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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我现在成为
康巴拉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的一
名保洁工，每个月有2500元的
收入，一年下来就有3万元，而
且还可以单休，公司管我的伙
食，下班了回家还可以照顾家
里。”5月9日，甘孜县斯俄乡斯
俄八村村民拿到工资开心地
说，她已经拿了一年半的工资
了，有了这笔钱，加上丈夫的收
入，她们一家已经脱贫了。

2016 年 4 月，康巴拉绿色
食品有限公司自筹资金 8000
余万元，规划建设了“甘孜州
康北生态牦牛产业园区”。这
是目前甘孜州唯一一个集科
技、信息、屠宰、生产、加工、交
易、展销于一体的综合园区，
也是甘孜州冷链物流配送的专
业园区，预计可实现年交易额
2.5亿元，能稳定提供长期性就
业岗位 120 个。公司先后被评
为州级农业产业化和省级农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018 年
收购牦牛 17000 余头，实现交
易额 1.5 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100 多个，普通工人月均工资
3500余元，普遍高于当地人均
收入。直接与农牧民交易金额
超过 8000 余万元。2019 年公
司计划建成大型牦牛放养和补
食基地，预计年出栏量 10000
头，计划建成全州唯一的牦牛
交易市场，拉动全州各县的牦
牛出栏。拖坝乡 4 个村委会将
80 万元产业发展基金以入股
的形式，投入康北生态牦牛产
业园区，签订三年合同，公司
每年给 4 个村分红 10 万元，每
年递增一万元，这样保证了村
集体的收入。

康北生态牦牛产业园区建
成投产以来，在甘孜县及附近
县贫困地区发展牦牛产业，带
动贫困地区 2000 余人脱贫致
富，覆盖贫困村 54 个；以“公
司+农户+合作社”的形式与甘
孜县 43 个贫困村的牦牛养殖
合作社签订了保底收购合同，
切实解决了影响牦牛出栏少、
群众增收难的问题。
记者 马建华 见习记者 唐睿

甘孜日报讯 5月17日，四
川移动甘孜分公司在康定市情
歌广场开展“世界电信日”主题
活动，现场推出各类“提速降费”
优惠项目，并向市民广泛宣传通
信网络安全、防范通信诈骗等相
关内容。当天，作为系列活动另
一重头戏的“总经理接待日”在
全州各县（市）同步举行。

上午10时，在情歌广场，甘
孜移动安设了20多个台位，全
方位讲解手机恶意软件治理、用
户个人信息安全、六大惠民服务
举措等“干货”。同时，通过“三
电”保护宣传，让场内场外更多
人了解、知晓、掌握保护通信设
施日常知识，增强保护意识。

在“总经理接待日”活动现
场，甘孜移动党委书记、总经理
黄平走进北门移动营业厅，聆
听客户需求，为其答疑解惑，

“甘孜移动从今年4月开始，将

每月第三周的星期三定为‘总
经理接待日’，希望通过常态
化、规范化的活动，听到老百姓
关于业务使用、网络覆盖、家宽
品质等方面的真实诉求，推出
更多惠民利民的品质服务。”

据悉，现场摆台活动发放
各类宣传资料 1000 余份，接
受 500 余人次咨询；“总经理
接待日”活动，已接待 100 余
人次问询。记者还了解到，4 月
25 日，四川移动甘孜分公司正
式开通了甘孜藏区首个 5G 基
站，下一步，将继续加快甘孜
州 5G 网络的建设应用和精准
覆盖，积极推动 5G、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融合创新，让甘孜用户尽早感
受到“可接触、可互动、可体
验”的 5G 应用，为全州信息化
建设提供网络保障。

甲央 记者 李娅妮

甘孜日报讯 2019 年 4 月
23日，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防法》正式颁布并实施，规
定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
收、备案（抽查）工作由住房和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

按照新《消防法》，国家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应急管
理部《关于做好移交承接建设
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的
通知》等文件精神，自2019年4

