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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资 讯

甘孜日报讯 盛夏时节，花
果飘香。由省核桃产业技术服
务团首席专家、四川农业大学
林学院教授万雪琴带队的“科
技扶贫万里行”专家技术服务
团，来到巴塘县开展核桃产业
发展技术服务援助。

专家技术服务团先后来到
苏哇龙乡王大龙村核桃基地、
甲英乡普达村核桃基地，为当
地参训的 50 余名种植户现场
讲解核桃管理要点，传授核桃
管护“真经”。为进一步推进“科
技扶贫万里行”工作取得实效，
该县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召开
了座谈会。会上，万雪琴结合巴
塘县实际，对核桃产业发展趋

势以及巴塘核桃的优势与劣势
进行分析，对巴塘核桃产业培
育发展提出了建议。专家技术
服务团表示，下一步将加强智
力援助，共同制定出适合该县
实际的核桃产业发展规划，打
造核桃产业示范基地，启动产
业培育，并将在栽培、管护方面
进行技术支援、技术培训、咨询
服务，为巴塘培养造就一支懂
技术、善经营、会管理、能带动
农村核桃产业发展的人才队
伍，使本地人才接上趟，顶上
去，让贫困户脱贫不返贫，可持
续，使人才振兴工程助力脱贫
攻坚取得实效。

县委中心报道组

甘孜日报讯“很高兴成为
农行扶贫商城第一家合作企
业，之前藏香猪因推广力度不
够，产品不好销，幸好农行主动
跟我们对接上线了电商销售渠
道，使我们企业如鱼得水，短短
几天就给我们带来了 36 笔订
单，实现销售收入 6344 元，土
特产已销往北京、天津、辽阳、
广州、番禺、江门等地！”一说起
农行甘孜分行“农银e管家”的
电商平台，甘孜州圣洁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唐良波就抑制不住
满心喜悦。

今年以来，农行甘孜分行
积极响应总分行“三区三州”消
费扶贫安排，实施全州18个国
家级深度贫困县精准扶贫商扶
贫项目，创建“农银 e 管家平
台+电商企业+农业合作社+贫
困农户”新模式，上线“一县一
品”特色农副产品，成功帮助贫
困县土特产走出了大山。6月以
来，甘孜分行依托“农银 e 管
家”电商平台，通过上下联动、
现场调研，第一批精准对接省
级农产品龙头企业“康巴拉绿
色食品有限公司”、四川扶贫集
体商标企业“甘孜州圣洁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于近期分别成
功上线牦牛肉制品及生态藏香

猪系列产品。两家企业成功入
驻农行掌上银行“走进三区三
州”扶贫专区，并将于7月11日
参加全国特色农副产品“秒杀”
日活动，计划销售18余万元的
土特产。

“借助‘农银 e 管家’平台
提供的‘产、购、销’供应链服务
及财务、仓储功能，入驻公司既
可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又可实
现企业科学化财务管理，更方
便了公司对贫困农户的农副产
品销售，同时也提高了农户经
济收入，实现了‘银企农’三
赢。”州农行相关负责人如是
说。他表示，针对全州电商企业
发展滞后、农业电商企业发展
举步维艰的情况，该行将持续
开展贫困县农副产品及特色产
品电商企业上线电商扶贫网
店，目前正在与九龙县天乡茶
业、巴塘县族迹生态农业、道
孚县德农农合社等企业对接。
同时该行将借力电商渠道订
货会、广东省扶贫力量等助推
企业发展，在线上线下广泛宣
传，借助“农银 e 管家”平台打
造甘孜农行“电商扶贫”生态
圈，为全州贫困地区老百姓带
来真实惠。

陈建军 谭涛

甘孜日报讯 为进一步落
实减税降费，确保纳税人对政
策红利的应知尽知、应享尽
享，切实提高纳税人的获得
感，泸定县税务局磨西分局主
动作为，以纳税宣传，走访企
业，回访贫困户等多项外出工
作为依托，确保减税降费政策
落地生根。

该局主动出击，成立宣传
小分队，依托走访企业、回访贫
困户等多项外出工作契机，前

往人流量大的景区售票中心、
酒店以及农贸市场等人员集中
场所开展宣传，同时，该局还在
办税服务厅的 LED 显示屏滚
动播出减税降费最新相关政
策，在减税降费咨询窗口对纳
税人的问题进行了及时解答。
据悉，此次活动共计宣讲 728
人次，派发宣传资料698份，让
纳税人对减税降费政策有了全
面了解，满意度稳步提高。

