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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资 讯

甘孜日报讯 8月7日，康定市旅
游行业持证挂牌上岗工作启动仪式
在情歌广场举行。在现场，对全市各
大中型宾馆酒店、大中型餐饮企业、
各大景区、出租车行业共55家单位
979名涉旅企业从业人员进行授牌。

康定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
旅游行业从业人员持证挂牌工作，
是该市贯彻落实全省文化旅游发展
大会精神，加强旅游市场管理，提升
全市旅游行业服务质量的一项重大
举措。希望各大涉旅企业及其工作
人员，一要严格落实持健康证、挂工
作牌上岗和统一着装的要求，树牢
主人翁意识，建设康定、宣传康定，
坚决维护康定旅游形象；二要秉持
诚信理念，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坚
决维护游客合法权益；三要强化服
务意识，坚持规范服务、优质服务，
打造康定旅游服务高质品牌。

作为一名坚持开了8年出租车
的师傅，贺雪莲说：“我们一定会积

极响应康定市的要求，持证上岗，切
实做好出租车服务工作，为广大旅
客提供最优质、最便捷的服务。‘安
全驾驶，文明出行’，为我们出租行
业树立良好的形象。”

格桑花大酒店相关负责人也表
示，持证挂牌上岗，是康定市委、市
府、市文广旅局等所有相关行业部
门结合全市实际办的一件实事，对
进一步提升康定市旅游行业服务质
量与经营管理水平有着至关重要的
影响和作用。

康定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下
一步的工作中，康定市将进一步跟
进持证挂牌上岗政策的落实落地情
况，对破坏康定旅游形象的旅游企
业及从业人员实行“黑名单”管理，
严格实行退出机制。同时，对守法诚
信、规范经营，并在旅游业发展中做
出积极重大贡献的旅游企业和从业
人员给予奖励。

见习记者 汪青拉姆

持证挂牌上岗
舒心放心旅游

康定市举行旅游行业持证挂牌上
岗工作启动仪式

甘孜日报讯 近日，笔者从州政
府办获悉，我州高度重视食品安全
工作，强化各项政策措施，严格落实
责任，全面提升食品安全监管水平，
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确保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

狠抓源头防范。扎实开展农产
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严格生
产加工、市场流通、餐饮消费全过程
监管。采取定期或不定期方式，不断
扩大抽验覆盖面和抽验品种范围。
上半年，全州共抽检食品233批次，
其中不合格17批次，不合格产品处
置率达100%。

严密排查隐患。坚持问题导向、
注重打防结合，强化日常监管与专
项整治同步推进，采取追源头、查流
向、端窝点、堵渠道等方式，大力实
施农牧区食品安全治理工程，严防
发生群体性食品安全事故。

治理突出问题。坚持以“零容
忍”态度重典治乱，严格执行食品安
全法律法规，持续深入开展食品打
假“利剑”专项整治行动。上半年，全
州共查办食品安全案件 157 件，没
收过期食品、“五无”食品、假冒伪劣
物品等货值 20 余万元，行政处罚
183.88万元。 州政府办

我州

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据四川日报报道 8 月 6 日，在
成都市龙泉驿区的帮助下，甘孜州
甘孜县同蜜芽集团达成农产品战略
扶贫合作协议，在农产品推广销售、
农商对接方面展开合作。这意味着，
新鲜的野生菌、鲜核桃、牦牛肉等来
自甘孜的美食即将通过网络电商平
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此次与蜜芽集团的全面合作，

对甘孜县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拓展农业产业链条具有里程碑式意
义，必将有效推动甘孜县现代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孕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全面促进农产品供应商与电
商平台的有效对接，推动线上线下
融合发展，为甘孜县脱贫攻坚及乡
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罗向明

甘孜县

农产品全面对接电商平台

经 济 随 笔

企业放假，员工放假，安全监管
也跟着“放假”，这种现象在全国范
围内并不少见，对于安全监管麻痹
大意，掉以轻心，很有可能为一场安
全事故埋下祸根。安全生产永无“假
期”，对其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
必须警钟长鸣，时刻绷紧安全生产
这根弦。

夏季高温，往往是安全生产事
故特别是重特大事故易发多发时
段，其中又以8月份尤为集中。应急
管理部统计显示，近10年来，每年全
国发生在8月份的重特大事故和死
亡人数，分别位列12个月份中的第
二位、第一位。