月8日起，甘孜州消防救援支队
（含所属大队）不再受理建设工
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备
案抽查（含复审和复验）业务。
原由甘孜州各级消防救援机构
承担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
核、消防验收、备案（抽查）职责
移交至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全州将于 5 月 30 日前完成
移交承接工作。

州应急管理局

康北生态牦牛产业园区

助力精准脱贫

我州消防设计审查
验收职责本月完成移交

升智能宽带
保家庭幸福

甘孜移动开展“5·17世界电信日”暨总经
理接待日主题活动

5月18至19日，丹巴县人民法院开展“法启行动”之旅游巡回
法庭进景区活动，在甘孜山地旅游文化节开幕式主会场——中路
乡海子坪开展法治宣传，为“山地旅游节”保驾护航。

县法院办

善心企业的民生情怀
记德格县雀儿山宾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房间设施全新，有

电动窗帘，房间卫生非

常干净，还有免费吸氧

设备，以及七项温馨提

示。没有想到在距离成

都900多公里的高原县

城，还有这么规范高档

的酒店，雀儿山宾馆的

成功经验堪称甘孜州宾

馆酒店业的标杆和旗

帜。”4月23日，下榻雀

儿山宾馆的四川省成都

中旅集团顾问、原成都

锦江宾馆副总经理、资

深酒店管理专家李科科

在享受了雀儿山宾馆的

优质服务后，不惜溢美

之词。

作为德格县本土企

业，雀儿山宾馆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已经解决了

本地农牧民就业共计

2000余人次，为本地培

养输送人才1800余人

次。员工考上公务员及

企事业单位人员达120

余人，在外就业及自主

创业的达680人。宾馆

每年从农牧民手里收购

蔬菜、肉类、菌类等特色

农产品达200多万元，

带动了村民就近增收致

富。20多年来，雀儿山宾

馆勇担社会责任，仅

2017 年德格县洪灾就

免费发放价值 18万元

的救灾物资，参与集资

助学、抗灾救灾等捐款

达20万元。

◎甘孜日报记者 马建华
见习记者 唐睿 文/图

记者走基层

“如果没有雀儿山宾馆的帮助，我自
己都难以养活自己，更不要说供养我的
两个儿子读书了。”5月19日，正在雀儿
山宾馆打扫卫生的德格县龚垭乡村民充
措一脸感激地说，她离异多年，一个人带
着两个儿子生活艰难，住的是土坯房，没
有经济来源。雀儿山宾馆总经理古绒尼
玛在一次走访中，了解到我的遭遇，当即
决定让我到宾馆洗涤部工作，一个月给
我发3400元的工资。我没有什么文化，
能够有这么高的收入，我很知足。

让充措想不到的是，宾馆充分体
谅她家的实际困难，宾馆正常下班是
晚上 10 点，却允许她 7 点下班回家照
顾儿子，家里的衣服等也可以拿到宾
馆来清洗。

经理黄传伟告诉记者，宾馆还收
购充措挖的野菜。充措有了固定的收
入后，把一个儿子送到甘孜读高中，一
个儿子送到泸定读初中，她经常教育
两个儿子要懂得感恩，要努力学习改
变自己的命运。两个儿子在德格县时，
晚上经常接母亲下班，还帮助母亲干
活、挖野菜等。

员工四郎翁姆的家在距离县城10
公里的半山腰，养了少量的牦牛，家里

有 5 口人，母亲身体不好，她随时都要
回家务农和照顾母亲，不能安心在外打
工，家庭经济条件差。她在公司工作了
13 年，靠她每年在公司挣的 6 万元工
资，承担起了妹妹读大学的费用，直至
妹妹毕业，妹妹现已工作，在德格县任
教。“我们公司有 100 多余名员工，所
有吃住都由公司承担，还为员工购买了
社会养老保险，工资足以支撑一个家庭
一年的开销。当我打算在县城购买住房
时，公司还借钱给我。现在我终于在县
城买了一套住房，把父母也接到了城里
居住。”四郎翁姆说，因为收入稳定，她
们一家人过上了好日子。

