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来水厂：
让群众饮上安全水是我们的责任
在经过一段碎石路后，我们抵达石渠县自

来水厂。踏进水厂大门，几栋白色小楼进入视
野。在厂长杨建安的介绍中，采访团成员了解
到，厂里职工一大早就出去做管网维护工作
了。已经在石渠工作6个年头的杨建安，见证了
整个石渠县供水管网的发展。

“我2010年来到石渠进行供水系统的建设。
前4年时间我们完成了主干管道的铺设。之后又
继续在尼呷镇覆盖了52公里的管道。现在城区用
水已经全部覆盖。水管也都接到了农牧民群众的
院坝里，有力地杜绝了包虫病的传播。”说到这里，
杨建安脸上多了一丝自豪。

多年来，包虫病严重影响到石渠县广大干部群
众的身体健康。包虫病主要通过牲畜带有虫卵的
粪便污染水源和草地。以前当地人的生活用水普
遍是河水或者井水，而当时的水井不深，水里通常
会携带包虫卵，饮用这样的水非常不安全。

“高原要通自来水确实比较困难，我们这
里是没有水表的，最主要原因是寒冷。一进入

冬季这里的冻土层达1米多。如果水管埋得浅
的话水会凝结，水表或者水管会爆掉。正因为
如此，水管通常需要经常维修。所以只要有人
报修，无论刮风下雨我们都要去维修。后来我
们吸取教训，通过实践，将水管埋到地下 2 米，
并将水管出土的地方裹上了保温层，这样就不
会出现水管冻爆的情形了。”

据了解，最初自来水厂员工开展工作，在草
场挖坑时，还遭遇了从没安全用水意识的农牧
民的不理解。后来通过该厂大量开展“安全用
水”宣传，并且采取试点的方法让他们进行体
验。“不久后那些没有装自来水的群众都主动过
来找我们安装，我们很高兴，因为让群众饮上安
全水是我们的责任。”杨建安说。

干部群众：
用水方便了，饮水安全了

“以前我们取水都是提桶到离家较远的水
井去担，遇到天寒地冻时，经常在路上滑倒，很
不容易。当时野狗很多，到了晚上我们都不敢
出门打水，就将冰雪融化了来饮用。后来通过

电视和广播听到了安全用水宣传，才知道困扰
我们很久的包虫病是这样得来的。后来我和许
多人就在家里安装了自来水，水龙头一打开就
有水了，又方便又安全。 我相信，随着自来水
供应点面不断扩大，再加上我们生活习惯的改
变，包虫病会离我们越来越远。”说起用水习惯
改变后对自己生活带来的影响，本地居民土登
邓珠感慨万分。

刘磊是成都市金牛区到石渠援藏的干部。
“我们是去年9月9日来到石渠的，来之前，我们
确实因为包虫病的预防问题，对饮用水有点担
心。但实际上，来到石渠后，我们发现这里的饮
用水都是自来水，干净方便，之前的担心都不必
要了。自来水厂每隔三个月都会把水质送到成
都检测并公布，而且每次检测全是合格。我们自
己现在都使用自来水。这里还有卫生间和厨房，
里面还装上了热水器，加热后洗澡、漱口和做饭
都很方便。我们派出单位定期会组织大家进行
体检，我没有听说过有谁得了包虫病。大家都在
这里安心地工作，力争为当地农牧民脱贫奔康贡
献自己一份力量。”

石渠群众喝上安全放心水

州内新闻 责任编辑 泽央 见习编辑 泽仁正光
组版 陈相 2017年9月28日 星期四2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电话：（0836）2835756 电子信箱：gzrb@gzznews.com

击鼓奋进踏歌行
——九龙县在脱贫奔康中的绿色印记

■本报记者 田杰 文/图

九龙县七日村合作社花椒油生产车间。

绿色产业“四柱”擎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强烈的绿

色发展理念，理所当然成了九龙谋求产
业富民的“关键词”和“主题曲”，生态矿
产业、生态能源业、生态旅游业、生态农
牧业也由此成为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擎
天“四柱”。

涵盖了铜、铅、锌等 20 余种矿产资
源，让九龙在“开发与保护并重”的旗
帜下，使得以里伍铜矿和子岗坪铅锌
矿为代表的矿业经济稳健而行，特别
是今年国际市场铜、铅、锌等价格的一
路看好，不仅带来了经济、社会和生态

