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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资 讯

蓝天、雪山、草原、藏寨……简直不
可思议，太美啦！情歌故乡景色果然名不虚
传。”连日来，众多游客走进康定，来自台湾阿
里山的游客王霞惊叹不已。

五月的康定，蓝天白云长作伴，绿水青山
入目来。

5月2日至4日，省委书记彭清华来州调
研时指出，要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和特色优势
产业，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藏
区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康定市围绕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国家生态园林市”、打造“世界自然生态

旅游及康巴文化旅游目的地”目标，加强顶层
设计，厚植生态文明基础，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走出了一条生态改
善和经济发展双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如今，绿色发展已成为康定经济转型的
新坐标。

康定，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
康定跑马山，名扬四海，《康定情歌》醉了天
下人。然而，康定不仅有情歌，还有雪山、湖
泊、草原……

新时代当有新目标新作为——立足资
源禀赋，发展全域旅游。

康定把旅游业作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
动力”、转型升级的“新引擎”、脱贫攻坚的

“助力器”，引领三次产业加快发展，围绕建
设“国际山地旅游目的地和康定旅游大区”
目标，积极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

目前，康定木雅圣地成功创建为 4A 景
区，木格措景区创5A加快推进，贡嘎西坡旅
游景区和莲花湖旅游景区建设加快，木雅风
情小镇、国道318线康定段最美景观大道建
设全面展开。

位于康定市折多山脚下的水桥村，是游
客翻越折多山后的第一站，也是游客由川藏
路到拉萨的必经之路。随着国道318线最美
景观大道的加快打造，自驾和骑行的游客络
绎不绝。当地村民通过民宿接待，实现年人
均纯收入6960元。

“在家就能赚钱，安逸！年初把自家300
多平方米的藏房打造成民居酒店，今年‘五
一’试营业就获得了两千多元的收入。随着
旅游旺季的到来，收入将更多。”谈到旅游带
来的好处，村民尼玛拉姆高兴得合不拢嘴。

在康定俄达门巴村，村集体以草场、滩
涂、房屋等自然资源和公共设施入股景区，
每年给村民分红；在折多塘村、江巴村、东俄
洛村，村民们都吃上了“旅游饭”，走上脱贫
增收致富路。

“五一”小长假期间，康定市共接待游客
10.6 万人次，实现社会旅游总收入 10578.8
万元，分别增长193%和178.3%。

“‘一业兴’促‘百业旺’。康定充分发挥
‘旅游+’的带动作用，积极推进产业融合，加
快全市经济发展，实现绿色崛起。”康定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强告诉记者。

推动“旅游+文化业”，深入挖掘利用宗
教文化、藏乡风情、多元民俗，打造“康定·情
歌”文化产业园，办好康定情歌国际音乐节，
提供丰富文旅产品，实现文旅深度融合。

壮大“旅游+农牧业”，集中打造特色产业
基地，按照“一路一带一景观”发展思路，将旅
游干道沿线产业基地、村落民居和自然风光
串珠成链，形成集休闲、观光、体验为一体的
高原乡村旅游，创建全国乡村旅游示范市。

拓展“旅游+水电业”，突出抓好大渡河
环湖旅游经济区建设，充分借助水的优势，
考虑人的需求，融入游的元素，发展环湖旅
游经济新业态。

促进“旅游+园区”，培育体现高原特色、
康定特点的园区旅游品牌。

促进“旅游+互联网”，鼓励发展乡村旅游电
子商务经营主体，争创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市。

通过绿色发展，康定经济持续增长。去
年全市经济总量达60.65亿元、增长10.1%，
而旅游总收入达32.8亿元、增长9.7%。全市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不断增加、质量不
断提高、速度不断加快。

“当前，我们将深入学习彭清华书记在
甘孜调研时的指示精神，以全省‘大学习、大
讨论、大调研’为契机，围绕康定怎么看、怎
么办、怎么干来一次思想上的大洗礼、观念
上的大更新、能力上的大提升、活力上的大
迸发，确保今年全市脱贫摘帽。力争到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百亿元，建成全国
藏区县域经济强市。”邓立军信心满怀。