“前几天，雀儿山宾馆才上门收购了
我1000斤土豆，我卖了和县城一样的好
价钱，一共收入3000元。”龚垭乡村民根
秋高兴地说，以前卖蔬菜只有自己运到
县城，廉价批发给蔬菜老板，赚的钱不
多；自从雀儿山宾馆定点收购后，他直接
运到宾馆餐饮部或由宾馆上门收购，农
产品销售难迎刃而解。

公司员工德西翁姆的家乡麦宿片
区盛产野生獐子菌，她动员家人和亲戚
朋友采摘，每年夏天卖给宾馆獐子菌
2000 多斤，让家人和亲戚朋友直接收

入达到 6 万元以上。员工降拥巴姆、普
巴卓玛，介绍村民出售两万斤以上的牦
牛肉给宾馆，村民的藏香猪、人参果，还
有红皮土豆等蔬菜都卖给宾馆。宾馆每
年支出200万元采购当地的农副产品。

来自丹巴县太平桥乡的兰桂英20
岁左右就到宾馆工作，从洗碗工逐步成
长为大堂经理，工资从当初的1300元拿
到现在的5000多元。来德格县打工，到
情定德格，她在德格县成了家，还介绍过
10多个丹巴人到宾馆来打工。“我的工
资并不比我的爱人低。”兰桂英说，夫妻
俩已经在县城买了房，有了温暖的家。

黄传伟告诉记者，宾馆现在有120
名员工，90%来自德格县的农牧区，他
们刚来的时候，文化水平低，不懂得梳
洗打扮，基本的迎宾礼仪都不会。公司
出钱从德格县聘请老师为她们补习文
化课，派出员工到成都高端酒店学习，
让员工有了集体感和归宿感。员工的工
资在3000元到5000元之间，年收入在
3.6 万元到 6 万元之间，宾馆安排了 10
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宾馆就业，还建
立了员工家属婚丧嫁娶慰问活动，通过
一系列关爱措施，让农牧民在宾馆就
业，实现全家脱贫。

“雀儿山宾馆可以说是人才的摇
篮。”原客房部主管泽曲珍现在德格开
了一个5层楼40余间客房的商务宾馆。
她说，在雀儿山宾馆工作的宝贵经历，
让她学会了酒店经营和管理，当她表达
辞职创业的想法时，公司领导不但没有
生气，还鼓励她要干就干好，遇到什么
困难，宾馆都会全力以赴地支持。

原公司员工降拥也在本地开了一个
香巴拉宾馆。她和泽曲珍开的两个宾馆
年收入毛利400余万元，还解决了本地
40余人的就业问题。“雀儿山宾馆坚持
用本地员工，帮助村民脱贫，体现了企业
强烈的社会责任，因此，我们出来创业就
要秉持雀儿山宾馆造福于民的精神，坚
持用本地员工，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和帮
助他们销售农产品。”降拥说，雀儿山隧
道建成通车，格萨尔机场即将通航，德格
县全力发展全域旅游，到德格县的游客
也会越来越多，为酒店业带来了难得的
发展机遇，作为酒店经营者，有义务和责
任把德格县的旅游形象维护好。原宾馆
茶坊部员工根秋卓玛也在德格当地开了
茶馆及藏餐厅，年收入达到 10 万元以
上，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原餐饮部领班四郎曲珍现在西藏

拉萨梦里水乡酒楼当上了高管，还带动
了本地 10 余名农牧民子女去酒楼工
作。黄传伟自豪地说，著名藏族歌手降
央卓玛成名前，就在雀儿山宾馆工作。
20年来，公司累计解决本地就业人口达
2000 余人次，为本地培养输送人才
1800 余人次，考上公务员及企事业单
位人员达120余人，在外就业及自主创
业的达680人。

古绒尼玛说：“虫草是牧民的主要经
济收入来源，针对本地员工占大多数的实
际情况，在虫草季节，我们对员工实行轮
岗制，在不影响本地员工正常收入的情况
下，允许他们上山挖虫草增收致富。”

