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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转交甘孜州群众
信访举报案件办理情况

（12月5日）

（一）总体情况：
截止12月4日晚，我州共计领签

到6批13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交办我州群众信访举报件。
目前已经办结 12 件,1 件正在办理
中。

★信访形式划分：来电10件，来
信3件。

★办理要求划分：其中 10 件为
加星件，按照要求必须交州直属部门
办理，非加星件 3 件，按照属地管理
要求交问题属地办理。

★地域分类：涉及康定市、道孚
县、德格县、乡城县、丹巴县、色达县、
泸定县、理塘县、九龙县。

★污染类型分类：生态类问题11
个、其他污染类问题 1 个,大气类问
题1个、噪音类问题1个。

（二）办理情况：
按照川环迎督办〔2018〕5 号文

件要求，对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件实
行了统一管理，做到了“一个口子进、
一个口子出”，对收到的信访件做到
当日处理，即收即办，目前12件信访
件按照要求上报办理结果，1件正在
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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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泸
州市坚持“管理、施策、扶持、
帮带、考核”多管齐下，本着
建机制、推产业、惠民生、带
队伍、结友谊的宗旨，突出精
准对口帮扶，全力推动稻城
加快发展。

加大资金投入，在精准
施策上着力。加大基础设施
建设、优化人居环境资金投
入，加强教育医疗培训、劳动
就业转移帮扶力度，先后投
入 1200 万元，完成 14 个乡
镇 1126 户“五改三建”安居
工程；投入 8000 万元，启动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6 个。目
前，乡镇便民服务中心、贫困
村村民活动中心、安全饮水
改造提升工程等基础设施项
目已建成投用，预计2019年
全面完成入户道路等项目建
设；累计投入资金 1320 万
元，以教育帮扶为切入点，着
力抓好校园建设、教育扶持、
医疗帮扶、在岗教师培训、医
护人员在岗培训。今年，举办
电工、酒店服务、挖掘机等各
类技能培训12期，培训贫困
人口 500 余人次，组织泸州
市企业到稻城县开展招聘会
3 次，提供就业岗位 526 个，
达成就业意向62人。

助推产业发展，在精准
扶持上聚力。近两年，投入资
金 600 余万元帮扶 41 个贫
困村发展黑青稞、油菜、蔬
菜、水果、食用菌、中药材等
主导产业，成立专合社6个，
惠及农户 200 余户。先后建
成省母乡农产品深加工、巨
龙乡然央新村旅游扶贫示范
村等一批农特产品示范项目
和基地，带动项目区贫困户
年人均纯收入增加 1000 元
以上。充分发挥泸州纳溪区
创建全国有机产品示范区的
经验优势，积极参与有机产
品示范县建设，利用西博会、
泸州农博会等推介平台，帮
助打响“稻城藏香猪”“稻城
飞鸡”“亚丁菜籽油”等高原
特色品牌，带动稻城地方特
色农牧产品外销，实现综合
产值上亿元。借鉴纳溪“花田
酒地”成功做法，积极招商推
荐，成功引进成都开元创展
投资公司投资 5000 万元打
造稻城第一个花海项目—

“稻城梦幻香巴拉”旅游景
点，着力构建“旅游+”农旅融
合互动扶贫模式，助力稻城
全域旅游发展。

突出引导服务，在精准

考核上发力。围绕建设高素质
专业化干部队伍，制定完善干
部人才培训计划，强化干部能
力培训和实践锻炼，通过“压
担子、交任务、明责任”，引导
援藏干部把自己作为稻城人，
把稻城作为第二故乡，以过硬
的工作作风和饱满的工作状
态全身心投入稻城工作中，为
稻城脱贫奔康贡献力量。采用

“1+N”和“N+1”模式，为每名
援藏干部安排一名结对干部
和一名帮扶领导，力争尽快进
入工作角色，发挥敢抓、敢管、
敢作、敢为的优良作风，不断
激发援藏干部的工作干劲和
干事热情。定期召开援藏干部
交流座谈会，了解生活、工作
和思想动态，帮助解决生活和
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按
照双重管理原则，将援藏干部
与地方干部同管理、同考核、
同激励，根据专业特长和工作
实际，合理安排工作岗位，充
分发挥其优势和特长，鼓励引
导为本地干部传授好的理念、
先进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