为何8月份成为安全事故高发
期？有“天灾”的原因。夏季多雨，会
造成泥石流冲毁施工工地和营区；
多台风，可能会导致大型机械倾覆
或者高空坠物；高温高湿，容易引起
危险化学品发生反应进而产生爆
炸、火灾等。更有“人祸”因素：每年7
月份、8月份多为休假期，一些地方
和企业的安全意识也随着假期的到
来变得麻木，在监测预警、隐患排
查、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等方面，暴
露出一系列的问题。

“安全生产重于泰山”，在企业
的生产车间，我们总能看到类似的
话语。然而，说是一回事，能否做好
是另一回事。从安全监管角度来讲，

虽然不能抵挡“天灾”，但是“人祸”
还是可以遏制的。因为，安全事故往
往都是有迹可循的。去年河北盛华
化工“11·28”事故，起因就是氯乙烯
泄漏扩散至厂外区域，遇火源发生
爆燃，造成 24 人死亡。今年 7 月份，
国务院安委办危化品重点县第一轮
专家指导服务组在深入全国209家
企业调查后，发现仍有部分企业存
在与河北盛华化工“11·28”爆燃事
故同样的风险外溢等重大风险。

一次次惨痛的教训仍不能唤醒
某些企业对于安全生产的重视程
度，觉得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就不
叫事故。我国《安全生产法》突出“重
典治乱”，从严查处责任事故。但一
些地方在日常监管中，对暴露出问
题却屡教不改者的执法力度依然有
待加强。当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夺
去，一阵阵欢声笑语被撕心裂肺的
哭喊声淹没……试问，有什么事情
能比人的生命更为重要呢？又有什
么理由可以让人忽略安全生产呢？

安全生产永无“假期”，对其不
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必须警钟长
鸣，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相信
如果生产环节上每一名员工都按照
规定程序作业，监管人员严格每项
检查，不放过任何一个安全死角、不
忽略任何一个安全隐患，很多安全
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安全生产永无“假期”
◎常理

脱贫攻坚进行时

聚焦雅砻江上游4县交界地区24个深度贫困乡镇

甘孜日报讯 近日，记者从州脱贫
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今年上半
年，我州雅砻江上游 4 县交界地区 24
个深度贫困乡镇脱贫工作总体推进情
况良好。在 9 大类 53 个分项共 96 个项
目中，全面完成的有 24 项，占 25%。正
在实施的有71项，占73.96%，其中：完
成 进 度 50% 以 上 的 有 39 项 ，占
40.63%；完成进度 30%以下的有 16
项，占 16.67%。开展前期工作的有 1
项，占1.04%。

我州有 8.52 万贫困人口集中在高
寒牧区，尤其是雅砻江上游的德格、石
渠、甘孜、色达 4 县交界地区贫困状况
十分严重，是全州自然条件最恶劣、生
态环境最脆弱、社会发育最缓慢、经济
发展最滞后、基础设施最薄弱、产业培
育最艰难的地区，是全州脱贫攻坚的

“贫中之贫、艰中之艰”。因此，为扎实推
进其加快发展、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
根据州委办公室、州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支持雅砻江上游4 县交界地区24
个深度贫困乡镇加快发展的实施方案>
的通知》精神，州脱贫攻坚领导小组联
同相关部门及当地干部群众，开展了一
系列精准有效的工作。

一是全面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实施
安保工程隐患治理 50.624 公里，完成
目标任务的100%；完成10个村农网改
造升级工程，完成目标任务的45%；完
成 133 户藏区新居建设，完成目标任
务的18.55%；完成143户土坯房改造，
完成目标任务的 33.33%。二是积极培
育特色产业。建设特色农业基地 5163
亩，完成目标任务的 129.08%；建设电
子商务服务点 5 个，完成目标任务的
20.83%；开展电商培训 315 人次，完成
目标任务的 20.83%。三是提升基本公
共服务水平。为 82900 名乡镇居民建
立完善健康档案，完成目标任务的
96.26%；为 24 个乡镇配备 119 名合格