杨琦/文 市委中心报道组 周燕/图

生态优势如何转化为发展优
势？这是康定多年来努力探索解
答的命题。

2016年，在康定市第二次党
代会上，市委书记邓立军提出：

“未来五年，我们将坚持生态优
先，走绿色发展之路，大力发展绿
色经济，在全州率先实现首位崛
起，奋力建成全国藏区全面小康
示范市。”

如何趟出绿色发展道路，实
现发展蓝图？康定锁定“生态”二
字。近年来，随着东部沿海产业转
移，多个投资总额上千万元的项
目被康定拒之门外；康定先后投
资近 700 万元淘汰落后产能、实
施技术改造，关停多家污染企业
……

据测算，仅被拒之门外的投
资项目，一旦正式建成投产，每年
至少会给当地财政带来上亿元的
收入，这对一个全年财政收入不
过 4 亿元的城市而言，并不是小
数目。

然而，为了生态发展，康定坚
定拒批所有可能损坏生态环境的
项目。“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决
不能越雷池一步，决不走以牺牲
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增
长的歪路。”康定时刻保持目光长
远，坚持向蓝色经济要效益、向蓝
天要效益。

在康定折多塘村，近年引进的
蓝逸高原食品公司在这里建起了
多功能现代化生态示范牧场，带动
当地村民年均收入3万元左右。去
年公司销售收入实现 4000 余万
元，成为甘孜州规上工业企业。

如今，在对外招商引资中，康
定严把生态关，加大对文化旅游、
现代农牧、中藏药业等环保项目
的招商。

据康定市经信投促局局长吴
跃凤介绍：“今年将建成鸳鸯坝中
藏药业园区、新都桥物流园区、瓦
泽乡汽车园区、雅拉乡农产品加
工园区，大力发展园区经济，实现
经济转型升级。”

在海拔4000米的康
定机场路两旁，一棵棵川
西云杉树一字排开，绿意
盎然独成一景。

在摄影家的天堂新
都桥，总投资 2300 万元
的“万亩花海”项目目前
已进入后期管护。

“今年7-8月，万亩鲜
花将绽放，将扮靓整个新
都桥。到时游客可以赏花、
骑马，累了住帐篷、吃藏
餐、听藏歌。民居接待将会
增加当地村民的收入。”康
定市政协副主席、市环林
局局长降措尼玛说。

近年来，按照甘孜大
规模绿化全州行动方案，
康定市稳步实施“山植
树、路种花、河变湖（湿
地）”生态工程，积极开展

“美丽康定绿化行动”“大
美草原守护行动”。

增绿行动中，康定成
立了 5 家专业造林专业
合作社，60%社员为贫困
户，不仅有效解决了贫困
群众就业，增加了贫困群
众收入，还增添了植被，
修复了生态。

截至目前，康定市已
组织全民义务植树 47 万
株 ，沙 场 植 被 恢 复 130
亩，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7.9 万亩，森林资源有效
管护 471 万亩，森林生态
效益补偿 178.3 万亩。今
年还将启动总投资 2995
万元的立曲河湿地生态
保护（新都桥段）一期项
目建设。

“没有产业支撑，生
态保护就是空中楼阁。”
康定市委副书记、市长甲
么表示，依托生态优势，
发展特色产业，是解决地
区差异和深度贫困问题
的必然途径。

因 地 制 宜 ，一 村 一
品，特色产业整村推进。
康定在增绿的同时也着
力帮助群众增加收入。

“经过精心呵护，今
年果树花开得繁，想必又
是一个丰收年。”日前，康
定杠江沟村 300 亩的苹
果花开得正艳，合作社负
责人李德华一边忙着施
肥一边向记者介绍。

2014年，该村整村推
进种植优质苹果300亩，
去年苹果产量就突破6万
斤，实现产值30余万元。
该村 21 户村民也因发展
水果产业走上了致富路。

“按照‘西大东精’农
业产业发展思路，今年全
市将建特色水果、绿色蔬
菜、中藏药、黑青稞等基
地2.3万亩，建设藏香猪、
野香猪、藏鸡等特色养殖
基地 4 个，已成功打造大
渡河流域羊肚菌产业带
4000余亩。”康定市农牧
科技和供销合作局局长
降措说。

