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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随 笔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康定市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基本理念，因地制宜，发挥特色优势，增强
创新活力，走出了一条“康定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

该市通过严守生态红线、打造生态环境和建设生态
项目，夯实绿色发展基础，构筑生态保护屏障。近年来，在
国家和省、州支持下，先后开展了国家天然草原退牧还
草、天然草原植被恢复与建设、退耕还林还草等工程项目
和贡嘎山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世界人与生物圈建设项
目。这一系列措施，对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止河流、湖泊萎
缩、湿地破坏，恢复草原生态功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截至目前，该市组织全民义务植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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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绿色发展，康定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持续
增长。去年全市经济总量达 60.65 亿元、增长 10.1%，旅
游总收入达32.8亿元、增长9.7%。

市委中心报道组 刘燕

甘孜日报讯 为促进农村劳动力和贫困人口实现就
业，提高贫困群众的就业积极性和脱贫内生动力，6月
初，得荣县在松麦镇开展“送就业扶贫岗位下乡活动”，提
供26家成都企业的44个就业岗位，涵盖了环境协管员、
前台接待员、招生老师、幼师、西医等多个工种岗位，吸引
了松麦镇贫困户、农村富余劳动力等33余人前来参加，
达成初步求职意向5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2人。

据悉，今年伊始，得荣县进一步强化对口帮扶促脱贫
攻坚工作，现已将由对口帮扶单位成都市青羊区就业局
提供的包括此次活动在内的30家企业84个就业岗位送
到曲雅贡乡、松麦镇的基层群众中，初步达成13人就业
意向，目前正在与就业企业对接，并积极筹备剩余10个
乡镇的送岗位下乡工作。

此外，笔者还从县就业局了解到，6月份开始，成都市
青羊区就业局还将陆续在每个月提供2个以上的就业信
息，今年下半年，得荣县将继续按照就业扶贫工作任务，适
时开展送岗位活动，配套的送政策、送信息、送技能活动也
将持续开展，确保就业扶贫岗位政策下乡镇、到村头。

县委中心报道组 强巴

甘孜日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全县扶贫干部脱贫攻坚
工作能力和水平，做实档案管理基础工作，当脱贫攻坚

“明白人”。近日，炉霍县攻坚办组织召开2018年脱贫攻
坚档案内业专题培训会。全县今年脱贫村“第一书记”，
16个乡镇扶贫专干、县脱贫攻坚办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培训中，县攻坚办业务骨干通过分析县、乡、村、户四
级装档目录清单，现场答疑等方式，全面细致地向学员讲
解了贫困户、贫困村精准进入，精准帮扶及精准退出资料
整理要点，并就各类台帐填写归档方式、贫困户精准帮扶
手册填写方法、内业资料补充、完善、归档的难点进行了
详细说明。

会后，县攻坚办赓即组织了闭卷考试，进一步检验此
次培训效果，使全县参训干部进一步明确档案归档要求、
资料整理及查漏补缺方式，培训取得了良好实效。

周建欣

为突出对脱贫工作的重视，更好地落实对贫困户的
帮扶责任，许多地方在贫困户家门口最醒目的位置挂上
了“扶贫公示牌”“脱贫帮扶信息公示”等牌子，详细标明
了贫困户姓名、致贫原因、收入水平、帮扶责任人和联系
电话等信息。

“扶贫公示牌”尽管有着夯实扶贫责任、保证扶贫资
金发放公正公开的良好初衷，但是其负面效应也是显而
易见的：一是姓名、电话、收入、致贫原因等全部呈现，无
意中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二是在贫困户家门口最醒
目的位置挂上扶贫公示牌，可能会让贫困户自觉“矮人一
截”，极易挫伤他们脱贫致富的斗志和信心。

从这个角度说，公示接受帮扶的贫困户信息，固然是
杜绝腐败，保障扶贫工作专业化、透明化的渠道，但如何
拿捏得当，勿使贫困户“侵隐私”“伤自尊”，采用何种方式
来公示，值得基层部门认真思考。

具体来说，在开展扶贫相关工作时，要尊重受助群体
内心真实感受，要物质救助与精神帮扶双管齐下，帮助其
感受社会温暖，树立生活信心及致富斗志，真正达到扶危
济困的目的。针对目前一些地区贫困户信息公示不及时、
时间短、不规范等问题，政府部门要协同作战，建立多部
门、多层次的信息比对系统，建立健全低保资金的监管体
系，明确资金的使用范围、对象、申报程序和补贴标准等
条件，为准确、高效、公正认定低保对象提供信息支持。