2017年，德格县发生7·5洪灾，得知
大量旅客滞留在水毁路段，雀儿山宾馆
免费给旅客送去矿泉水和盒饭。在这前
不挨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旅客的感动和
感激溢于言表。雀儿山宾馆专门派出员
工200余人次，调动车辆 50余次，免费
发放牛肉、酥油、糌粑、盒饭、菜、矿泉水
等价值18余万元的物资 。公司还帮助
德格县马尼干戈藏文中学困难学生，为
汶川、玉树地震捐款捐物达20余万元。

“我们宾馆的价格不分淡季和旺
季，就是要在客人中树立诚实守信的经

营理念。”黄传伟说，公司注重员工素质
教育与职业道德培养，拾金不昧的好人
好事层出不穷，已累计归还失主现金、
物品价值达460多万元。

白玉县章都乡村民邓某在宾馆遗
忘现金 5300 元；成都龙泉驿徐某遗忘
现金5000元，银行卡3张；意大利客人
遗忘 1354 美元、727 欧元；荣县长山镇
客人吴某遗忘现金 4420 元；成都市武
侯区杨某遗忘现金 3 万元……旅客粗
心大意、焦急万分，公司员工拾金不昧，

“完璧归赵”，赢得了游客的一致好评，
纷纷送来锦旗点赞。

古绒尼玛是德格县更庆镇人，他怀
着浓厚的家乡情怀助力乡亲们脱贫。

“2013至2018年，我们公司连续几年被
州委、州政府授予‘甘孜州优秀民营企
业’荣誉称号，并荣获‘四川省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示范单位’荣誉称号。我在家
乡创业，是州、县党委、政府的关心和老
百姓对我的支持，我们公司才能发展壮
大，我们坚持使用本地农民工，让乡亲
们分享企业发展带来的红利，为精准扶
贫贡献公司的绵薄之力。”古绒尼玛表
示，公司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村民就
业，让家乡父老过上幸福生活。

一家企业养活一方人

分享企业红利过上好日子

甘孜日报讯“请问我家牦牛脱毛严
重该怎么办？”“土豆发芽了还能吃吗？”5
月 17 日，记者在白玉县农牧科技局看
到，该局“四川科技扶贫在线”平台上一
条条来自白玉县农牧民群众生活、生产
的问题，经过“四川科技扶贫在线”平台
管理人员认领信息后，迅速转发至相应
领域专家，由专家通过该平台第一时间
回复农牧民群众提问。

“我们这个平台推出后，深受广大
农牧民群众的喜爱，平台里有农、林、

水等方面专家60多人。农牧民群众可以
指定或是随机选择相关专家回答相应问
题。”该局副局长冷安书向记者介绍说，

“四川科技扶贫在线”由白玉县专家服务团、
西南大学专家教师及甘孜州相关专家组
成的专家服务团队提供服务，该平台覆盖
白玉县96个贫困村、15个非贫困村。

“在运行中，通过村上第一书记、驻
村农技员收集老百姓在生产、生活中遇
到的一些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第一时
间发送至‘四川科技扶贫在线’平台，平

台管理人员收到信息后，再进行分类处
理，以短信的方式邀请相关专家解答，专
家在收到邀请回答后，需在 2 个小时内
回复，如没有及时回复，信息将发送到相
关领域专家，确保最快速度为农牧民群
众解答问题。”冷安书说。

据了解，为向白玉县农牧民群众提
供专业的农牧技术支撑，解答大家在生
活、生产中一些疑问。白玉县从 2016 年
起开始筹备“四川科技扶贫在线”平台建
设，平台于 2018 年初建成，由于管理合

理、解答高效，2018年底，该平台被我州
表彰为先进管理中心。

“‘四川科技扶贫在线’平台建成后，
通过专家团快速高效的解答，为农牧民
群众解决了生产、生活中的难题，提高了
大家的积极性，带动了广大农牧民群众
增收致富。”白玉县相关负责人说。

据统计，截止目前，“四川科技扶贫
在线”为白玉县农牧民群众有效解答
1271条疑难问题。

记者 张嗥

白玉县农牧民挂“专家号”问平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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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雀儿山宾馆收购农牧民群众的农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