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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理塘县奔戈

乡卡灰村牧民格拿一边数

着卖牦牛绒得到的1963.5

元钱，一边高兴地对理塘县

亚吉牦牛绒加工有限公司

收购员土旦说：“以前我们

一直为牦牛掉下的毛绒头

疼，没想到现在还变成了

宝。”

经 济 资 讯

我州

量身打造长江上游“生态绿”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我州采取

措施量身打造长江上游“生态绿”。
建新保护区“绿肺”。落实

主体功能区规划，近五年累计投
入 39.3 亿元开展森林抚育和自
然保护区建设等工作，全州各级
各类自然保护区由 16 个增加到
44 个，占全州总面积 28.5%、占
全省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47.7%，
初步形成类型齐全、分布合理的
自然保护区网络。实施生态工程

“绿身”。实施“退牧还草”工程，
退化草原补播 663.8 万亩、人工

饲草地 15 万亩。组织实施新一
轮“ 退 耕 还 林 ”5.4 万 亩 ，投 入
27.5 亿元开展天然林保护工程。
治生态环境“绿眼”。实施“蓝天”
行动，淘汰落后产能排污企业，
城区 90%以上的建筑工地落实
了“6 个 100%”抑尘措施；实施

“碧水”行动，围绕“两江一河”开
展工业污染源和城乡环境整治，
投入近亿元，完成 27 个城市集
中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划定和规
范化建设。

本报记者

康定加力创建乡村振兴示范区

大渡河康养谷呼之欲出
甘孜日报讯 8 月 5 日，笔者

从康定市获悉，为落实州委、州政
府打造大渡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
区的重大决策，康定市将投资35
亿元打造大渡河康养谷，建游客
诗意栖息地。

据了解，围绕州委、州政府提
出的“成都后花园、康养加休闲”
主题定位，康定市将按照“一城五
核”（康定历史文化名城；姑咱镇
加鱼通康养加休闲小镇、康定温
泉公园、立曲河湿地公园、贡嘎山
山地公园、康定万亩特色产业基
地）和“一核七园”（全力打造姑咱
镇+鱼通乡康养休闲小镇“一核”、
野坝水上娱乐休闲综合体“乐
园”、三合乡二指尖藏花刺绣坊

“绣园”、姑咱镇鸳鸯坝中藏医药
康养基地“药园”、麦崩乡为舍土
司官寨群“官园”、大渡河果蔬观
光农业“果园”、孔玉乡色龙村汉
白玉艺术园“玉园”、金汤镇熊猫
栖息地“游园”）的大渡河康养谷

乡村振兴示范工程，打造“万人
游、万人吃、万人住”的游客诗意
栖息地。

按照“一年起好步，三年见
成效，五年成体系”的时序进度，
康定市大渡河康养谷将通过政
府投入、招商引资、向上争取、银
行贷款、对口支援等方式投入
35 亿元打造养生、康体、观光、
娱乐目的地。2018 年将先行启
动姑咱、鱼通、孔玉示范点打造，
2020 年 基 本 建 成 示 范 工 程 项
目，实现“万人游、万人吃、万人
住”的康定民宿民居接待水平，
2022 年康定大渡河康养谷将全
面完成建设，实现康养休闲文
化、康养休闲保健、康养休闲体
验、康养休闲美食、康养休闲观
光、康养休闲宜居，并配套游泳
馆、健身房、避险避灾演练体验
馆，让康定大渡河康养谷成为游
客诗意栖息地。

张璟

色达县

强力推进就业创业扶贫
甘孜日报讯 今年以来，色达

县紧扣脱贫攻坚中心工作，以“服
务民生、服务发展、服务基层”为主
题，突出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就业
平台建设，上半年就业创业工作成
效显著。

