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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起“希望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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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6月底前，我省将基本实现政府
为贫困人员代缴养老保险全覆盖，目前全省各级
社保机构正在开展“社会保险扶贫百日攻坚”行
动，以确保上述目标实现。这是记者 5 月 21 日从
省人社厅了解到的。

省社保局参保登记及权益管理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减轻贫困人口参保缴费负担，按照国家和省
规定，我省对建档立卡未标注脱贫的贫困人口、低保
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为其代缴全部最低标准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代缴标准为每人每年100元。

今年初，我省已将此项工作列入《2018年全省
十项民生工程及20件民生实事实施方案》，各级财
政部门安排了4.91亿元为贫困人员代缴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费，确保实现目标人群全覆盖。

为了确保代缴人员信息真实可靠，省人社厅
与省民政厅、省扶贫移民局签订了数据交换协议，
建立了数据共享和定期比对机制，以此确定16至
59 周岁符合政府代缴条件的，以及 60 周岁以上
应覆盖的贫困人员名单。

“我们把省级全民参保登记基础数据与建档
立卡贫困户数据、低保户数据进行比对，精准识别
贫困人口，确保每笔代缴费用在该用的人身上。”
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我省还建立健全了贫困家
庭基础信息更新机制，做到社会保险扶贫信息更
新及时、动态管理。

为确保6月底前基本实现贫困人员政府代缴养
老保险全覆盖，我省各级社保机构正在开展“社会保
险扶贫百日攻坚”行动，对贫困人员按规定参加养老
保险实行重点目标管理，建立工作台账，确保落实到
位。对思想认识不到位、扶贫政策不落实、工作目标
完成不力的地区，予以通报批评并责成及时纠正。

政府为贫困群众代缴社会保险，也提升了其
脱贫信心。“政府为我们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费，减轻了我们的负担，我们更应该自力更生努力
脱贫。”资阳市雁江区小院镇狮象村的唐太彬说。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省将充
分发挥现行社会保险政策作用，引导、支持和帮助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
体及其他社会成员参加社会保险，逐步提高社会
保险待遇水平，助力参保贫困人员精准脱贫。同
时，避免其他参保人员因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等
原因陷入贫困，为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贡献力量。

刘春华

我省将为贫困人员
代缴养老保险

道孚直面问题
整改出实效

甘孜日报讯“我们要直面问题，对《问政甘
孜》节目所反映的问题虚心接受，认真整改，回应
群众关切。”去年 12 月 27 日，我州《问政甘孜》第
二期节目现场曝光了道孚县政务中心存在的各项
突出问题，自问政节目录制播出以来，道孚县以问
题为导向，强化整改措施，确保问政出实效。

从人员配备入手，解决“有窗无口”的问题。在
节目录制后，该县赓即对政务中心“一把手”进行
了调整，调配了2名政务中心专职工作人员，满编
配齐了中心工作人员；确定3个新入驻窗口，调整
了民政、住建、地税、国税窗口的部分人员，并实行
窗口AB岗和顶岗制，杜绝出现“有窗无口”现象。

从督查机制入手，强化平台运行工作。由县法
制办牵头、县纪委监委、县委编办等组成联合督查
组实行月督查、季评估的机制，截至目前已开展督
查4次，下发督查通报2期，通报不作为、慢作为单
位10个次。通过现场反馈、通报批评、奖励加分等
机制，全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共计录入受理件
31435件，办结件31617件。

从事项进驻入手，解决“体外循环”问题。今年
2月2日，道孚县召开政务服务整改提升推进会，
行权单位负责人及具体承办工作人员、政务中心
全体工作人员、社保大厅全体工作人员共计82人
参会，县政府对整改任务进行全面部署，县纪委当
场下发督查通报，再次明确“两集中、两到位”整改
责任单位和整改时限。3月8日至10日，由政府分
管副县长带队，县纪委、法制办、编办、政务中心组
建专项工作组，逐一对16家政务服务重点单位整
改工作落实情况开展督导问询，督促各行权单位
做到事项进驻到位；5月30日再次下发督查通报，
责令事项进驻不到位的3个单位限期整改，现政
务中心事项进驻工作已有较为明显的成效。