村医，完成目标任务的 82.07%；恢复
金融服务点 66 个，完成目标任务的
91.67%；创建综合金融服务站 2 个，完
成目标任务的 15.38%。四是大力促进
就业创业。开展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
728 人，完成目标任务的60.41%；新增
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 213 人，完成目
标任务的 21.26%；新增生态护林员
1179 人，完成目标任务的 100%；公益
性岗位开发 347 个，完成目标任务的
52.82%；聘用护路员 42 人，完成目标
任务的 76.36%。五是抓好生态环境保
护和修复。完成退化草地改良 5.4 万
亩，完成目标任务的 72%；开展沙化土
地 治 理 16400 亩 ，完 成 目 标 任 务 的
82%；人工造林5540亩，完成目标任务
的92.33%；庭院绿化美化700亩，完成
目标任务的 116.67%；完成森林抚育
13400亩，完成目标任务的53.60%；组
建脱贫攻坚造林专合社 4 个，完成目
标任务的 80%。六是增强宗教领域管
理能力。大力开展寺庙法制宣讲，并配
发《甘孜藏族自治州宗教事务管理（办
法）汇编》双语版。制定下发《甘孜州藏
传 佛 教 僧 尼 第 四 个 五 年 培 训 规 划

（2019-2023）》，并指导协调 4 县及时
开展专题培训班，目前已培训 10 期
1050 人次。七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建设规范化司法所业务用房 14 个，完

成目标任务的 70%，配备司法助理员
51 名，完成目标任务的 76.12%；保障
工作经费 29 万元，完成目标任务的
120.83%，建设规范化人民调解委员会
197个，完成目标任务的100%；规范村
综 治 中 心 69 个 ，完 成 目 标 任 务 的
66.35%；配备网格管理员 163 名，完成
目标任务的 94.22%；设立中心派出所
人民调解室 1 个，完成目标任务的
14.29%；配备兼职人民调解员 514 名，
完成目标任务的131.79%；配备专职人
民 调 解 员 55 名 ，完 成 目 标 任 务 的
13.96%；推进 24 个乡镇 284 个监控点
位建设，完成目标任务的92.21%。八是
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配备 24 名专
职宣传文化员、24 支群众宣讲队、24
支农牧民业余演出队，完成目标任务
的 100%；文化宣传员集中培训 38 次，
完成目标任务的158.33%；实施群众宣
讲168次，完成目标任务的58.33%；建
立户外广告牌 12 个，完成目标任务的
240%；建立宣传栏326个，完成目标任
务的146.19%；投放寺庙公益广告点位
26个，完成目标任务的55.32%；宣传标
语 投 放 796 条 ，完 成 目 标 任 务 的
74.46%；配备法律顾问 162 名，完成目
标任务的99.39%；培养法律明白人251
名，完成目标任务的 153.99%；开展乡
村法制宣讲406场次，完成目标任务的

63.04%；培养寺庙法律明白人77名，完
成目标任务的167.39%；开展寺庙法制
宣 讲 135 场 次 ，完 成 目 标 任 务 的
73.37%；建立寺庙法制宣传栏51个，完
成目标任务的110.87%；建立寺庙法律
图书角45个，完成目标任务的97.83%；
配备法治副校长 32 名，完成目标任务
的 86.49%；开展法治课堂教育或主题
班会125次，完成目标任务的56.31%；
创建文明村镇 54 个，完成目标任务的
37.76%。九是筑牢基层执政基础。培训
村党组织书记 77 名，完成目标任务的
44.51%；创建党建引领脱贫攻坚示范
乡 6 个，完成目标任务的 60%；创建党
建引领脱贫攻坚示范村 42 个，完成目
标任务的45.65%；培养致富能手23人，
完成目标任务的 13.29%；在致富带头
人中培养干部或党员 44 人，完成目标
任务的 25.43%；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
44个，完成目标任务的47.83%；活动场
所提档升级 17 个，完成目标任务的
130.77%；建设“十三五”规划活动场所
53个，完成目标任务的92.98%；充实驻
村工作队队员114人，完成目标任务的
100%；石渠县温波镇、瓦须乡、长须干
玛乡及甘孜县大德乡、扎科乡挂职乡镇
党委副书记已完成选派；配备乡镇监察
室主任15名，完成目标任务的62.5%；
石渠、甘孜累计配备纪委书记10名，完
成目标任务的100%；德格、色达累计配
备专职纪委副书记 10 名，完成目标任
务的 71.43%；配备乡镇纪检监察信息
员 10 名，完成目标任务的 41.67%。取
得的成果丰硕。

州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
人员表示，在开展下一步工作中，要在
思想认识上再加力、在攻坚责任上再压
实、在项目推进上再加快，确保到2020
年打赢深度贫困脱贫攻坚战、实现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见习记者 汪青拉姆

