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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基层

甘孜日报讯“潘老板啊，你
那药给我预留200件哟。”“潘总
啊，你看我能不能把湖北、湖南
给你代理了？”“潘总，潘总，先打
款都没关系，药，你要给我留
着。”……6月15日，乡城县藏青
兰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文俊
一下接了十多个电话，都是一个
事——“要药”。

啥药如此紧俏？那就是乡
城县藏青兰药业生产的川西獐
牙菜直服片。这个产品在今年4
月通过四川省药品标准委员会
专家评审，正在量产阶段。这
不，闻讯而来的药商一下就把
这药盯上了。

这只是乡城县藏青兰药
业 开 发 的 中 藏 药 品 之 一 。乡
城 立 足 自 身 优 势 ，实 施 中 藏
药产业融合发展规划中五年
核 心 项 目 。该 项 目 以 乡 城 县

藏青兰药业为“班底”，在去
年 1 月组建中藏药工程研究
中心和研发团队，已经被甘孜
州科技局认定为“州级中藏药
工程研究中心”。中心以乡城
县藏青兰药业公司博士牵头
联合成都中医学院、成都中医
科学院和四川大学华西药学
院专家展开了合作，着力研发
中藏药新药。

经过市场调研，研发中心
发现川黄芪、川西獐芽菜、独一
味和甘青青兰这四个藏区药材
市场用药量很大，随后，进行了
一系列研发，建立系列种植技
术标准、中藏药饮片标准和成
方制剂标准，并形成一系列独
有的知识产权，从而构建核心
竞争力。通过一年多的研发，研
发中心研发中藏药特色川黄
芪、川西獐芽菜、独一味和甘青

青兰直服饮片4个，并制定相应
的炮制标准。今年4 月，川西獐
芽菜直服饮片炮制标准通过四
川省药品标准委员会专家评
审，已经开始量产。

去年，乡城中藏药产业的
“起步”，乡城着力计划在3年时
间，通过中藏药材种植和特色
中藏药饮片生产，实现产值达1
亿元。目前，乡城已建设 4000
平方米中藏药饮片及直服饮片
生产线，今年产值可达5000万
元，预计在 2020 年产值可达 1
个亿。同时，乡城县正在建设
1000 平方米中藏药文化馆，对
中藏药文化、学术交流和研发
成果进行展示，并以中藏药文
化及相关康养产品体验为主
题，开发藏药浴、藏香、药膳和
藏药养生茶等产品。

中藏药产业打通一产业和

二产业，建立一个坚实的可持
续的产业扶贫基础。为了与药
业生产配套，乡城建设2000亩
中藏药材生态循环种植示范基
地，基地今年被纳入四川省中
药产业强省“三个一批”重点
基地。截至目前已经种植元宝
枫、板蓝根、甘蓝青兰等药材
1000 亩，解决 30 人毕业生就
业和 200 位农民就业，每年实
现务工收入200余万元。

“中藏药产业前景看好，大
有可为。乡城将把现有的川黄
芪、川西獐芽菜、独一味和甘青
青兰直服饮片打造成四个全国
中药大品种，实现3至5个亿的
年销售，并通过 5 年时间，把乡
城打造成全国有影响的以特色
饮片为核心竞争优势的中藏药
产业核心区。”潘文俊说。

记者 谢臣仁

甘孜日报讯 近日，农行
泸定县支行组织开展了“移动
银行车”“定时定点”金融服务
到偏远基础金融空白乡镇、基
础金融薄弱地区。

定时定点，“移动银行”下
乡村。该行将流动银行服务车
开至距离县城26公里的德威
乡和距离县城 13 公里的杵泥
乡，为广大农户提供取款、转
账、咨询等服务。李大叔笑着
对记者说：“杵泥乡周边没有
银行，要取钱需要到冷碛镇上
支取，很不方便，今天农行开
车来在这里服务，我们不出乡
取钱、查社保真是太方便了，
希望你们以后经常来。”该行
已将此项“移动银行”下乡村
服务作为常态化工作，每月在
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驱
车下乡，定期为偏远的乡镇和
老百姓提供上门金融服务。

贴心便捷，“金融服务”到
门口。刚刚接到农行送来零钞
的小姜，他拿着手中的零钱说：

“你们农行的服务太好了，还把
我们需要的零钱送到家门口，
这真是家门口的银行啊！”该行
客户经理耐心指导客户使用自
助机具办理业务，解答客户业

务问题，提升了客户金融自助
服务体验；同时，面对前来围观
的客户，该行员工积极开展了
新版人民币防伪、电信诈骗、反
洗钱、农行信用卡、电子银行业
务等金融知识的宣传，并对农
户讲解了小额农贷等信贷政
策。服务现场为客户办理了取
款、查询业务30余笔，现场办
理了收款二维码3户，现场受
理了ETC信用卡3张、发放了
金融知识宣传资料150份，让
老百姓体验便捷、贴心的“家门
口”的金融服务。