胡金莲

最低标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
每人每年100元

代缴对象：
建档立卡未标注脱贫的贫困人口、
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

代缴标准：

减轻贫困人员参保缴费负担还有这些
好招数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有效减轻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个人医疗费用负担，避免因病赤
贫，我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医保
的个人缴费部分，由地方政府按各统筹地区最
低档次缴费标准全额代缴。对低保对象和特困
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由各
地根据城乡医疗救助政策资助参保。

工伤等其他社会保险对用工方式灵活、流
动性大、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劳动力相对集中的
行业，探索按项目等方式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
障建筑施工项目所用贫困劳动力的合法权益。

延伸阅读

5月28日，陇冬村秀珍菇菌棚外的场坝
里，十箱足足 100 斤一等鲜菇准备运往市
场；简易工坊里，村民正把分拣好不同等级
的秀珍菇放进烤箱烘干。

“现在有五六百斤干菇了，已经联系成
都的超市和对口帮扶企业的食堂，销路不
愁。”陇冬村村委会主任布穷告诉笔者，秀珍
菇丰收了，不仅走俏雅江菜市，成都几家企
业也联系要大量鲜菇，同时，秀珍菇干菇还
在网络上销售。“双轨”并行，线上线下，秀珍

菇卖得很火。
“根据现在的长势，按照半年生长周期，到

九月份可产鲜菇3万斤，可制作成干菇3000
斤，销售额可达30万元，除去菌架菌包成本和
村民管理工资，可产生利润10万元。利润的
70%用于村民分红、30%留存作为村集体经
济，村民每户可增加收入1400元。村里正在考
虑进一步做大产业。”朱磊和徐建虎算着秀珍
菇产业给村民带来的增收账，喜形于色。

米龙乡党委书记万阿富说：“陇冬村种

植秀珍菇，走对了路子，找好了销路，既让村
集体经济壮大，又让老百姓有收益，这样的
产业才走得远。”

离开陇冬村时，省军工帮扶企业驻村干
部徐建虎恰好从成都回来，手里拎着刚设计
好的“雪域秀珍菇”礼品包装盒，礼品盒大气
漂亮，将为陇冬村秀珍菇穿上一件“美丽新
装”。这些穿上“新装”的秀珍菇将走向大城
市走进大超市。“别看小小秀珍菇，要干成大
产业哟！”说起产业发展，张甲玛满怀憧憬。

溪流淙淙，两岸绿树，一
个400平方米的黑色菌棚
静卧小溪侧旁，点缀成另一
道风景。

5月28日上午7时，雅
江县米龙乡陇冬村，几位村
民在菌棚里忙碌不停。1小
时后，采摘100多斤秀珍菇
送往雅江县城菜市。

菌棚里采摘忙，市场上
受青睐，雅江县米龙乡陇冬
村秀珍菇产业生机勃勃。

在脱贫攻坚中，陇冬村
聚集力量、找准路子，发展秀
珍菇产业，发挥支撑力、形成
持续力，秀珍菇产业为该村
长出了致富“孢子”。

陇冬村为雅江县贫困村，全村46户325
人，贫困户13户66人。村里土地少、底子薄，
以往就靠种点土豆得到微薄收入。村里有个
顺口溜：“忙来忙去一整年，没有见到几分
钱；刨来刨去刨洋芋，难得整个肚儿圆。”

唱得恓惶，听得心酸。驻村“第一书记”
朱磊和省军工帮扶企业驻村干部徐建虎把
这首顺口溜作为鞭策，想尽办法要为陇冬村
找条致富路。

要实现脱贫奔康，必须找准路子、做好产
业。朱磊、徐建虎与对口帮扶的其他干部走农
家、听建议；跑市场、找门路，最后，陇冬村把目
光瞄准秀珍菇。今年2月，陇冬村联系成都香山
雨珍种植专业合作社，落实了秀珍菇种植项目。