总之，“扶贫公示牌”应挂在心上，而不是在“形”上。
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既要实现阳光救助，也要把工作做实
做细做“暖”，不断加大贫困信息规范化管理力度，找准接
受社会监督和保护当事人隐私之间的平衡点，让每一个
贫困户切实感受到来自政策的温暖。

坚持生态优先
康定绿色发展初显成效

得荣送就业扶贫岗位下乡
13人达成就业意向

炉霍开展档案内业专题培训
让干部成为脱贫攻坚“明白人”

扶贫公示牌应挂在心上
◎斯涵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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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深化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促进农业增产、农村增效、
农民增收，近两年，旭日乡充分发
挥本地资源优势，抢抓发展机遇，
引进农业企业，为村民们致富奔
康找到一条有效途径，进一步拓
宽了当地群众增收渠道。

“要摘掉‘穷帽子’，实现长远
脱贫，产业支撑是关键。”章鲧告
诉记者，近两年，该乡瞄准农业农
村经营体制改革的契机，借助县
上的帮扶资金 287 万元，引进色
达县金实生态农业扶贫开发有限
公司，通过“政府+公司+农户”的
模式，建立蔬菜种植基地，在前期
项目建设和运行中，江达村村民
以帮扶资金入股，实现人均年增
收 1500 元以上；今年，该乡党委
政府牵头组织相关村两委班子、
金实公司等召开土地流转协调
会，在该乡旭日村、泽登达村、修
灯笼村、仁达村实现土地流转
250亩。

“下一步，我们要切实转变观
念，本着‘农业为主、牧业为辅’的

原则，按照“农业+旅游”“飞地经
济”模式，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延
伸农业产业链，实现产业融合发
展，培育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让当
地老百姓脱贫增收。”对于旭日乡
未来的发展，章鲧可谓信心满满。

江达村大棚蔬菜基地只是色
达县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色达县紧紧围绕“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这一目标，大
力实施“乡村振兴”“产业兴县”战
略，立足自身良好的资源优势，抓
产业，调结构，努力探寻当地贫困
群众增收的长效机制，着力做好

“特色、生态”发展大文章。
“今后，我们要明确目标、聚

焦关键、突出重点，按照‘农旅有
机结合、一三产业互动’发展思
路，坚持‘规模化、特色化、市场化
发展与适度规模经营、家庭经营
相统一’的原则，加大产业扶贫力
度，加快培育生态农业、生态旅游
等优势产业，促进贫困群众持续
稳定增收。”色达县扶贫和移民工
作局局长黄勇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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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记者在色达县旭

日乡江达村看到，大棚蔬菜生机

勃勃，原野绿意盎然，村舍错落

有致，乡村掩映在青山绿树之

间,宛若一幅秀美壮丽的油画。

虽然已是初夏，但微风拂面

中仍有丝丝寒意。该村蔬菜大

棚内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一垄垄

蔬菜、瓜果长势喜人，工人们提

着小筐忙着采摘，不亦乐乎。“金

实生态农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

发展的这些蔬菜大棚，就像是一

个大型的地头蔬菜超市，无茎

豆、西瓜、哈密瓜、辣椒、茄子、萝

卜等样样俱全。”旭日乡党委书

记章鲧指着眼前大片的蔬菜大

棚向记者介绍说，这里一年四季

都有各式品种的蔬菜，即便是严

冬时节，进了大棚也是这番蔬菜

吐绿、瓜果溢香的美景。

精 准 扶 贫 进 行 时

蔬菜大棚架起“脱贫路”
色达县引进农业企业促农脱贫

在黄瓜大棚里，江达村村民叶美正在采摘黄
瓜，她从2016年初就开始在蔬菜种植基地打工，
现在已经在这干了两年多了。

“过去，我们靠种植青稞、小麦、豌豆等传统
农作物来维持生计，全家人辛苦劳作一年，每亩
地的纯收入只有 400 元，根本不够一个家庭过
活；为了生存，许多人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自从
村里有了蔬菜基地后，大家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
就能挣钱，日子越过越好。”叶美高兴地说。

如今收入怎么样？面对记者，叶美呵呵一笑，
掰着指头算起了账，土地流转后，金实公司每亩
地给她700元，14亩将近1万元。“这基本就是全
家人以前在土地上的总收入。”叶美说。

腾出双手的叶美还在蔬菜基地打工，一年收
入 2.5 万元。同时，家人还在色达县城做蔬菜生
意，一年收入6万元。叶美表示，公司还返聘她回
来参与种植，种植蔬菜虽然比种青稞辛苦一点，
但好在工资高，而且不用外出打工，家中老人和
小孩也都能照顾到。