加强合作交流，在精准
帮带上助力。注重党政协作、
人才发展、民间帮扶交流，增
进相互学习机会，坚持共享发
展共同富裕。近两年，双方先
后组织人大、政协、政法、住
建、交通、农业、文旅等党政机
关和行业系统共 20 余批次
300余人开展互访考察，就党
的建设、乡村振兴、产业园发
展、干部人才等方面进行交
流，达成帮扶合作意向30余
项。坚持走好“走出去”“请进
来”“传帮带”三条路，实行干
部人才互派挂职和实岗锻炼，
帮扶单位“手拉手共建”。近3
年来，先后遴选教师、医生和
党政干部人才300余人次赴
泸州实岗交流学习培训，与
116 名本地干部人才“结对
子”，努力实现“可持续援藏”。
结合“千企帮千村”“全域结
对”等社会力量帮扶活动，全
力推动民间帮扶交流。组织泸
州市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鑫霸实业有限公司、泸州
巴蜀液酒业有限公司等28个
企业与27个贫困村开展结对
帮扶，共同组建支教、支医等
帮扶组，深入乡镇中心校、卫
生院开展支教、巡回义诊活
动。结合扶贫日、新年、春节等
开展“走基层”慰问活动，增进
泸稻两地情谊，奋力实现合作
共赢。

余彬

泸州市

精准发力援建稻城

甘孜日报讯 为加快建
立创新扶贫产品销售体系，
推动扶贫产业产品与市场精
准对接，贯彻落实《四川省创
新扶贫产品销售体系促进精
准脱贫的意见》，色达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以特色农
旅产品为精准突破口，引导
鼓励涉农企业申请注册“四
川扶贫”公益性集体商标，狠
抓扶贫商标品牌建设。

截至目前，色达县香则
农贸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申请
注册的“色达酸奶”、康源牦
牛肉食品公司申请注册的

“色达牦牛”和“色达牦牛肉
干”正式获得了“四川扶贫”
公益性集体商标预授权证
书。下一步，色达县将引导企
业严格按照《“四川扶贫”集
体商标使用管理办法》使用
该商标。

据了解，四川扶贫公益
性集体商标的产品来源于
四川省 88 个贫困县所辖行
政区域和有脱贫攻坚任务
县(市、区)的贫困村及建档
立卡贫困户。销售带有四
川扶贫商标产品的商家，
政 府 会 在 财 政 、税 收 、金

融、交通运输、人才培训等
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四川
将拓宽四川扶贫产品的销
售渠道，通过批发市场、商
超、电商平台等销售该类
产品，还将在车站、机场等
场所设置扶贫产品销售专
区，并在遵循市场规律的
前提下，引导社会公众优
先购买四川扶贫产品。

据色达县政府副县长秋
松介绍，除了鼓励引导企业
申请注册、使用“四川扶贫”
集体商标，色达县还大力开
展了区域公共品牌、普通商
标和农产品“三品一标”建
设工作。截至目前，“色达酸
奶”、“色达牦牛”成功注册国
家商标局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色达黑青稞”、“色达紫
皮大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已获得国家商标局受理通
知；“福地色达”和“瓦须”区
域公共品牌正在申报中；“色
达禅修土豆”、“孜滋升鲜”等
150 余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普通商标和有机食品认
证正在申报中。

县委中心报道组 降初
拉姆 罗丛贵

色达县
打造“色达品牌”
助力脱贫攻坚

下木拉乡是理塘县半农半牧乡，产
业结构单一，发展香菇产业是下木拉乡
党委、政府依托当地资源禀赋改变传统
种植观念，实施符合高原特色产业扶贫
的有益探索，也是从最深处拔掉穷根的
有效之举。今年以来，理塘县在州级部
门的大力关心支持、五粮液集团的鼎力
帮扶下，经多方合力，有效整合 900 万
元产业发展资金，发展具有特色且高附
加值的香菇产业，实施建设五粮液理塘
上马岩香菇产业示范基地，着力打造了
包含极地高原香菇、木耳在内的“藏孜
源”品牌，目前在县、乡、村和驻村工作
队的共同努力下，基地已初具规模。

上马岩村作为今年下木拉乡的“摘帽
村”，下木拉乡党委、政府和村两委及驻村
工作队着力在从最深处拔掉穷根的同时，
成立了村集体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上马岩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探索形成了“党支部+对口帮扶单位+
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管理公司、专合
社）+致富带头人+农户”的产业发展新机
制。通过近一年的发展，实现了产销一体
化，带动更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村集体
经济实现了有效创新和壮大。

目前，40余亩香菇基地已建成高标准
出菇大棚 240 余个，培菌大棚 60 余个，现
已生产菌苞20万袋，可产鲜菇58万斤，干

菇7万斤。香菇基地建成投入使用后，可年
生产菌苞 50 万袋、产鲜菇 100 万斤、干菇
13 万斤，按干货市值估算可达 650 万元，
较之前翻一倍。香菇基地已为周边贫困户
和农户提供岗位 30 余个，日工资 150 元，
已为下木拉乡上马岩村贫困户人均分红
近6000元，全乡分红82万元。