前景看好，资金难找。要发展产业，资金
投入是前提。这时，帮扶单位伸出了援手，宜
宾市援藏队承担了 20 万元大棚搭建费用；
四川建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宁江山川

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和成都晋林工业制造有
限责任公司承担了近 20 万元的菌架、菌包
投入费用。在多方力量帮助下，4月16日，建
成 400 米的菌棚，33 列 99 组菌架进棚，
20000袋菌包上架“落户”。

搭起了菌棚，种下了希望。“帮扶单位为
我们村投入了大量资金，我们一定要把这产
业搞好。”陇冬村支部书记张甲玛说，全村人
对致富产业充满了希冀。

朴实话语的背后是扎实的行动。
贫困户王壹山是菌棚“主管”之一。“温

度控制16℃左右，湿度控制在百分之六十五
左右，这宝贝冷不得热不得、干不得湿不得，
我们每时每刻都小心伺候着它。”说起菌棚
管理，王壹山说，管理菌包比呵护家里的孩
子还要精心。

菌棚另一“主管”志玛是村里的致富带
头人，有一定的菌类种植经验，但他对秀珍
菇的种植一点也不敢马虎。他说，作为“主
管”，他和王壹山到成都学习管理技术，“秀
珍菇产业寄托着全村的希望，只能成功，不

能失败。我和壹山都学得认真，记得扎实，完
全按照要求严格操作。”

管理人员忙大棚，村干部、驻村“第一书
记”和对口帮扶干部心在大棚。满怀期冀，小
心呵护，当小小的菌菇冒了出来，希望也在
心里蓬勃。“你没看到啊，当秀珍菇长出来的
时候，布穷一个大老汉高兴得哭了起来。”村
支书张甲玛一席话说得村委会主任布穷一
脸羞涩。但他说：“村里有了像样的产业，那
是真高兴，真的高兴得哭了。”

“孢子”在发芽，23000袋菌包菌菇长势
良好。从4月18日起，一天最多采摘秀珍菇

400斤，最少也采摘300斤，一个多月来，已经
采摘鲜菇6000余斤，制作成干菇500余斤。

5月18日，秀珍菇在雅江县城菜市正式
“亮相”，新鲜白皙的秀珍菇吸引了大家目
光。旁边电磁炉上，一口平底锅里肉炖鲜菇
香气扑鼻。听说秀珍菇是从台湾引进的菌类
新品，蛋白质含量丰富，大家顿生兴趣，再一
品尝菌汤，味道鲜美。看得见尝得到，“现身
说法”证明了秀珍菇确实是好东西，100 多
斤秀珍菇不到1小时一抢而光。

秀珍菇不袖珍，一下滋生了大家的“美
味孢子”，也长出了陇冬村的致富“孢子”。

◎谢臣仁 陈相
县委中心报道组 周小渝 文/图

致富“孢子”在发芽

秀珍菇不“袖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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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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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脱贫奔康一线的报告

州委宣传部
州文联

甘孜日报社
州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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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建华

（上接5月31日第五版）
进入冬季，到雅江来的游客明显减少，

生意清淡了不少。“我们乡村酒店接待的黄
金季节是每年的 5 至 10 月，现在还没有生
意，我和家人把卫生搞好，总结一下今年搞
民居接待中，还存在哪些问题，硬件设施还
有哪些需要完善，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旅游
旺季的到来，争取做到让游客满意，提升我
们的服务水平。”张金国快人快语，去年他家
仅民居接待收入就超过了20万元。家里有
儿子、儿媳和两个孙儿，老伴平常在县城带
两个孙儿读书。他和儿子及儿媳专心经营
乡村酒店。儿子接受的新鲜东西要多得多，
学会了在网上搞酒店营销。很多网友在网
上看见他们酒店设施和环境不错，价格公
道，都在网上预订，一些自驾车司机进出雅
江县都住他们的酒店。