土地流转后，江达村村民变成产业工人；通
过大棚蔬菜种植，大家收入稳定增加，生活越过
越好。金实公司成立初期，村民们既不愿流转土
地，也不是很支持大棚建设，为了转变群众观念，
旭日乡党委加大宣传力度，与公司专业技术人员
逐户走访做思想工作，让群众慢慢接受。2016
年，在各方努力下，色达县金实生态农业扶贫开
发有限公司在当地租用了 60 亩土地，投资 465
万元，建成7个有机无公害蔬菜大棚进行试种，
年底实现产值60余万元，让村民看到了种植大
棚蔬菜的前景。

“公司采取‘土地租用+返聘务工+提成分
红’模式，最大限度增加农户收益。”色达县金实
生态农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杨磊向
记者介绍，当地村民以土地入股，公司按每年
700 元/亩的标准支付村民土地流转租金。除此
之外，公司还将当地村民返聘到大棚中参与种植
和管理，不仅获得报酬，而且还学习了大棚种植
技术。

据杨磊介绍，今年，公司又在旭日乡流转了
部分土地，准备增建20个大棚。公司将采取“政
府+公司+农户”的模式，不仅向该乡村民们支付
土地流转租金 175000 元，还将实行股份分红；
同时，公司还优先考虑贫困户到基地打工，真正
实现土地流转促增收，规模发展增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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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记者 陈斌 张兵
实习记者 汪青拉姆 文/图

甘孜日报讯 今年，乡城县把精准扶贫
与农牧产业发展相结合，立足乡城自然资
源禀赋，坚持“以种带养、以养促种、种养互
补、循环利用”的立体发展模式，加大扶持
力度，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科学
布局，加快农业特色产业化进程，促进农牧
民稳步长效增收。

一是加强协调配合。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正确引领，扶贫、财政、水务、发
改、农牧等部门密切配合，协调互动，加强
资金配套，抓好基础建设、生产加工、市场
销售、技术培训等各个环节，配套建设太
阳能提灌站 2 个，引进企业 14 个，成立本
土龙头企业9家，创建优质特色农产品12
个，建立县级电商平台 1 个、乡(镇)服务站
12个、村服务点40个，保障特色农牧产业

“产的出、有销路”。
二是找准发展定位。将具有明显优势

和发展潜力的优质蔬菜、特色水果、中药材
(毛桃子)、芫根、藏鸡、藏猪、藏系绵羊等优
质资源作为特色农牧产业发展的重点，明
确目标任务，强化措施落实，从政策、资金、
项目、技术等方面予以倾斜，在全县建成优
质蔬菜种植基地 8152 亩、特色水果种植
2.6万亩、中药材(毛桃子)种植5000亩、芫
根种植基地 3000 亩，启动建设规模化藏
猪、藏鸡、藏系绵羊养殖基地 6 个，促进农
牧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三是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整合资金
3628.2万元，精准使用，在贫困村建设藏猪
保种、繁育基地3个、藏猪圈舍1254座、高
山牲畜暖棚40座、太阳能提灌站1座，改造

提升苹果示范园 3 个，新建芫根种植示范
基地150亩、花椒基地260亩，新植毛桃树
1333亩，帮助贫困群众发展优势特色农牧
产业，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

四是狠抓规模效益。注重特色农牧产
业规模化发展，重点打造百公里特色农业
产业带，在布机、热斗、无所等13村建成以
苹果为主导产业的特色水果示范基地
2100亩，行间种植红豆草256亩，建成“以
园种草、以草养畜、以畜促果”的循环农业，
覆盖 3 镇 6 乡、67 个行政村、总户数 2557
户、总人口 17350 人，其中：贫困村 31 个、
贫困户 882 户、贫困人口 4795 人。通过采
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措施，奠定了特色
农牧产业不断壮大的坚实基础。

五是强化科技支撑。坚持科技引领，开

展送科技下乡活动78场次,科普宣传2次，
实用技术培训 6378 人次；投入 280 万元，
实施科技扶贫项目6个；投入90万元，分3
年对乡城县科技扶贫在线平台进行优化提
升与运行维护，有效提高了农牧民科学种
养能力，提升了农牧特色农牧产业发展水
平，促进了群众增收。

六是发挥群众主体作用。通过示范引
路、典型带动、政策扶持，建立科技扶贫示
范户255户、科技示范基地4个，有效调动
群众的积极性，正确引导群众参与特色农
牧产业建设，使之成为特色农牧产业发展
的积极参与者，成为特色农牧产业发展的
最大受益者，从而成为促进特色农牧产业
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

县委中心报道组 吴远胜

立足资源禀赋 创新发展模式

乡城县加大产业扶持力度

工人们正在采摘黄瓜。

大棚蔬菜绿意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