海管局中心报道组 叶欣果

297台预警设备

日夜守护我州山洪灾害危险区群众安全

7月4日下午，乌云

密布的天空好不容易停

止了下雨，九龙县湾坝乡

高碉村村民尔恩木甲和

妻子马海阿沙木到猪鼻

沟河两岸的山上捡了一

大捆干枯柴禾，背到湾坝

乡敬老院过渡安置点，开

始生火做晚饭。

“要不是报警及时，

我们一家人恐怕不在一

起了。”一边协助妻子做

饭，尔恩木甲一边与记者

攀谈。

目前，我州有297台

预警设备日夜守护着山

洪灾害危险区群众安全，

让这些群众像尔恩木甲

家人一样避免了一次又

一次灾祸的发生。

一台设备及时预警挽救了数百人

6月21日晚，湾坝乡突降暴雨。安装在
高碉村猪鼻沟河口的自动水位站监测数据
迅速窜升：20时35分到45分，水位由0.17
米上涨至0.32米，21时10分，水位达到1.91
米，21时20分，水位达到2.51米。

九龙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值班主
任陈湖在请示相关领导后，向湾坝乡党委
副书记、乡长苏开春下达了撤离转移群众
的指令。

接到指令后，苏开春马上安排干部民
兵组织受威胁的高碉村等四个村的210户
940人向安全地方撤离转移。

“我当天晚上在外面打工，是乡村干部
动员我妻子和三个孩子转移。”尔恩木甲告
诉记者，妻子刚好从银行取了2万元钱，转
移时忘带上，她想返回去，被干部群众劝
阻，就在妻子哭叫着要回家时，巨大的山洪
泥石流从猪鼻沟河上游飞奔下来，把他家
的房屋冲得无影无踪。

这次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湾坝乡 40
户181人受灾，经济损失5498万元。“自动
水位站监测预警及时，防汛应急部门反应
迅速，干部群众组织得当，没有一人伤亡。”
九龙县委副书记、县长宋晓军事后谈及此
事，仍心有余悸。

一个通报 4名监测人员面临处罚

湾坝乡数百人成功避险，自动水位站
及时预警非常关键，这既是设备发挥“技
防”作用的结果，也是“人防”——灾害监测
员乌尼改布认真值班值守的结果。

苏开春告诉记者，乌尼改布平时非常
注重对自动水位站的管理和维护，这个水
位站从来没出现过数据传输障碍、设备停
止运行甚至被毁坏的情况。

但不是所有的灾害监测员都如乌尼改
布一样勤勉工作。7 月 4 日上午，九龙县乌
拉溪乡就通报了黄乾荣、马小全、罗乌呷、
唐永花四名灾害监测员。“他们有的未接电
话，有的电话无法接通，有的挂掉查岗电
话。”乌拉溪乡党委书记余刚介绍，这些人
将面临罚款或者撤职的处分。

原来，7月3日晚，九龙县气象局、县自然
资源局、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等单位向乌
拉溪乡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一整个晚上都
在下暴雨，如果降雨达到或超过20毫米/小
时的强度，可能就要组织群众转移。”余刚说，
作为带班领导，他在晚上11时左右叫防汛值
班员扎西多吉查岗，发现四名灾害监测员通
讯不畅，没很好履行值班义务。

“设备再先进，没有忠于职守的人员配
合，一切就是白搭。”九龙县水利局局长王
孝康告诉记者，该县为提高监测员积极性，
更大程度发挥预警设备作用，通过与自然
资源部门合作，把所有监测员由义务监测
变成了有偿监测，而且每年用于预警设备

维护的费用都在40万元左右。

一个建议加大预警设备安装密度

我州幅员面积15.3万平方公里，18个
县市总人口不到 120 万，建档山洪灾害危
险区 2563 个。“这么宽的区域光靠人力预
防不但累而且效果不佳。”州防汛抗旱指挥
部办公室农村水利水旱灾害防御科科长许
成认为。

事实上，我州近年加大了防洪预警设备
建设力度。从2010年到目前，我州总共投入
2.2亿元，先后建设了297个自动雨量站、自
动水位站、自动视频站。“这些设备24小时
工作，守护着群众安全。”许成说。

作为全州山洪灾害发生率较高的九龙
县，目前也建成16个自动雨量站、2个自动
水位站、1 个自动视频站。“它们与 61 个简
易雨量监测站一起发挥作用。”王孝康说，
这些设备相对全县 470 处山洪灾害危险
区，还是显得捉襟见肘。

“希望地方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加大
预警设备安装密度。”许成在接受采访时，
一再要求记者帮忙呼吁。