绿色产业“兴”起来，
绿色产品“搞”起来，绿色
品牌“响”起来。

目前，康定“达杠苹
果”“瓦斯沟枇杷”等 19
种特色产品已成为区域
特色品牌；“赶羊羊肚菌”
获得欧盟有机认证；“康
定芫根”“康定红皮萝卜”
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志认证；康定获得“中国
高原羊肚菌之乡”称号；
全市通过农业部无公害
农产品基地认证。

如今，无论是康定农
区还是牧区，村民们都能
吃上“生态”饭，收入持续
增加。去年康定农村居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到
12128元，增长11.5%。

甘孜日报讯 5月15日，为切实
提高广大干部群众防范抵制经济犯
罪的意识和能力，我州在第九个打
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围绕“抵
制非法集资 警惕诈骗陷阱”和“与
民同心、为您守护”两大主题开展了
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希
望通过活动让群众识别、防范各类
经济犯罪的特征、手段。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相关部
门在康定情歌广场通过摆放宣传展
板、派发宣传资料、接受群众咨询等
方式，针对当前社会关切的非法集
资、传销、系列合同诈骗等民生型经
济犯罪，以案释法，向市民详细介绍
各类经济犯罪的犯罪手法、特点、特
征及危害等。不少群众停下脚步，驻

足于展板前凝神观看，或专心阅读
宣传单，或认真听工作人员讲授非
法集资、电话诈骗、银行卡诈骗等相
关知识。

州政府副秘书长、金融办主任
高见在现场告诉记者，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金融的高
速发展，各类金融案件时有发生。开
展主题宣传活动主要是让我们干部
群众特别是偏远农牧民群众提高防
范意识，守护好他们的钱袋子，同时
向广大人民群众展示我州相关部门
打击经济犯罪、服务民生的坚定决
心和显著战果，推动社会各界共同
参与防范和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的良
好氛围。

记者 张磊

保护群众的“钱袋子”
我州开展“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

主题宣传活动

甘孜日报讯 近日，理塘县莫坝
乡村民积极投身建设“美丽乡村”行
动，使村容村貌得到极大改观。

根据乡村振兴、生态绿化、城乡
提升的战略要求，为切实增强村“两
委”班子的内生动力和战斗力，增强
村民的向心力、凝聚力，整治根除乡
村环境卫生乱像，莫坝乡党委、政府
利用采挖虫草前、采挖虫草后及秋
收后等农闲时间，重点就小康村、贫
困村开展“建设美丽乡村”活动。

据悉，在此次小康村下莫坝村、
贫困村中莫坝村开展的第一批为期
15天的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活动中，

村民义务投工1200余人次，自筹原
木150余根，方木200余条，动用工
程机械20余台次，修建了具有本地
特色院墙500余米，植树100余棵，
拆除违章搭建8处，整治环境乱像5
处，经幡乱挂3处，疏浚河道50米。

通过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活动，
莫坝乡乡村风貌得到明显提升，老
百姓居住环境有了进一步改善。同
时，在活动中巩固和发挥了全乡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激发了
老百姓自身动力和主人翁意识，增
进了集体认同感，归属感和获得感。

县委中心报道组 叶强平

理塘县莫坝乡

干群齐心共建美丽乡村

甘孜日报讯 为进一步抓实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优质特色农产
品推广工作，乡城县农采取以提升
能力、强化防控等有力措施，狠抓农
产品安全创销，保障全县春季农产
品质量安全、农产品品牌创销水平
稳中向好。

抓“舌尖”安全。加大农产品日
常监控力度，保障城乡居民消费安
全，与全县十二个乡镇、县内农畜产
品销售商贩、乡镇蔬菜种植户等签
订、张贴各类责任书、承诺书、行政
告知书等 105 份，在全县开展产地
检疫和农资打假 8 次，检疫合格猪
肉15.102 万公斤，开展“瘦肉精”监