创新服务，“支农惠农”
当先锋。该行积在调研了解
百姓金融服务需求的基础上
积极探索偏远乡镇服务新模
式，借助农行移动服务车到
金融服务空白、薄弱乡镇开
展“定时定点”服务，让偏远
乡镇老百姓也能够最易得、
最便捷、最贴心享受“家门口
银行”的普惠金融服务，得到
了当地百姓的高度称赞。该
行还将持续创新金融服务的
形式，逐步改善广大农村地
区基础金融环境，勇当甘孜
藏区“支农惠农”先锋。

陈建军 许隼

“移动银行”进乡村

甘孜日报讯 6 月 11 日，
州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透露，我州全年将完
成 交 通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投 资
115.22 亿元，其中高速公路
10.6 亿元、国省干线 74.25 亿
元、铁路15亿元、农村公路及
大中修项目15.37亿元。

今年，我州将新开工建设
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国道
318 线康定市过境段、省道
460 线理塘县城至章纳乡（巴
塘界）段等 8 个项目；加快推
进 G4218 线康定至新都桥高
速公路、G549 线九龙县城至

稻城县城公路、S434 线康定
榆林经磨西至猫子坪二级公
路（含雅加埂隧道）3 个项目
前期工作。

续建重点项目共 18 个。
今年要完成雅康高速扫尾工
程；完成 G549 线桑堆（经乡
城）至 S460 线乡城然乌段、
G549 线乡城县城(经白松）至
得荣斯闸段等10个项目主体
工程；加快推进G4218线康定
至新都桥高速公路康定过境
段、G318 线康定折多山隧道
公路工程等7个项目建设。

徐登林

泸石高速公路
今年将开工建设

甘孜日报讯 州市场监管
局 按 照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2019年四川省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监测实施计划》要求，日
前全面启动2019年省级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工作。此次省局
下达我州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任务380批次，抽检品种主要
包括粮食制品、食用油、肉制
品等23个食品大类。

为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该
局抽检工作将做到“五个坚
持”。坚持问题导向。监督抽检
以发现问题、防控风险为基本
原则。提高对高风险食品、低
合格率食品的抽检频次，加强
对农产品批发市场、校园周边
等重点区域的抽检，提高问题
发现率。坚持广泛覆盖。点面

结合、统筹兼顾。努力实现监
督抽检覆盖城镇、农牧区、城
乡结合部等不同区域，覆盖生
产、流通、餐饮等不同业态。坚
持检管结合。结合日常监管、
专项整治等监管发现的问题，
适时调整抽检任务；加强监督
抽检与日常监管信息的互联
共享，开展会商，联管联动。坚
持依法核查处置。全面落实

“最严厉的处罚”，加强监督抽
检中不合格食品的核查处置
工作的督办力度，不断提高核
查处置工作效率和质量。坚持
依法公示公开。坚持以公开为
常态，遵循“准确及时、便民高
效”的原则，适时在网站上公
布抽检信息。

晓艳

州市场监管局

全面启动省级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成排的藏房依山就势，坐落在蓝

天之下、田园之中，每一栋房子都整洁

大方，在阳光下熠熠闪光；成群的小孩

你追我赶，嬉戏在树荫之下、庭院之

中，每一个孩子都衣着整洁，在家门口

尽享童趣；成网的道路四通八达，串联

着广场、房舍、耕地、果林，每一段道路

都宽敞整洁，在旷野上一望无尽。

这是记者15日在新龙县乐安乡

卡娘村见到的场景，与《桃花源记》中

描述的理想生活颇有相似。同行的包

村干部四郎绒登却告诉记者：“在脱贫

攻坚工作开始以前这里可是以穷、脏、

乱出了名的。”

如果四郎绒登所言属实，那么卡

娘村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发生了哪些

变化呢？

◎甘孜日报记者 刘小兵 文/图

乡城打造亿元中藏药产业
精准扶贫进行时

向脱贫攻坚最后堡垒

发起总攻

卡娘村属于半农半牧地区，村民长期靠种地和放牧维持
生活，但村内耕地不足、用水不便、草场稀少、野生资源匮乏，
村民也长期保持着传统的种、养殖结构和生产习惯。所以，当
地群众一年到头的收成只能满足基本需求，有点剩余的农产
品也不能变成现钱，大家也没有多少文化和劳动技能，没有
外出务工的意识和条件。