我州个别县从屡次防洪实战中也认识
到“技防”的重要性，加大了防洪设备建设
力度。丹巴县通过项目和地方投资，已经实
现了防洪设备行政村全覆盖。九龙县也正
在编制计划，通过地方投资将防洪设备覆
盖率在目前基础上翻一番。

精准扶贫进行时

向脱贫攻坚最后堡垒

发起总攻

建立长效机制 脱贫攻坚不松懈

7月5日，记者在稻城傍河乡仲久村看
到，一幢幢黑白相间的藏房连线成片、宽敞
整洁的水泥路通村到户，村容村貌换了新
模样。

“没想到脱贫之后，帮扶干部还继续上门
嘘寒问暖，有他们的关心帮助，我再也不用担
心会返贫了！”仲久村贫困户崩边对记者提起
县里的帮扶干部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记者在崩边家看到，卧室干净整洁，客
厅装饰一新，藏式家具、电视、冰箱、洗衣机
等一应俱全。谈及现在的生活，她心存感激
地说：“这些年多亏了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这是我以前想
都不敢想的。”

自脱贫攻坚以来，仲久村不断调整产
业结构，实行种养结合。从种青稞、土豆到
种油菜、元根，从养牦牛到养藏香猪，村民
们找到了致富增收的门路，生活从此发生
了大变化。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巩固提升脱贫成效
是当务之急，实现全面奔小康更需上下求索。
仲久村驻村第一书记罗拉古表示，今年以来，
仲久村始终坚持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责
任，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实行争取
上级支持力度不减、外援力度不减，加强后续
帮扶，确保贫困户脱贫不返贫。

“我们建立扶贫对象动态管理全覆盖
机制，持续开展‘回头看、回头帮”，全力遏
制返贫现象发生。”傍河乡党委书记电登介
绍说，今年以来，通过村组干部、村第一书
记、结对帮扶干部主动关心、乡干部定期摸
排等方式，全面监测农村贫困家庭的经济
收入和生活状况变化，随时掌握农户发生
重大意外灾害或意外人身伤害等情况，确
保帮扶措施落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稻城县虽然退
出了贫困县行列，但全县的驻村工作队仍
蹲点驻扎扶贫一线、党员干部常态化结对

帮扶贫困户，做到脱贫不脱政策和帮扶措
施，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提供了有力保障。
此外，该县进一步完善动态监测机制，严格
管控进出贫困人口，做到有进有出、应扶尽
扶；对安居工程、美丽乡村建设、基础设施
等方面进行再扫尾、再梳理、再完善，甚至
回头看，实现贫困村家家有致富产业，户户
有安居住房，人人有兜底保障，村村有更大
的面貌提升。

该县还制定了一系列文件，围绕建档
立卡未脱贫人口脱贫解困、已脱贫人口生
活质量巩固提升，在建立脱贫长效机制、巩
固脱贫成效上持续发力。该县分年度落实
脱贫任务，坚持扶持政策不脱、推进力度不
减、帮扶力量不撤，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
工作督查和考核奖惩，迅速掀起了脱贫攻
坚巩固提升“秋冬会战”的热潮，确保贫困
人口脱得了、稳得住、奔小康。

夯实产业基石 巩固脱贫成果

走进稻城县省母乡茶花村，记者看到
村里的马铃薯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呈现
一片丰收景象。村民冲曲珍正在地里忙碌
着，她一边除草，一边对记者说：“去年，我
家把闲置的土地利用起来，种了2亩地的马
铃薯，收入 4000 元；今年我家马铃薯种得
比去年多，长势也好，我家人口不多，吃不
了多少，我打算卖万把斤出去。”

“我们引进种植新观念，种植新品种的马
铃薯，探索出了一条新的致富之路，努力让村
里的田间地头绿起来、村民的钱袋子鼓起
来。”茶花村主任洛绒电月说，自去年以来，村
里结合脱贫攻坚工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大
力发展马铃薯种植业，以产业发展带动群众，
努力实现户户有产业，家家有收入。

洛绒电月向记者介绍，马铃薯亩产量
一般在 3000 公斤左右，一亩地收入 2000
余元。今年全村种了 300 亩，亩产量预计
4000 斤左右，待马铃薯收获时，乡上将以
每斤0.7元的保底价收购。

近几年，省母乡已形成“马铃薯种植+
技术指导+收购”的“一条龙”服务体系，为
马铃薯优质、高产、稳产提供保障。特别是
该乡土豆粉加工厂的投产，不仅带动了省
母乡马铃薯产业发展，也辐射带动了周边
乡镇，真正实现了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
式”扶贫，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实现
了发展产业稳定增收的目标。

