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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资 讯

精准扶贫进行时

向脱贫攻坚最后堡垒

发起总攻

乡城县依托原文化、原产物推升民宿经济发展，催生——

“美丽经济”蓬勃兴起

◎县委中心报道组 文/图

7月 4日上午 9点，暖
暖的阳光洒进了乡城县青
麦乡巴吾村康萨庄园，村民
阿着木呷正忙着招待从珠
海来的游客沈先生夫妇享
用早餐。稀饭、藏式小菜，
沈先生吃得很开心。

甘孜日报讯 7月17日，州政
府、农行甘孜分行与广东甘孜扶
贫项目银政企业家代表团、州内
企业家共聚一堂，就甘孜脱贫攻
坚共议帮扶大计。

座谈会上，州政府副秘书长
友珍代表州委州政府感谢广东
企业不远万里来康投资，希望企
业家在甘孜州脱贫攻坚和民生
改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农行广
东分行则希望州政府协调相关
项目、尽快对接落地，甘孜农行
要继续发挥好东西协作的桥梁
纽带作用，借总行“双百”计划和
东西协作的扶贫东风实现广东

甘孜资源共建、共享，实现银政
企三赢。

甘孜州三祥农庄、青藏谷地、
康巴拉绿色食品公司负责人就各
自公司的业务经营、产品销售和
扶贫带动情况分别在座谈会上作
了介绍。广东甘孜扶贫项目银政
企业家代表团也分别介绍了科技
养牛、羊肚菌生产加工、中药制品
生产加工、旅游产品开发等情况，
并表示愿意在养牛、羊肚菌种植、
奶制品、中藏药加工、旅游产品开
发营销等方面积极与地方政府和
企业开展合作。

陈建军 李鹏亮

川粤银政企座谈

共商产业扶贫大计

甘孜日报讯 近日，笔者从康
定市委第十次常委会上了解到，参
会人员重点就蓝逸高原食品有限
公司、洞波酒业有限公司今后发展
及规划进行了讨论和交流。对企业
下一步发展、规划作了全面安排部
署，提出“喝奶就喝蓝逸奶，饮酒就
饮洞波酒”的发展口号。

会议要求相关部门要加快研
究制定产业发展战略规划，把推动
产业发展作为“十四五”规划的核
心。要突出发展重点，建设产业园
区、拓宽品牌市场，注重宣传营销、
网点布局，同步跟进政策要素、资

金要素、土地要素、人才要素等系
列要素的配备。要激励、约束并进，
政府要全力支持企业发展，进一步
强化完善领导班子，定期研究、推
动相关工作，为企业纾难解困，全
力支持人才引进和奖励制度，同时
企业要强化内部管理，注重产业品
牌，坚决杜绝产品作假。要提高站
位，要站在现有经济高质量发展，
培育特色产业，塑造甘孜州乃至四
川省地标性品牌的站位上，带动老
百姓脱贫、增收、致富，助力县域经
济加快发展。

市委宣传报道中心组 张璟

康定市

精心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甘孜日报讯 近日，我州首家
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在稻
城县日松贡布酒店有限公司挂
牌，标志着离境退税政策在我州
正式落地。

稻城县作为全省首批天府旅
游名县，随着稻城亚丁景区的发
展，境外游客逐年递增，其中2018
年境外游客达到2.7万余人次。离
境退税商店的设立，有利于吸引
更多境外游客来州旅游消费，带
动旅游产业健康加快发展、走向
世界，拉动本地特色商品和自主
创新产品销售，增加农牧民群众
就业增收、脱贫致富的机会。

为确保境外游客购物离境退
税政策落地见效，稻城县税务局苦
干实干，倾情服务发展大局。一是
在“实”字上下功夫，狠抓工作保
障。组织业务骨干深入县域内符合
资格条件的商贸企业走访调研，了