（检）测 174 份，抽样全县农产品生
产基地、蔬菜、水果农药残留速测2
批次、样品 18 个，产品抽检合格率
达到100%，有效杜绝全县重大农产

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
抓“本源”健康。加强动物疫病

防控工作，促进养殖业健康发展，组
织县、乡、村三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人员开展业务培训 4 次，468 人次；
落实春季家禽免疫 2.81 万羽、家畜
免疫12.315万头只。

抓“品牌”认证。推进“无公害、
有机、绿色、地理标志”认证工作，探
索特色农产品品牌创建营销新路
子，积极申报乡城苹果、藏猪（活体、
费活体）三品一标认证3个，配合县
发改局建成乡城县精准扶贫电子商
务中心及香巴拉镇农特产品市场，
有序推进贫困村平台服务点建设工
作，推广乡城乡城苹果醋、菜籽油等
圣洁甘孜知名品牌，葡萄酒等特色
优质农产品12个。

县委中心报道组 薛燕

乡城县

抓实农产品质量安全

甘孜日报讯 近日，按照“四好
农村路”创建和交通扶贫脱贫攻坚
作风建设年要求，色达县召开2018
年交通建设暨质量“回头看”整改工
作推进会，并深入该县旭日乡龚古
村、塔子乡俄尔村通村道路实地考
察，切实抓好整改，全力提升 2018
年交通项目建设质量。

据了解，今年色达县在农村公
路建设中，将建立自查工作体系，进
一步开展全方位自查、常态自查、主
动自查，确保项目质量优胜；按照

“一个项目一个方案、一个问题一个
措施”的原则，研究制定项目整改方
案，明确整改任务、整改内容、整改
责任、整改措施、整改时限等内容，

确保项目整改到位；对已整改的项
目质量问题要及时销号上报，对问
题整改不实、不力的情况按承诺事
项追究相应责任。

同时，该县各相关部门也将紧盯
脱贫攻坚奔康目标和年度建设任务，
强化施工力量组织，制定科学的工作
进度速度，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
下，千方百计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坚
决完成年度建设任务，确保实物量、
投资量、工作量“三量齐增”，以务实
拼搏的工作作风，扎实推进各类工程
建设，真正实现“建成一个工程、树立
一座丰碑、造福一方百姓”的目标，为
加快推进脱贫奔康打下坚实的基础。

县委中心报道组 尼公

色达县

全力打造“四好农村路”

九龙县

以茶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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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九龙县大
力弘扬茶文化，进一步做大做强茶
叶品牌，以推动茶产业发展为抓手，
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目前全县种
植 茶 叶 面 积 达 4000 余 亩 ，投 产
1000余亩，每亩量产茶园给农民带
来的收入8000-10000元/年，带动
全县1560余户农户种植茶叶增收。
预计 2021 年，4000 余亩茶叶全部
投产后，全县农户售卖茶叶年收入
总金额将达到 2400 余万元。”县商
务局负责人如是说。

为加快发展茶叶产业，2005年
九龙县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九龙藏
区天乡原生态茶业有限公司”，确定
了“公司+基地+示范户”的茶叶产
业发展模式。自 2008 以来，政府共
投入资金5000余万元，用于购买茶
苗、修建蓄水池、开展技术培训等；

以奖代补形式对种植茶叶农户前三
年给予每亩 500 元补助，共计投入
450 余万元。同时，该县先后邀请
福建、云南等地茶叶专家来县实地
开展技术培训共计50余场次，受训
人次达10000余人次，并带32户种
茶示范户到雅安市茶叶园区开展实
地考察学习。

据悉，九龙县目前已有“甲沱
泷”“九龙天乡”“雪域”三大品牌和

“藏红”“藏雪”（白茶）“紫醉”、“金
迷”“雪域乌龙”“藏金”（黑茶）六个
系列产品。2016 年，“藏红”红茶、

“金迷”红茶、“藏雪”白茶在中国四
川国际茶叶博览会上荣获“金奖”；
在全州举办的“圣洁甘孜”十大类知
名品牌评选中，被评为“茶类知名品
牌”，并获得著名商务品牌的称号。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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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格措景区游人如织。

绿色产业“兴”绿色品牌“响”
绿色发展已成为康定经济转型的新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