精准施策促脱贫
确保如期奔小康

我州雅砻江上游4县交界地区24个深度贫困
乡镇脱贫工作半年成绩单出炉

●实施安保工程隐患治理50.624公里，完成目标任务的100%
●建设特色农业基地5163亩，完成目标任务的129.08%
●为24个乡镇配备119名合格村医，完成目标任务的82.07%；
●恢复金融服务点66个，完成目标任务的91.67%
●开展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728人，完成目标任务的60.41%
●完成退化草地改良5.4万亩，完成目标任务的72%
●组建脱贫攻坚造林专合社4个，完成目标任务的80%

精准扶贫进行时

甘孜日报讯 7 月 31 日，甘
孜州企业发展联合商会、成都
甘孜州商会会长白上海，率领
四川远熙建设有限公司、四川
亿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新
房四川建设有限公司、四川腾
达路桥有限公司、四川智泽建
业有限公司、四川省永忠工程
管理有限公司、宝鑫海工程公
司、成都祥子热能有限责任公
司等 8 家会员爱心企业来到天
空之城理塘县，开展“万企帮万
村、助力脱贫攻坚”公益活动，
向村戈乡查卡村、曲登小学、禾
尼乡克日泽洼村小学捐赠现金
及热能设备共计50万元。

白上海表示，商会将一如
继往地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
深入开展“万企帮万村，助力家
乡建设“公益活动，宣传好甘孜
州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和
民族地区优惠政策，吸引更多
内地企业和有志之士到甘孜
州、到理塘县投资、发展，真正
把商会建设成讲政治、讲团结、
有作为的商会。

据介绍，商会此次的帮扶
对象村戈乡查卡村有牧民 101
户 278 人 ，其 中 贫 困 户 36 户
130 人，草场总面积 11.7096 万
亩，平均海拔 4187 米，属典型
的纯牧业村。全村贫困面广量
大程度深，区域性贫困与结构
性贫困突出；致贫返贫原因多
重叠加，特殊贫困与相对贫困
交织，牧民对国家政策性补贴
依赖过度，传统观念落后，教育
发展滞后，发展制约因素多，产
业优势不明显，脱贫攻坚任务
十分繁重。捐助帮扶的曲登小
学 离 县 城 76 公 里 ，海 拨 达
4600 米 ，现 有 在 校 学 生 500
名，是该县海拨最高也是最偏
远的纯牧区村小。

张开文/文 叶强平/图

甘孜州商会“万企帮万村“活动走进理塘县

近日，笔者一行驱车来到德格县八邦
乡色地村。一进村口，一排排整齐的大棚便
映入笔者眼帘。掀开门口的帘子走进去，一
股暖气迎面袭来，只见在500余平方米的
大棚里整齐地摆放着黑木耳菌棒和长相类
似小木桩的菌包，上面盛开着一朵朵小小
的平菇和黑木耳，显得生机盎然。

“黑木耳和食用菌是我们八邦乡脱
贫增收的‘金疙瘩’。2017年在政府的鼓
励和支持下，我们乡成立了黑木耳食用
菌专业合作社，试种了1000棒椴木黑木
耳、500个平菇菌包，并于2018年在全乡
推广，当年收入不错，老百姓反响都很
好，所以今年我们增加了 12000 根椴木

黑木耳和5000个平菇菌包。经过这两年
的发展，合作社已带动周边 180 多家农
户走上脱贫致富路。”随行的八邦乡色底
村第一书记张安燕向笔者介绍说。

近年来，德格县八邦乡以促农增收
为出发点，把发展特色农业作为加快产
业结构调整的突破口。黑木耳和食用菌
作为一种短、平、快的致富产业，被当作
优先发展项目。为更好地实现增收致富，
八邦乡合作社采取以种植黑木耳为主，
平菇为辅的生产模式，并先后派出色地
村第一书记到炉霍县、泸定县学习黑木
耳、平菇种植技术。

“以前这里的村民收入主要靠挖虫

草，极不稳定。现在有了合作社，老百姓
收入稳定，脱贫积极性都很高哦！而且有
科技的帮扶，相信我们村的木耳和平菇
会逐渐成为大产业，成为村民致富的好
路径。”张安燕信心满满地对笔者说。

据了解，下一步，八邦乡将持续下
活、下好黑木耳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这盘

“大棋”，结合整个八邦乡的农业产业发
展实际，积极组织培训活动，让该项目所
涉及的村民继续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及技
能，并免费为贫困户提供菌棒，让他们进
行试种。同时，引导更多农户加入到木
耳、平菇种植中来，力争将其做成八邦乡
具有带动性和让农户增收致富的产业。

小产业托起贫困户致富梦
◎德格县委中心报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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