解境外游客消费情况，征求纳税人
自主申请离境退税定点意愿，顺利
完成退税商店备案。二是在“优”字
上下功夫，狠抓学习培训。对内组
织退税管理人员开展全员培训，确
保熟知政策、熟练操作，高效办税，
优质服务；对外尽心尽责尽力为纳
税人精准辅导退税政策，熟练掌握
系统操作，准确填报表单，确保纳
税人“应知尽知”“应会尽会”，切实
为境外游客提供满意的服务。三是
在“亮”字上下功夫，狠抓工作宣
传。结合“山地旅游节”“亚丁天空
跑”等国际性赛事活动，大力宣传
离境退税政策，在亚丁景区“游客
中心”涉外酒店等游客密集处摆放
多语言宣传资料，进一步提高离境
退税商店知晓度，满足境外游客消
费需求，擦亮全州首张境外游客购
物离境退税“名片”。

朱艳秋 文铁桥 夏晓红

有了我州首家离境退税商店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丹巴县
多措并举，积极培育优势产业，在
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促进了当地农牧民增收致富。

突出特色建基地。通过“引、
建、改”相结合的方式，建设高标
准温室大棚80亩，露地生产基地
110 亩，草莓种植基地 100 亩。采
用“公司+贫困村+园区+农户”的
利益联结模式，着力打造高海拔
地区农牧民脱贫致富示范基地。
截至目前，建成河谷特色生态农
业种植基地 15600 亩、休闲农业
专业村2个、农业主题公园1个。

搭建平台树品牌。投入3800
万元，实施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
村示范县项目，建成县级电子商
务公共服务中心、物流快递集配

中心各1个，乡、村电子商务综合
服务站97个,完成“丹巴香猪腿”
等 3 个农畜产品地理商标注册，

“黄番茄”等 13 个农畜产品获得
无公害产品认定。

提升服务促增收。按照“扶
优、扶强、扶大”原则，大力培育龙
头企业7家，登记注册农民专业合
作社 337 家。建立乡镇级农业技
术推广机构15个、派出驻村农技
员54名、组建专家服务团5个，聘
用村级防疫员 181 名，举办生产
技术培训班 700 多场次，培训人
数6万多人次。带动135户农户种
植番茄、甜椒、无筋豆等蔬菜730
亩，种植户亩均年收入 8600 元，
户均年收入超过2万元。

本报记者

丹巴县

发展优势产业助农增收

2017年，乡城县旅投公司以租赁的形式，
与青德镇的农户康则达根签订 20 年租约，成
立了皈院藏香田园民宿。乡城县旅投公司投资
200 余万元，将闲置的藏房三层、四层和庭院
进行改造，重新设计布置了卧室、观景阳台、休
闲吧等。

在改造之后的白色藏房院落里，有特色
的山景房、视野开阔的观景窗、可以沐浴藏区
阳光的观景阳台，潺潺的溪流，山间的鸟语和
花香，无一不展现“康巴江南”远离喧嚣的纯
净美好。在房屋内部，现代化的元素将高品质
的生活与藏区风光完美的融为一体，入住民
宿的游客在享受生活的同时又能更好地了解
香巴拉文化。

皈院这些独有的乡城特色，使得这片神秘
的香巴拉净土成为了褪去光鲜、返璞而归真的
野奢之地。从老旧的白藏房重生而来的皈院餐
厅里，从里到外都是藏家元素与时尚的融合。
挂在墙上的精美藏家服装、摸起来有些粗糙却
极具年代感的牦牛毡门帘、精致茶杯里的碧波
荡漾，瞬间把人带入时光的走廊。在这里，慢享
品味取代了匆忙快餐。在蓝天白云下，藏香田
园间就能找回内心的宁静。

乡城县委书记曹建奎说：“这种旅游形态，
保护了游客的感受，也保留了本地群众的幸福，
是最好的旅游产品。皈院在保护原文化、保持原
产物的状态下，分别实现了游客和居民身心的
幸福融合。我相信，乡城会成为中国极度幸福的