正因现金收入微薄，卡娘村的大多数人才长期生活在
温饱线上，一旦遭遇疾病或其他意外情况，就会掉到温饱线
之下，且几无力打破困局。这也是卡娘村被评定为贫困村的
根本原因。

发展产业是脱贫奔康的根本依托。四郎绒登告诉记
者，2016 年，卡娘村开始在政策支持下发展集体经济、调
整产业结构，主要举措有3项：一是政府向全村每户配发2
头产奶量比本地牛高的犏奶牛，每户群众每年交 10 斤酥
油作为集体经济收入，其余收入归自己所有。二是依托项
目援助，建立养鸡场作为村集体经济，创造就业岗位和集
体收入，助推群众增收，同时向群众普及养鸡技术，鼓励大
家自发养鸡。三是集中推广改良作物和新型作物，先后发
展10亩油菜、5亩黑青稞和1亩紫皮土豆；同时，通过宣传
动员、技术培训和示范带动，引导群众丰富种植品种、习惯
精耕细作。

产业发展让卡娘村群众增加了收入，也解放了思想。
“以前卡娘村群众都是靠天吃饭，大家各干各的，你种萝卜，
我种青稞，你养几头牛，我养几只羊，全村的生产活动是零
星、散乱的，完全没有发展产业的想法。现在大家方向统一
了，齐刷刷地种植统一的作物，成片长在地里好看，产出高，
还方便集中销售；大家已经养成怎样收入高，就怎样搞生产
的意识。还有，以前大家没事就喝酒、打牌。现在村民争着学
技术，出门打工，而且都希望自家的娃娃多读点书。”仁青龙
加说。仁青龙加正是村里养鸡场的饲养员。他算了一笔账，
去年，他从养鸡场当饲养员挣得了18000元的工资，家里的
两头犏牦牛产了50斤酥油，交了十斤酥油作为集体经济，
家种的一亩油菜卖了1200元，年底集体经济分红等收入。
去年光我们家收入近3万元。

在采访中，白马其麦讲到一个现象：以前，因为卡娘村
条件差、群众习惯不好，村里的年轻人很难娶到媳妇，就连
村里嫁出去的女孩子也不常回家；现在，周边的女孩子都愿
意嫁到卡娘村，因为在外村人眼里卡娘村是一个条件好、环
境好、收入好、风气好的地方，还有人说卡娘村就是乐安乡
的“安乐村”。

当记者问道：“那你认为这里算不算‘安乐村’？”时，白
马其麦也坚定地告诉记者：“现在，我们这里环境卫生优美，
住房条件良好，基础设施齐全，群众讲究卫生，产业发展向
好，干群思想解放，完全担得起‘安乐村’这个称号！”

新龙卡娘村悄然“变脸记”

卡娘村距新龙县城 35 公里，于 2014
年被评定为贫困村，全村 46 户、368 人中
有12户、87人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一个村庄的贫困，经常体现在村容
村貌村民的卫生意识上。四郎绒登告诉
记者，“2014 年我来当包村干部时，经常
要踩着和满牛屎的稀泥进村。”58 岁的
村支部书记白马其麦向记者坦言，在脱
贫攻坚工作开始以前，卡娘村群众把精
力都花在了维持基本生活上，没有人关
心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习惯。村里的牛，
晚上和人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大家闻惯
了牛粪的味道，不会觉得不卫生、不健
康；白天，牛在村里自由觅草、随地方便，
牛屎堆在路上，也没人感到不合适，更没
人去打扫；加上当时村里的连组路和联
户路都是土路，晴天灰尘四起、雨天泥泞
不堪，大家也就不会关心公共区域的卫
生状况。

除了公共区域卫生条件差，大家的
房前屋后也是乱糟糟的，柴草、农具随意
堆放，生活垃圾随地可见。“从小就习惯
了在牛粪堆里打滚，没有人管卫生不卫
生，也不晓得卫生条件不好容易生病；我
们过十三节（相当于新龙本地的春节）
时，全村人围在一起跳锅庄，有的人就坐
在牛粪上。”55 岁的仁青龙加，证实了白
马其麦所言非虚。