建立管理平台。依托就业服
务信息管理系统，建立《色达县建
档立卡贫困户一库五名单》，实时
掌握农牧民和贫困劳动力数量、
分布、就业状况、就业意愿等情
况，建立健全基础信息，实现动态
监测“育婴式”管理。强化技能培
训。以 28 个“摘帽”村为主战场，
以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为重点，
整合部门资源，科学编制贫困家
庭技能培训工作方案。统筹资金
108 万元开展 900 名城乡劳动者
技 能 培 训 。截 至 目 前 ，已 投 入
49.85万元开展技能培训9期330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293
人。搭建就业平台。每月收集县内
外最新岗位信息，推送到农牧民
手中，目前共发布县内外空岗信
息 230 余条。通过“政策宣传+招
聘会”的方式开展就业扶贫专场
招聘会 1 场，17 家企业提供就业
岗位153个，350余名求职者参加
现场招聘会，达成意向协议 48
人。提供就业岗位。整合环林、畜
牧、国土等行业资金，开发7类生
态扶贫公益性岗位 387 个，覆盖
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 383 人。打
造就业基地。打造金马众创空间，
实现入驻企业7家，首批孵化5个
产业项目。建立扶贫就业基地 2
个，吸纳贫困户就业 22 人。开设
扶贫车间6个，吸纳126名贫困群
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县委中心报道组 降措

甘孜日报讯 太阳能光伏提灌站
满负荷工作，汩汩清泉通过管道提灌入
池，池子里的水顺着沟渠流向正在施工
的500 亩沙化治理工地。“注意哈，有了
水，也不要浪费，要节约用水哟。”工程
施工人员相互提醒着。这是 7 月 27 日，
记者在得荣县曲雅贡乡绒学村见到的
一幕。

得荣县属金沙江干旱河谷区，当地
历年平均年总降水量为 347 毫米，历年
平均年总蒸发量为2368毫米、是降水量
的6.8倍。由于降雨量小、蒸发量大、日照
时间长，得荣县成为我省最干旱的县之
一。再加上得荣县虽拥金沙江、定曲河、
玛曲河、许曲河和岗曲河“一江四河”，但
许多耕地在山上，呈现出“山下水白流，
山上土冒烟”的窘况。

如何解决“靠水不能吃水”的难
题？建立用油提灌站成本高、机器管护
难；得荣县把目光瞄准了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太阳能。2014 年，得荣县开始
建设太阳能光伏提灌工程，至今已建

成 3 座太阳能光伏提灌站，每小时提水
达 130 立方，解决了用水难最严重的 3
村 1200 余人和 2500 余头（只）牲畜的
饮水问题以及发展农业产业用水。

水提上山入池，该县共建设 6 个大
型蓄水池，配备专门的水管员适时监控，
保证常年蓄水3000立方，确保了池内有

“饱水”。
在做好提水、蓄水的同时，得荣县在

节水上狠下功夫，一方面把节约用水写
入村规民约，走村入户加强宣传，让节约
用水观念入心入脑，生活中节约用水见
诸行动；一方面推行科学用水，通过测算

“定量”用水，对用水量大的农业基地要

求必须实行节水滴灌，扩大灌溉面积和
用水效率。

“我们以前吃够了缺水的苦头，知道
水金贵，更知道节水的重要。”瓦卡镇子
实村党支部副书记忠勇次仁说，现在村
民们都养成了节水习惯。

在曲雅贡乡因都坝葡萄基地劳作的
村民格绒曲批告诉记者，他是为得荣扎
西尼玛龙公司打工，公司要求大家节约
用水，通过灌溉适量，既保证了葡萄长得
好，也让水能发挥更大作用。

源头有活水、池内有“饱水”、用时
重节水让得荣用水难得到基本缓解。得
荣县水务局总工程师肖彬告诉记者，得
荣 127 个村，村村都缺水，提水蓄水任
重道远，节约用水意义重大。她介绍说，
目前，得荣已经建成3座、在建7座太阳
能 光 伏 提 灌 站。按 照《得 荣 县 2017-
2020 年水利生态脱贫（太阳能光伏提
灌）规划》，该县在“十三五”期间将投资
1.56 亿元，建设 56 座太阳能光伏提灌
站，总装机 10628 千瓦，新增、改善灌面
2.05 万亩。规划一旦实施，得荣县用水
难的状况将会彻底改变。