贫困户志玛拉姆激动地说：“我在香菇
基地打工每月工资收入4000元左右，基地
分红5000元，我一人一年就能挣到5万元
以上，让全家脱贫奔康，今年我家将摘掉

‘贫困户’的帽子。”同时，像贫困户志玛拉
姆一样既能在家门口就近就业，还能照顾
上学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的基地务工人员

还有很多，这样依托香菇基地发展，实现就
近务工收入和基地分红的持续脱贫致富模
式，让下木拉乡贫困户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据悉，香菇基地的全面建成，预计可
为周边贫困户提供 60—90 个就业岗位，
依托“飞地”模式可为下木拉乡及周边乡
镇未脱贫的村提供产业帮扶服务，辐射带
动周边产业发展，在丰富理塘“极地果蔬”
品牌的同时为其提供有力的支撑。借助五
粮液集团、珠海市、金堂县、新都区等对口
帮扶单位和“O2O”平台，将高原特产更好
的带出四川、带向全国，推动全乡、全县农
牧民群众脱贫增收，让贫困户真正享受到
产业扶贫的红利。

理塘县下木拉乡

产业很红火 村民享红利
◎县委中心报道组 叶强平 周鹏 张闻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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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路
跃马扬鞭

甘孜州精准扶贫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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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办

报告文学连载

◎范河川

(上接12月5日第五版)
同车的王成问：“徐老师，我听说二

战期间希特勒注重人种的问题，他认为
日尔曼民族是最优秀的人种，而世界上
唯一可以和日尔曼民族抗衡的人种就
是康巴人，于是他派人到西藏研究康巴
人。听说以前有些西方的女士专门到西
藏找康巴人进行交配，繁殖优秀的人
种。这些传说是不是和康巴汉子村有关
联呢？”

徐老师说：“公元前334 年，欲雄霸天
下的亚历山大率马其顿大军东征，仅用 4
年时间就征服了叙利亚、埃及和波斯，在
尼罗河三角洲建亚历山大城。此前的公元
前 327 年，他挥鞭直指印度，铁骑越过希
发西斯河，大败印度带象群的军队，抵达
印度最富庶的恒河流域。数次征战，马其

顿军队伤亡增加，热带的闷热潮湿、毒蛇
蚊虫、疟疾瘴疠，土著的群起抵抗，更使远
离欧洲故土的将士吃尽了苦头，他们怨声
载道，士气低落，拒绝东进，加上高耸入云
的喜马拉雅山脉横亘眼前，连飞鸟也难以
逾越，亚历山大遂无奈地抚鞭而叹。公元
前325年，马其顿军队经盖德罗西亚沙漠
撤退，次年返抵巴比伦，在东起印度河西
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的领域内，建立了
亚历山大帝国。有野史说马其顿大军西撤
时，在印度的北部山区留下了一支纯种的
雅利安骑兵，他们后来一分为三：一部分
留在了恒河平原，一部分北上至克什米尔
地区定居，现在那里的米拉罗部落还保留
着许多马其顿人古老的生活习俗，另有一
部分沿喜马拉雅山麓远徙，在青藏高原东
南部的横断山脉一带定居下来，渐渐演变

成现在的康巴藏人。其实康巴汉子村与这
些传说没有关系。”

一路上说起这些传说，不知不觉就来到
了雅江县城，雅江县文化馆馆长仁青接待了
我们。仁青身高一米八五，长发盘头，是标准
的康巴汉子，是一名热爱文化并致力于保护
传承的文化工作者。他说：“ 康巴汉子村又
名杰珠村，在藏语里，杰珠意为‘汉族人的驿
站’，座落于西俄洛乡政府所在地，距雅江县
城60多公里。村里的男人们体形剽悍、粗犷
豪爽、轮廓分明、头饰独特，身高1.85米以上
的汉子随处可见。2003年，“康巴汉子”在川
滇青藏康巴艺术节上首次亮相，就引起国内
外媒体的极大关注和轰动；2005年，国家商
标局正式批准该地注册商标为中国‘康巴汉
子村’。”

（未完待续）

12月3日，看着袋袋菌苞陆续搬进“新家”并长出了朵朵花纹均匀、色泽圆润的花菇，在五粮液理塘上马岩香菇产业示范基地，查看香菇大棚的理塘县

下木拉乡上马岩村党支部书记、致富带头人降措满脸喜色。 精准扶贫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