四郎绒登介绍，2016年，卡娘村修通
了硬化连组路和硬化联户路，但牛粪满
路的情况依旧存在。随后，村两委反复宣
传教育，引导群众爱护公共卫生，并将村
里公共区域的卫生保障责任划分到户，
每一户固定打扫、维护一定区域的卫生，
村两委每周不定时检查一次，对履职不
好的家庭罚款 50 元，用于购买卫生工具
奖励打扫公区卫生得力的家庭。在宣传
引导和制度约束的双重作用下，该村群
众的公共卫生意识明显增强，逐步开始
主动整理房前屋后的杂物，该村的公共
卫生环境得到了根本改变。2017年，卡娘
村利用扶贫资金，建起了文化广场和让

“人畜分道”的栅栏，该村的公区环境得
到了再次提升。

在卡娘村，记者发现几乎所有民房的房顶
上都有铁皮顶棚，这与当地直接用泥土盖房顶
的传统习惯大不相同。

住房条件的改善正是卡娘村在脱贫攻坚
中的变化之一。白玛其麦介绍，因为穷，村民
的房屋大多是多年前修的老房子。这些老房
子在改造以前有 5 个给生活造成不便的特
点：一是由木条打底加盖泥土作做成的房顶
防水性不好、不耐用，时间一久就会漏水，影
响群众的生活和房屋的使用年限；二是所留
的窗户不够多而且不够大，屋内采光效果差，
黑黢黢、冷幽幽的；三是一楼是牛棚，人畜混
居，卫生条件差、臭味很重；四是老房屋在安
装电线时没有严格规范，群众自行接线的情
况在以前很严重，屋内的电线都是“东拉西
扯”，影响美观且存在严重的火灾安全隐患；
五是没有配备标准的厕所，群众大小便就在
房屋延伸出来的吊脚楼上解决，粪便就落在
房后的地上，自行分解，臭气熏天。白玛其麦
介绍完毕，仁青龙加在手机上给记者看了几
张他家房屋在改造前的照片，照片显示的情
况和白玛其麦介绍的内容完全吻合。

住房条件达标是脱贫攻坚的硬性要求。
2016 至 2017 年，卡娘村陆续依靠扶贫资金完
成了“五改三建”工作，其中涉及改善住房条
件的举措有 4 项。一是每户定额补贴两万元，
把泥土房顶换成了颜色统一的彩钢瓦，把室
内杂乱的电线进行了更换，把室内陡峭的独
木梯换成了更安全的一般楼梯，把住房的采
光条件进行了改善；二是对村上存在安全隐
患的房屋进行了修护，对房屋及其院坝的外
观、色彩进行的简单统一。三是修建牛舍，实
现了人畜分离，新建厨房，实现了“厨客分离”

（以前当地群众家中没有独立的厨房，做饭的
钢炉就放在客厅内）；四是为每户新建卫生
间、洗澡间和洗衣间，解决了群众无规范场所
如厕、洗澡、洗衣问题。

白马其麦告诉记者，住房条件改善后，卡娘
村群众不仅提高了生活的安全性和舒适度，而
且逐步养成了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早晚洗漱、
饭前洗手、勤换衣服、经常洗澡，已成村民的思
想共识和行动自觉。“以前半年洗一次澡，现在
一周不洗就感觉不舒服；大家都有洗衣机，衣服
穿得赃要被大家取笑”，仁青龙加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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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娘村一角。

甘孜日报讯 近日，康定
气象站对辖区内5个骨干站网
进行了汛期巡检，对设备运行
情况进行了检查和维护，确保

了各区域站气象数据及时采
集、有效传输和数据的“三
性”，为开展精细化预警预报
服务打下了坚实基础。曹家兵

康定气象站

完成区域骨干站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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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甘孜县农行
肩负着“面向城乡，服务三农”
的政治责任和使命，长期以
来，致力于城乡支付渠道建
设，助力地方经济发展，助推
脱贫攻坚。

不断加大硬件设施设备
投入，实现城乡金融服务全覆
盖。该行设有物理网点 2 个、
建成在行式自助银行2个、离
行式自助银行2个，配置自助
存取款机、高速存款机、自助
服务终端等自助设备 22 台，
在全县22个乡镇、129行政村
设立了金穗惠农通助农（牧）

取款服务点，农牧民群众足不
出村便可享受到便捷的现代
金融服务。

利用“互联网十”金融科
技助力脱贫攻坚。该行着力打
造互联网金融销售和支付的
便捷渠道，助推产业出效益、
农（牧）户更便利、脱贫更有
力。利用农银 E 管家、农户
APP、静态二维码为商户、企
业免费搭建互联网电商销售
平台，为农牧产品开通互联网
售卖渠道，为个体农（牧）户打
通快捷支付的结算渠道。

晏中华

甘孜县农行

快捷支付惠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