谢臣仁 记者 刘小兵
见习记者 包小玉 文/图

提水有新招 蓄水有高招 节水有大招

得荣县三招缓解用水难

格拿家有近百头牦牛，每到夏季，
牦牛开始掉毛绒，草场上到处都是，不
但污染了环境，牦牛吃草时吃到肚里
还有生命危险。格拿说：“每年杀牦牛
时，牛肚子里都有一团毛，以前毛绒只
有 2 至 3 元一斤，收集费时费力连工
钱都不够，多亏县上引进的牦牛绒加
工公司，他们上门收购，毛绒卖到了
40多元一斤。”

格拿口中所说的公司就是理塘县
亚吉牦牛绒加工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于2017年3月，公司注册资金2000万
元，由理塘县国资公司出资 30%并负
责出资 400 万元建设厂房，由招商引
进的另一家私营企业出资70%并负责
机具和设备采购安装。2017 年 9 月 13
日，占地 30 亩，厂地厂房建设规模达
3000平方米的理塘县亚吉牦牛绒加工
有限责任公司开业，该公司集收购、加
工、设计、生产和销售于一体，进行牦

牛绒加工及高端服装系列产品生产。
据了解，理塘县2017年全县各类

牲畜存栏达31万头(只、匹)，牧业生产
是农牧民的重要收入来源。据理塘县
亚吉牦牛绒加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金
东介绍，7月5日起，公司派出4名采购
人员先后深入毛垭等牧区，采取“边收
购，边宣传”的形式，积极开展牦牛绒
采购政策的宣传活动。土旦说：“通过
宣传，统一送口袋、刷绒工具，牧民卖
绒的积极性得到提高，每天收购平均
在200斤左右。”

目前，理塘县亚吉牦牛绒加工有
限公司与理塘县曲登乡等 5 个乡镇
的牦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签订牦牛绒
收购合同，带动周边邻县乃至其它藏
区牧民卖牦牛绒的热情，今年已收购
原绒 10 万斤，老百姓直接收益 500
万元。

曲登乡的土登在理塘县亚吉牦牛

绒加工有限公司操作机器选毛，每月
有3000元工资，他挺羡慕技术比他好
的工人，最高可以拿 6000 元。理塘县
亚吉牦牛绒加工有限公司目前有固定
用工 32 人，季节性用工 60 人。7 月中
旬，理塘县组织开展牦牛绒手工艺纺
织技术专项培训，参训群众 40 余人，
涉及贫困群众30余户，理塘县亚吉牦
牛绒加工有限公司也派出5名员工进
行培训。通过纺织技能和手工艺纺织
技术培训，进一步让广大农牧民群众
掌握了一门脱贫致富技能。

据理塘县委副书记、县长郑显峰
介绍，到目前，理塘县亚吉牦牛绒加工
有限公司在理塘及周边县收购了近
2000 万元的原绒，生产了价值 1000
万元的牦牛绒制品和服装产品，实现
销售利润 300 万元，促进了理塘农牧
区群众人均增收 500 元，成功解决了
当地贫困户“就业难”的问题。

变废为宝

理塘牧民靠卖牦牛绒挣钱

精 准 扶 贫 进 行 时

甘孜日报讯“为了发展集体经济，
国土部门在这里实施了土地整理项目，
帮扶单位又在这里建成了蒲江援建产
业园，给村民带来了实惠。”正在地里劳
作的加郡乡海子村民吴万全介绍说，

“现在就在这儿打工，男的一天就挣
120 元，女的一天挣 100 元，不出远门
就挣到钱了。”

近年来，泸定加郡乡海子村通过实
施土地平整、灌溉排水、田间道路等多
项土地整理工程建设，实现耕地占补平
衡，改善贫困地区生产条件、生态环境，
加力精准扶贫助农增收。

据海子村委会主任舒元军介绍，用
工高峰时，每次来地里务工的村民都很
多，工作热情都比较高，学习劲头很足。

“经常在我们产业园区务工的农户大概
每天近20人，每个人都干劲十足，因为
这个产业园区每家每户都有股份，到每
年年底时都要分红，所以大家都希望这
些中药材、木耳、清脆李、红翠李长得好
一点。”