“三大效益”的叠加，而且更铺就了绿
色矿业的新底色；一条条流金淌银的
九龙河、踏卡河、洪坝河等主要河流，
伴随着 72%的有效开发率，使得一座座
电站俨然变成了一台台“印钞机”；游
客蜂蛹伍须海、猎塔湖等景区所带来
的“井喷”态势，让生态旅游业发展在
搅热景区旅游的同时，也带动了乡村
旅游渐入佳景；以九龙牦牛、花椒为代
表的“五朵金花”的绚丽绽放，更是为
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注入了“品牌效
应”；……这一切都是九龙在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中烙下的鲜明印记。

美景既是资源，更是财富。曾被国
内外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猎塔湖“水
怪”，吸引了众多旅游爱好者的目光，也
吸引了重庆万方有限责任公司。2014
年，公司瞄准猎塔湖景区开发，并响亮地
打出了让游客“住农家屋、吃农家饭、说
农家话、享农家乐”的招牌，这可让汤古
乡伍须村、汤古村牧民们尝到了“天上掉
馅饼”的爽朗滋味。公司与28户牧民签
约，将牧民定居房改造为游客接待中心，
每户牧民每年除了获得公司支付的7500
元房租外，还以每人每月3500元的工资

聘请其从事旅游服务；而没有签约的60
位村民，则被公司聘为临时工，且开出了
每人每天150元的工钱。

采访中，刚刚送走广州游客的牧民
彭措深有感触地说：“以前，我们哪里想
得到，美景居然还能变财富，牧民也能搞
旅游。万方公司进驻后，我们的命运就
彻底改变了，这种旱涝保收的日子，比起
放牧来那确实叫爽！”

旅游业的发展，让九龙越来越多的
农牧民吃出了“美味”，也吃出了“自
信”。而以“五朵金花”著称的现代特色
农牧产业，更是在“支部+专业合作社+
企业+基地+农户”这一发展模式的牵引
下，点燃了众多群众脱贫致富奔康的火
热激情。目前，全县3256亩茶园，每年超
过1.6万公斤的鲜叶，给茶农人均带来的
收益高达3400 元；6.67 万亩核桃产业基
地，年产干核桃可达60万公斤，使得种植
户人均年增收260多元；3.63万亩花椒基
地，年产干花椒达30万公斤，种植户人均
年增收超过350元；养殖规模达5.5万头
的九龙牦牛产业成效显现；种植规模的
九龙魔芋产业，喜人的长势让种植户笑
逐颜开；……

一个个绿色产业的“并联”与“串
联”，不仅彰显出了规模效益和辐射效
应，而且构建起了“一县多品牌、多村一
产业、一村一产品、一户一增收项目”的
产业发展新格局。去年，该县农村居民
可支配收入达到11381元，总量连续五年
稳居全州第一。

击鼓攻坚 匠心“绣花”
脱贫攻坚既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

程。这对明年即将“摘帽”的九龙说，可谓
是时间紧迫、任务艰巨。

眼下，脱贫攻坚的“秋季攻势”正火热
进行。一份份白纸黑字的“军令状”，一次

次“立说立行”的现场推进会，一轮轮“六亲
不认”的大督查，特别是推进的环环相扣、
督战的疏而不漏、通报的指名道姓，不仅带
来了“紧箍咒”效应，而且逼得各级干部“坐
立不安”。

21 日上午 10 时许，记者来到距县
城 50 公里的乃渠乡七日村双富花椒油
专业合作社，正在这里开展全县幸福
美丽新村建设及农业农村建设交流考
察的县、乡、村三级干部，在县委书记
赵景强的率领下，走进生产车间，了解
生产流程，询问经营情况，听取发展思
路。眼见为实的发展变化，让与会人
员赞不绝口。