地方。”他认为，在乡城的美景、独有的民族文
化、人们的淳朴面前，游客必将建立心与心之间
的连接，实现市场粘度的提升。配合持续、多元
化的舒适体验拉动消费增长，一条具有乡城地
域特色的高端旅游路径正在快速形成。

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这里用全新的
方式落了地。

7 月 4 日，正在给客人准备下午茶的皈院
一期管家花卷说：“这几天订单非常多，虽然旅
游旺季的价格比较高，但几乎每天都是满房。
今年国庆节的房都已经订出去了。”

来自浙江的刘先生说：“皈院，满足了我对
民宿的全部想象，拉姆管家会按照我的要求准
备食物，特别贴心。我哪里也不想去了，就想在
这里放空自己几天，让自己的心被美好治愈。”

优质的体验让皈院在网络上获得连连好
评，关注度一路飙升，迅速成为优质旅游圈的
焦点。

一期火遍市场，二期即将面世。在青德镇
坡地民宿建设现场，乡城县文旅广新局局长胡
平建忙着督察工程进度，工人们挥汗如雨，加
班加点。在整个二期施工区域里，数栋崭新民
宿已建好框架，正在装修。就在这些建筑物的
窗外，蓝天白云、远山近树，小桥流水，一方镜
湖，成为这高端民宿群落生动的注解。

在建设国际乡村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的
道路上，乡城正以乡城特色、乡城风格、乡城气
派大踏步前行。

防 汛 无 小 事 责 任 大 如 天

甘孜日报讯 针对近期汛期安全生
产工作严峻形势，我州未雨绸缪，提前
进入“备战状态”，全力以赴筑牢汛期安
全生产防线，努力实现汛期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稳定。

坚守安全生产底线。对全州 9 座尾
矿库逐一落实了县级领导、应急局长、
乡镇长三级行政责任人，进一步强化监
管力度。聘请2名水电施工专家，对雅江
两河口、巴塘苏洼龙、白玉叶巴滩3家大
型水电企业进行了专项检查，发现并责
令整改问题隐患71项。扎实开展汛期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各行
业主管部门依法打击非法违法行为719
起，整治违规违章行为 1829 起，罚款
104.58万元。

筑牢应急救援防线。完成2.62万人
救援力量、132台挖掘机、260台转载机
的分布图绘制，确保就近处置、有效处
置。强化区域、军地、条块之间的沟通协
调，提升人员、物资等应急资源快速集
成能力，开展各类专项、行业演练500余
次。每晚 24 时后，对威胁人员 200 人以
上的重点地灾点监测人员及乡（镇）防
灾责任人值班值守情况进行电话抽查，
截至目前，累计抽查631次，督促相关县

（市）整改问题16人次。
健全应急管理体系。成立州应急委

员会、州减灾委员会，确保专业性风险防
范与应急工作由专业指挥主导。建立全
州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共享、会商、研
判、发布四个长效机制。截至目前，召开
甘孜州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及风险评估局
际联席会议3次，发布《甘孜州自然灾害
风险分析报告》3期、预警信息16条。

本报记者

我州筑牢
汛期安全防线

甘孜日报讯 25 日，笔者从巴塘县公
路分局了解到，由于近日该县境内普降
中到大雨引发山洪，致使巴塘公路局管
养的 G318 线（雅哇沙场路段）K2353+
240 处，路面被泥石流淤积覆盖，预计方
量 400 方，严重影响了过往车辆及行人
安全。

由于夜间降雨量大、视线差，为保
证抢险人员、机械的安全性，该局于凌
晨 6 时投入装载机 1 台，抢险车 1 台，抢

险人员 10 人，对路面落石等淤积物进
行清理，并救援被困车辆 1 台。

现场持续降雨，泥石流不断，给道路
疏通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经过现
场抢险人员和机械的通力合作，该断道
已于 25 日中午 11 时疏通半幅车道，恢
复交通。这次抢险由于行动迅速，措施
得当，抢险保通期间未出现人员伤亡，
也未发生任何交通事故。

