干
事创业的热情，在全县形成了县委政
府重视、干部关心、群众关注、人才奋
进的良好氛围。

通过实施“七大战略”，理塘脱贫
攻坚首战告捷，依法治县形成良序，产
业发展势头强劲，交通先行取得突破，
城乡面貌大为改观，生态文明富有成
效，人才支撑效益凸显。全县呈现出
经济快速发展，民生持续改善，社会和
谐的大好局面。

吹响奔康冲锋号
——理塘县着力夯实发展基础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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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高城”，草绿山川。
8月，理塘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

节。花园农庄的西瓜熟了，“高原产”
甜豆乘上航班端上了台湾居民的餐
桌，电子商务双创孵化中心开园了，
高原小城越来越有魅力了……

这些，便是理塘实施“七大战略”
发生的静悄悄的变化！

■县委中心报道组 叶强平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