采访中，负责合作社设备维修的村
民罗汉伟告诉记者：“自从2008年合作社
成立以来，我与爱人就一直在厂里干活，
一年下来我俩口子起码收入有5万。以
前厂子没建起来时，种花椒可麻烦了，辛
辛苦苦摘回来的花椒一遇到连续几天下
雨，就变得黑糊糊的，一点卖相也没有，
只好随便商贩压价；现在随摘随卖、过秤
数钱，每公斤20元的收购价，比自己晒干
后再出售划算多了。在厂里上班安逸，
一日三餐都管不说，还能抽空打理自家
的庄稼和花椒树。今年我家光是卖鲜花
椒就从合作社领到了3000多元，而村上
的种植大户郑重林家起码不下5万。采
花椒确实费时费工，有的人家干脆请人
采摘，即使每公斤给6块钱的劳务费，但
自己到厂里务工或上山采松茸挣的钱也
能弥补起来。如今，国家政策这么好，如
果自己还脱不了贫、致不了富能怨谁
呢？我保证今年如期脱贫！”

在交流考察现场，赵景强深情地
说：“脱贫全靠党的政策好，奔康要靠自
己加油干，我相信全县贫困群众都有这
样的信心和决心。双富花椒油专业合

作社和即将参观的祥瑞、金瑞、富民合
作社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支部+合作
社+企业+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无
疑是一把斩断‘穷根’的利剑和打开致
富门的‘金钥匙’。”

当记者来到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村踏卡乡耳朵村活动中心时，村支书乌
尼长明正在与几名村组干部商量跑山猪
产业化经营一事。他心直口快地对记者
说：“前不久，村两委干部自筹资金70多
万元，成立了养殖合作社，购买了400头
母猪、30头公猪和370头小猪。全村180
户村民参与其中，建卡贫困户一家也没
有落下。最多的农户养了80多头，最少
的也有10几头，明年四五月养殖规模有
望达到3000头。今年花椒、核桃、魔芋等
产业也给村民们带来 120 多万元的收
益。这几年，政府和村民相继投入了
2000多万元资金，大规模实施彝家新寨、
异地搬迁以及‘五改三建’工程和占地
4.2 亩的村活动中心及其配套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过去破烂不堪的村子一下就
像一座小集镇。而今，村上至少有30家
人购买了小汽车，近40户人在县城购买
了商品房。”

从汤古乡的旅游产业到洪坝乡的牦
牛产业，从乃渠乡的花椒产业到乌拉溪
乡的种养加产业，从魁多乡的茶叶产业
到烟袋乡的魔芋产业，从三岩龙、八窝乡
的药材产业到上团乡的黑木耳产业，从
踏卡乡的毛驴养殖业到呷尔镇的梅花鹿
养殖基地，……

一个个产业的遍地开花，一个个合
作社的欣欣向荣，一个乡村的“华丽转
身”，不仅提升了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与
幸福感，而且更让奋进中的九龙在擂鼓
攻城拔寨、剑指脱贫奔康的征程中群情
振奋踏歌而行。

金秋时节，秘境九龙，美得让人心
驰神往，美得让人流连忘返。9月20
日，记者随团踏访了这座秀美的高原碧
水风情城。

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
体”，九龙既是中国西部自然特征最明
显、民俗文化最独特的县份之一，也是
中国西部生态资源最为富集和生态系
统保存最完好的县份之一。县委书记
赵景强告诉记者：“生态是九龙最大的
优势所在，生态经济是九龙最耀眼的底
色，我们将做实做细做精生态资源开发
和生态农牧业发展这两篇大文章，精心
施策打绿色牌，精准发力走绿色路，精
确落地求绿色富，奋力书写出决胜全面
小康的优异答卷。”

本报讯（雷闯 卢艾俊 严
英 绕吉）泸定县冷碛镇是一个
文化古迹众多、商贸繁华的历史
古镇，同时也是茶马古道上的重
要驿站。20 日，“喜迎十九大 ·
行走幸福路”东路采访团来到冷
碛镇，感受小镇独具魅力和古风
古韵。

去年，当地政府按照城乡提
升战略，以小城镇建设为契机，
启动实施了老街改造工程，对后
山公路上段和老街130幢建筑风
貌、重要节点景观等进行打造，
对老街道路、电力和供排水等公
共设施进行了改造，一条全新
的、满足居民生活发展需要和古
镇旅游需求的文化古街呈现在
了众人眼前。

改造后的街面，用青石板铺
路，并辅以古镇历史文化场景为
点缀，统一的川西民居风格建筑
让整个街道古韵凸显。环境好

了，不仅居住在这里的人舒适
了，对于商家们而言也是一件幸
事。在老街上卖了 30 多年小吃
的俞艳红对此次老街的提升改
造非常高兴，她说，“古街建好
后，来这里的游客比往年多，生
意也越来越好了。”