县委中心报道组 杨絮红

6 月 21 日，九龙县湾
坝乡发生特大泥石流灾
害。灾情发生后，九龙县人
大常委会赓即发出倡议，
倡导全县各级人大代表和
人大工作者积极行动起来
向灾区人民捐款捐物。截
止日前，该县各级人大代
表和人大工作者478人向
灾区人民捐款 115420 元、
捐物折资 66500 元。灾区
目前生产生活已恢复正
常。图为湾坝乡人大代表
抢险救灾场景。
李元彬 高瑶磊 摄影报道

突发泥石流
巴塘县全力抢险保通

在 2013 年，阿着木呷还只
是在家门口销售水果的摊贩。一
次游客在购买水果的时候，下车
借用了他家厕所，进屋后被独特
的藏式建筑，以及精妙绝伦的唐
卡、泥塑、土陶、木雕深深吸引。
热情好客的阿着木呷留下游客
在家里吃饭，席间游客建议他打
造本地民宿，增加经济收入。阿
着木呷听了建议后立刻行动，通
过自愿申请、群众评议的方式争
取到了村内的民宿接待示范户
名额，并腾出家里的三间卧室，
搞起了小规模的民居接待。

这一变，三间卧室为阿着木
呷掘来第一桶金。阿着木呷说：

“三间卧室供不应求，加上土特
产销售，一年可收入十几万元。”
很快，有了更多的游客慕名来到
巴吾村，感受这里人们的淳朴、
藏文化的独特和城市里没有的
宁静，游客们亲切地称阿着木呷
为康萨庄园老爷。

阿着木呷富了，“龙头”效应
迅速凸显出来。青麦乡乡长扎西
说，为了更好发展旅游民宿，在
政府的扶持和阿着木呷的带动
下，24 户村民加入了民宿服务

及后勤保障行列，由阿着木呷户
与有劳动力的农户签订用工协
议，收购菩提、藏干梨等农产
品，向游客销售。同时，由各家
选派 1 人组建本地文化宣传及
文艺表演队，带领游客游览当地
特色景观，为游客讲解当地的风
俗习惯、表演具有本土特色的民
族舞蹈。

这种龙头＋农户的模式带
来了多赢。2018年，巴吾村接待
游客 2400 余人次，阿着木呷增
收 12 万余元，村民总增收 15 万
余元，巴吾村也迅速蹿红。从香
格里拉环线过来的游客，路过巴
吾村至少有 20%的人要在巴吾
村的白藏房前停下脚步。如今的
巴吾村人，走在路上笑意盈盈，
生活的甜蜜和幸福就写在脸上。

2017 年，乡城县实施民宿
示范户+贫困户+产业的发展模
式，帮助阿着木呷贷到一笔款，
将小规模的民居接待，发展成为
具有27间标准套房的四星级乡
村酒店康萨庄园。阿着木呷信心
满满地说：“三个月之内有望完
工，完全投入使用后年收入将有
上百万元。”

原生民宿增收入 高端民宿添动能

炉霍县

切实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民宿一角。

甘孜日报讯 今年以来，炉霍
县聚焦聚力招商引资，在“引”字
上下功夫，采取三措施，进一步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

以特色文化为抓手。依托交通
区位优势和格萨尔文化旅游圈，积
极参加西博会、旅交会，举办系列宣
传推介活动。截至目前，成功引进中
国电建集团炉霍新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318”汽车旅馆投资公司等5
家企业，引进资金7.93亿元。

以社会帮扶为抓手。创新工

作思路，以立足扶贫对象稳定脱
贫为中心，吸纳社会资金3850万
元，发展民居接待、“帐篷城”，新
修改建宾馆56家。

以项目引进为抓手。重点围
绕特色农业、休闲旅游、乡村振兴
等领域，广泛搜集招商信息，建立
主要领导负责“重大招商项目”机
制，通过川商返乡发展大会、对口
援建、主动接洽等方式，成功引进
新项目5个，总投资9.8亿元。

县委中心报道组

稻城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