张金国搞民居接待有15年了，过去居住
在公路旁边的山坡上，雅江旅游发展起来后，
他就有了搞民居接待的想法。“因为仅靠种粮
食和种蔬菜，除去人工开支和生产投入，不仅
赚不到钱，还要亏本。搞了民居接待后，虽然
没有预料之中赚钱，但还有钱赚，于是就坚定
了搞旅游的想法。”张金国说，由于地理位置
不是很好，10年前，他就把房子建到了国道
318线旁边，前后投资了200多万元，建成面
积达1000多平方米的乡村酒店，有停车场，可
一次性接待70多人。为了节省开支，他们一
家人都学会了厨师，加工各种川菜得心应手，

游客很是喜欢。要留住游客，必须要有自己
的绝活，白菜、茄子、黄瓜、西红柿，都是自产
自销，他们家还建有温室蔬菜大棚，可以种植
反季节蔬菜。游客可以自己到地里摘菜，还
可以自己到厨房加工，游客对乡村酒店无污
染、纯天然的蔬菜赞不绝口。

“打100次广告，不如游客口口相传。”张
金国说，乡村酒店的游客主要来自成都、重
庆等地，大多是回头客。分淡季旺季，价格
在 80 元到 300 元不等。随着甘孜州全域旅
游战略的实施，雅江县也不甘落后，出台了
不少优惠政策，作为村支部书记，他在全力
搞好乡村酒店经营的同时，带动了13户村民
发展乡村旅游。

《甘孜州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实施
方案》提出，要把甘孜州建设成生态旅游经
济强州，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世界最佳旅
游目的地。到2020年旅游总收入和接待人
次在2015年基础上翻一番，分别达到200亿
元和 2000 万人次，对 GDP 贡献率上升至
40%，游客接待人数占常住人口的20%；旅游
直接就业人员达到8万人，占全州从业人数
的 43%；农牧民旅游纯收入6021元，占农牧
民全年总收入的33%；旅游税收占全州财政
税收的 45%。其中，2018 年预计接待游客
160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60亿元；旅游
业直接从业人数达到2.16万人，带动贫困农
牧民从事旅游业人数达到1.2万人。全州国
民生产总值 417.4 亿元，旅游总收入相当于

国民生产总值 43.59%，增加值比重达到
45%，旅游税收占地方财政税收40%左右。

彩旗猎猎，机车轰鸣。今年4月8日，甘
孜州国省干道沿线旅游综合服务区建设项
目开工仪式在康定市榆林街道办事处大坪
村举行，这标志着甘孜州年内要完成的77个
旅游综合服务区建设拉开序幕。

围绕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和创建“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目标，2018年，甘孜州强
力打造全域旅游发展新高地，努力推进形成

“旅游景观全域优化、服务供给全域配套、景
区治理全域覆盖、相关产业全域联动、发展
成果全民共享”的良好局面。2018年，甘孜
州计划在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和十条景观大
道，特别是G318（泸定-康定-雅江-理塘-
巴塘）、G350（丹巴-八美-道孚-炉霍-色
达）、S217（理塘-稻城-香格里拉镇-亚丁）、
S434（泸定-海螺沟-榆林）、S211 沿线建设
旅游综合服务区，把道路建成风景线。

甘孜州国省干道沿线旅游综合服务区建设
投资不低于30亿元，共计77个，其中一类旅游
综合服务区27个，二类旅游综合服务站24个，
三类旅游综合服务点16个，四类观景位10个。

稻城、亚丁、燕子沟、伍须海、红石公园、
磨西古镇、炉霍山歌、霍尔文化……一大批
高原瑰宝，沉睡上千年，如今放异彩。欢歌
伴锅庄，美景迎笑脸，康巴大地尽情演绎着

“全域旅游”脱贫壮阔的波澜！
（全文完）

陇冬村秀珍菇长出陇冬村秀珍菇长出

致富致富孢子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