“实现稳定可持续脱贫，产业是根。”省母
乡党委书记罗旭介绍说，近年来，他们坚持

“党建带扶贫，扶贫促党建”的发展思路，聚焦
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这个重点，围绕全县产业
培育规划，结合各村地域特点和群众种植需
求，认真谋划，因地施策，着力打造了一批跨
村、连片式特色产业基地，以规模效应推动产
业全面发展；立足乡情和贫困村地域特点，积
极探索“支部+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利益联接模式，培育富民产业，壮大村集体经
济，实现了特色产业助农增收。

不止省母乡，在政府扶持、企业带动
下，稻城县产业发展热潮涌动，遍布山乡的
各类特色种植业和养殖业，成了群众持续
增收致富的产业。在推进产业发展中，全县
积极巩固发展马铃薯、黑青稞、油菜种植和
畜牧养殖等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核桃、中草
药、蜜蜂养殖等特色产业，形成“乡有主导
产业、村有骨干产业、户有增收项目”的产
业帮扶带动新趋势。

“我们将坚持‘标准不变、政策不变、帮
扶力度不减’的原则，加快实施贫困乡村产
业推进行动，坚持基地建设、精深加工、品
牌培育、市场开拓全产业链打造，促进贫困
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脱贫成效
的长期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稻城县扶贫
和移民局局长李丹表示。

据了解，今年，稻城县持续开展“回头看、
回头帮”，计划投入资金10042.89万元，持续
推进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安居扶贫、健康扶
贫、教育扶贫、保障扶贫、环境改善等49个巩
固提升项目，进一步巩固提升脱贫质量。

扶贫花开幸福来
稻城县持续发力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

今年4月28日，

经省级考核验收，省

人民政府批准，我州

稻城县正式脱贫摘

帽，退出贫困县序列。

虽然摘除了贫困

县帽子，但对稻城而

言，这远非一劳永逸

的终点，而是新征程

的起点。

盛夏时节，记者

走在稻城县城乡村

落，处处都能感受到

该县涌动着的脱贫攻

坚热潮。该县以脱贫

摘帽为新起点，再次

吹响了脱贫攻坚巩固

提升的号角，确保不

让一个贫困群众在全

面小康路上掉队。

◎甘孜日报记者 陈斌 文/图

省专家服务团走进巴塘县

为核桃产业发展支招“把脉”

州农行

全面开启电商扶贫新模式

泸定县税务局磨西分局

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

◎四川日报记者 徐登林
甘孜日报讯 入汛以来，甘

孜县针对降雨偏多，已进入主
汛期和地质灾害易发期的实
际，突出重点，全力做好汛期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抓好监测预警。该县气象、
水利等各相关部门加强监测
力量，加密监测频次，密切监
视天气和汛情发展，提前发布
预警信息，为防灾减灾工作争
取有效时间。同时，通过手机
短信等形式提醒各乡（镇）密
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到早预
报、早防范。目前，共发布各类
预警信息 120 余条，发送短信
1500余条（次）。

抓好隐患排查。该县着力
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工作，
组织专门力量对万岁山地质灾
害点等 39 处重点隐患点进行
了两次“拉网式”排查，各乡

（镇）坚持“谁检查、谁负责，谁
监测、谁负责”原则，以村为单
位，对辖区内隐患点进行“地毯
式”排查，切实做到隐患不排
除，人员不撤离。目前，全县22
个乡（镇）110名监测员共排查
地质灾害隐患点 141 处，发放

防灾避险“明白卡”1000余份。
抓好体系建设。该县实行

了“县级领导挂包，乡镇政府主
责，乡村干部主抓，监测责任到
人”的县、乡、村、监测人四级责
任体系，实现“点点有人管，处
处有人抓”目标；各部门各乡

（镇）严格执行汛期 24 小时防
汛值班值守制度和领导带班制
度，落实应急准备措施，确保工
程调度、巡查防守、物资保障等
各环节防控措施到位；各乡

（镇）围绕防大洪、抗大汛、抢大
险，制订《应急预案》，开展应急
演练，着力解决应急响应过程
中组织指挥、协同配合和应急
准备等问题，强化专群结合、土
洋结合，确保发生灾情抢险队
伍能够快速反应，科学有力、有
序有效组织抢险救援工作。目
前 ，共 开 展 应 急 演 练 87 场

（次），参与人数 1.2 万人（次）；
物资储备部门认真做好汛期物
资供给、筹集、储备工作，保证
发生灾情时有数量充足、安全
可靠的物资保障。目前，共储备
棉被、棉服、毛毯、帐篷等救灾
物资13724件（套）。

县委中心报道组 李珍兰

甘孜县

全力防治汛期地质灾害

防汛减灾 防患未然

傍河乡仲久村村民崩边在地里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