祖祖辈辈生活在冷碛老街
的居民和商家们，见证了老街
的提升改造变化，他们希望今
后能依托牛背山的打造，吸引
更多的游客，实现富民增收。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加
大重现古镇风韵的改造力度，
修 缮 天 星 宫 、老 宅 等 古 老 建
筑，实施绿化工程，美化城乡
环境，规划形成‘一核、两轴、
两心、四区’的空间结构模式，
加快旅游休闲小城镇建设步
伐，进一步扮靓集镇，让古镇
更具魅力。”冷碛镇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余涛说。

提升城镇品味
泸定冷碛镇古韵再显

9月的石渠，已
经有了丝丝寒意。
20日上午，“喜迎十
九大·行走幸福路”
北路采访团第四组
走进石渠县尼呷镇，
感受基础设施的发
展带给当地人们生
活的变化。

■王术李 吴俊
韩晓峰

■贺文怡 文/图

开展城市风貌改造，不仅
仅是对环境的提升，更是顺应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也必
将给当地带来全新的发展机
遇。“喜迎十九大·行走幸福路”
北路采访团来到白玉，亲身感
受到了五年来，白玉县有效推
进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及城乡提
升风貌改造为全县老百姓带来
的幸福感。

白玉县是我州最偏远的县
城之一，20 年前，南充人陈通林
只身来到白玉做生意，当年白玉
县的环境让他一度想要放弃生
意回老家。回忆刚来白玉时的
场景，陈通林几度摇头，“当时白
玉全是土路，大坑连着小坑，一
不小心会摔得全身泥浆；县城里
的房屋基本是矮小的土瓦房。
做生意的没有几家，且货品种类
不齐，生活相当不便。”

令陈通林没想到的是，在短
短的几年内，白玉县的变化会这
么快，这么大。近年来，白玉县
以“做强县城、做优乡镇、做美村
寨”为方向，以造福百姓和富裕
群众为目的，不断提升城镇规划
水平、配套能力、承载能力、吸附
能力、风貌特色、管理水平和文
明素养，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不
断完善和优化城市基础设施，优
化县域交通路网。

“现在白玉十几层的高楼大
厦处处林立，街道宽敞漂亮，商
铺也是一家连着一家，货品丰
富，吃的用的穿的什么都有卖
的，和外地城镇没什么区别。当
地老百姓的生活好了，我们的生
意也越来越好了。”一大早，看到
自家小超市里人来人往，陈通林
对现在的生意和生活都相当满
意。如今的陈通林打消了离开

的想法，把儿子也从南充叫了过
来，父子俩准备就在白玉县定居
下来，安心将生意做大。

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和投资
等生产要素不断向县城集中，白
县城的商贸功能和辐射能力也
大幅提升。白玉县以推进民族
文化、旅游资源与城镇建设三位
一体整合开发的方式把城镇作
为服务广大百姓的主枢纽，县城
中心投资 1.5 亿，实施了滨河花
园一、二期项目，白玉县文化中
心大楼建设项目、塔瓦呷姆步行
街建设。与此同时，商业步行街
的打造和白玉县中心大楼的建
成，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
境，群众精神面貌变化很大，幸
福感也油然而生。

“过去白玉是个死角，离州
府远，再加上交通不方便，生产
生活条件落后。”白玉县退休干
部扎西拉姆对于县城的变化感
受很深。她说，这几年白玉县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
吃住行都比以前方便了许多，
更重要的是，自从县城有了广
场和公园后，退休人员和当地
老百姓就有了休闲、锻炼身体
的地方，大家幸福感爆增。

据县住建局副局长杨岳飞
介绍，“生态、美丽”是白玉县近
年来建设过程中尤为突出的两
个字眼。这两年通过提升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全县的道路交
通、桥梁、城市的给排水、照明
等方面得到了较大改善，极大
地提升了白玉县城市的形象，
方便了城市居民和农牧民群众
生产生活。下一步该局将继续
加大城市建设的投入，努力打
造“宜居、宜游、宜业”的高原城
市，同时，着力提升城市和历史
内涵，使白玉县城与之厚重的
历史相辅相成、相互融入。

凝聚城乡韵味儿
——白玉县有效推进城乡提升战略

进行风貌改造后的县城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