笔者在泸定县国土资源局了解到，
加郡乡海子村等12个村土地整理项目
是省投资土地整理项目，也是国土资源
系统助推脱贫攻坚的重要组成部分，项

目规模为 7367 亩，项目新增耕地 592
亩，项目总投资868万元。

去年6月，工程中标单位正式进场
施工。业主、监理、施工方及项目属地乡
和项目实施重点整治村两委统筹协调，
围绕目标进度、工程质量、施工环境、安
全监管等全力抓好项目协调服务工作，
严把进度关、质量关，确保项目资金安
全和廉政等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土地整理项目建设主要分为坡改梯、
田间道路工程、灌溉水工程和完善标识标
牌等四部分。该项目的实施收到了良好的
效果，实现了坡成梯、地成方、路相通、渠

相连，有效地增加了耕地的面积。
过去没有整理前 ，这些土地是低

产的坡地，亩产值不高。土地整理后，配
套了生产道路，将乱石田坎建成了格
田，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还培肥
了土地地力，改善了耕地质量，修建了
灌溉排水工程，确保了旱涝保收。

“精准扶贫土地整理项目是为民办
实事的一项德政工程，项目的实施有效
改善了村民的生产条件，有效保障了农
业持续稳定发展，增添了村民增收致富
的信心，得到受益群众的好评。”加郡乡
国土员刘蔚说。尼胡克布 张晓东

泸定县实施土地整理“整”出一片新天地

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
国共同步入全面小康社会，这是
我党的庄严承诺。习近平总书记
近日对脱贫攻坚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万众一
心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心里最惦记的是
贫困群众，说的最多的也是如何让
贫困人口过上幸福日子。心之所系，
行之所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的足迹遍布全国最贫困地
区，并先后在陕西、贵州、宁夏、山西
和四川就脱贫攻坚召开座谈会，对
脱贫攻坚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在他
主持召开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
坚座谈会三周年和主持召开深度贫
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一周年之
际，又对脱贫攻坚作出重要指示，拳
拳之心、殷殷之情尽在言行之中。

尽管我国开拓了人类反贫困
战略的新领域，扶贫成就举世瞩
目，但仍然要保持头脑清醒冷
静，2017 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
尚有 3046 万人，而且剩下的都是

“硬骨头”，仍有 200 多个县贫困
发生率超过 18%，约 3 万个贫困
村贫困发生率超过 20%。中西部
一些省区市贫困人口规模依然较
大，剩下的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较

深，减贫成本更高，脱贫难度更
大。要确保 2020 年现行标准下所
有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
绝对贫困，确保贫困县全部摘
帽，达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
口“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标
准，并非说得这么容易。

脱贫攻坚战时间十分紧迫、任
务相当繁重。但办法总比困难多，
攻坚信心是首要。打赢脱贫攻坚
战，关键在人的观念、能力、干劲，
脱贫攻坚是一个复杂而巨大的系
统工程，零敲碎打、单兵突进解决
不了大问题，只有凝聚合力，尽锐
出战，才能确保如期完成任务。

目前脱贫攻坚进入攻克坚中
之坚的阶段，要聚焦深度贫困地
区和特殊贫困群体制定特殊政
策，拿出超常举措，以补短板为突
破口，坚决啃下最后这块硬骨头，
确保不漏一村不落一人。

人类反贫困战略一直是一个
梦想，并一直处在进行时，如果中
国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将完成世
界级的创举。习近平总书记说过，
脱贫攻坚靠的是广大干部群众齐
心干，只要万众一心攻城拔寨、尽
锐冲刺，定能夺取脱贫攻坚战全
面胜利。

尽锐攻坚 脱贫必胜
◎廉军

经 济 随 笔

手工织牦牛绒布料。

◎县委中心报道组
叶强平 文/图

收购牦牛绒。

走基层看变化

太阳能光伏提灌正在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