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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随 笔

精准扶贫进行时

向脱贫攻坚最后堡垒

发起总攻 甘孜日报讯 8 月 13 日下
午 ，康 巴 文 化 高 峰 论 坛

“372111312”系列活动举行德
格县招商引资推介会。便利的
交通区位优势、丰富的文化旅
游资源、坚实开放的营商环境
甫一亮相就引起了到会专家、
学者、嘉宾和来自北京、深圳、
成都等地 29 家企业代表的极
大兴趣，并现场与5家企业签订
合作协议。

德格位于青藏高原东南
缘、我州西北部，地处川青藏三
省区结合部，是西进西藏、北入
青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当前，境
内横贯全境的 G317 线、S456
线已完成改造提升，G215线和
S458线正加快建设，格萨尔机
场即将于今年9月通航，马尔康
至德格高速正在抓紧开展前期
工作，“两国道两省道一机场一
高速”立体交通格局即将形成，
制约德格发展的交通瓶颈得到
根本性解决，为德格经济发展
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推介会上，县委负责人立
足境内厚重的历史文化、绚丽
多姿的人文风情和得天独厚的
自然资源，围绕县委“1371”扶
贫产业布局，向与会人员推介
了涉及生态文化旅游业、特色
种养殖业、藏医药业等多个领
域的城区改造、景区开发、园区
建设、魅力集镇（乡村）建设、特
色产业培育、农牧特产品开发
等一大批优势项目，诚邀广大
客商到德格创业兴业、旅游观
光，携手同行，共谋德格发展，
共赢德格未来；并表示将以更
加开放的姿态、优惠的政策、宽
松的环境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优
质的服务。

会上，环球雅途集团有限
公司、中信国安农业有限公司、
成都创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威迈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四川绿珂能源有限公司5家
企业分别与德格县人民政府达
成合作，现场进行了项目签约。

本报记者

德格县

招商引资五企业签约

甘孜日报讯 为加快推进
藏区农业机械化，8 月 6 日，白
玉县农发公司首台无人植保机
在章都乡戈德村菊花种植基地
起飞，开始喷洒施肥作业，这标
志着该县农业生产从传统的人
工作业正逐步向现代无人机植
保作业迈进。

县农发公司负责人告诉笔
者：“目前，我们购买了一台无人
植保机进行试飞作业，效果很
好，我们准备马上再从外面购进
一台无人植保机，同时，我们还
派出 2 名工作人员到内地进行
无人机培训，并取得了无人驾驶
航空器系统操作手合格证。”

无人机病虫害飞行防治是
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不但能
进行病虫害防治还能进行叶面
肥喷施，具有作业效率高、节约
成本、人员安全有保障、不损坏
庄稼等特点。“植保无人机喷洒
装置宽度为4米，有效作业宽度
可达4至6米，每小时作业量可

达40至60亩。若用人工操作背
负式喷雾器，一人一小时才能
给两亩左右的地打药。两者比
较，无人机省时省力，大幅提高
了作业效率。同时，农药喷洒量
约节省 50%，大大降低了农业
投入成本，防控效果也得到了
提升。”飞行器操作手一边操作
飞行器一边介绍。

目前，正是农作物生长成
熟的关键时期，也是雨水季节
病害防治的关键时期，植保无
人机的正式投入使用为农发公
司的各个基地农作物病虫害防
治提供了有力保障。该公司负
责人说：“下一步，我们将根据
群众需求，逐步将无人植保机
农药、施肥喷洒服务面向全县
推广，进一步提高农牧民群众
的农业生产效率，减少农业投
入成本。”目前，该公司首批无
人植保机已实施农药喷洒作业
300亩。

县委中心报道组 徐平波

白玉县

植保无人机精准作业
产业新形态
致富新路径

放牛、挤奶、制作酥油……自从双流
援藏干部买来的30头犏奶牛在村里安了

“家”，照顾它们就成了村民次登的新工
作。刚建成的牛舍静卧在山坡上，崭新的
蓝顶白墙和高原的蓝天白云相映成趣。

“我们村属于半农半牧，村民有的养
牛羊，有的种核桃，但大都规模小、产量
低、收益少，只能勉强实现自给自足。”土
登说，双流区对口援建巴塘县指挥部来村
里反复走访调研后，决定依托原有的400
亩核桃，套种牧草和蜜源植物，并发展畜
牧和养蜂等产业，让果、草、畜、蜂形成种
养循环。

指挥部指挥长、挂职巴塘县委常委、
副县长黄冕为大伙儿算了一笔账。每头犏
奶牛每月的产奶量大约可制作5斤酥油，
按照每斤60元的市场价计算，每年可为村

集体经济新增收入10万元左右。同时，每
年还可新增出栏牛10头，每头牛按照1万
元计算，每年又能够新增收入10万元。

新的产业形态所带来的效益还远不
止这些。400亩核桃树下每年可产优质牧
草近250万斤，足以供应犏奶牛所需。而配
套种植的蜜源植物每年可产蜂蜜600斤，
按照100元/斤的市场价计算，每年还可新
增收入6万元。

“想不到一片小小的核桃林，能够衍生
出这么多新产业，为老百姓增加这么多收
入！”对于未来的发展，土登充满了期待。

昔日深山小村落
未来旅游新名片

王大龙村地处215、318国道交界处，
交通十分便利。小村落完整保持了藏式田
园风情，每家每户都有大大的院子，种植着
苹果、西瓜、李子、桃子、无花果等果树，房

前屋后更是鲜花遍地。距离村子半小时车
程的山上还有一片高山草甸，游客们也可
以选择步行游玩，或者到牧场上策马扬鞭。

“这些年在双流区的持续援助下，村
里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大龙
村文书格绒扎西介绍，村民们的居住环境
变得更加干净整洁，文明蔚然成风，为接
待各地前来的游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脱贫摘帽后怎么办？这是我们一直
在思考的问题。王大龙村有美丽的草原和
河谷，也有浓郁的藏式风情，2300米左右
的海拔也非常适合自驾游。”黄冕说，这些
都是发展旅游的优势条件。

目前，双流区已经开始积极对接旅游
开发公司，共同推动这个藏式田园村落整
体打造，在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的
同时，也为巴塘县打赢脱贫攻坚战和乡村
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产业支撑，更为青藏
高原半农半牧区发展高原特色优势农牧
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探索出一条可持
续、可复制的新路径。

产村相融闯新路
◎巴塘县委中心报道组

叶丹 王兴国 文/图

夏季的高原阳光明媚，景色
宜人，位于金沙江畔的巴塘县苏
哇龙乡王大龙村处处洋溢着浓浓
的绿意。村支书土登每天都要到
各处转一圈：村里的400亩核桃树
硕果累累，树下套种的牧草长势
喜人；抬头仰望，半山腰上100个
中蜂桶部分已成功引蜂；放养在
高山草甸上的犏奶牛也已经开始
产奶……看到这里，土登黝黑的
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这些都多
亏了双流区对口援建巴塘县指挥
部的帮扶，是他们的‘果、草、畜、
蜂’四结合的种养循环农业综合
配套技术示范项目，让我们看到
了致富的新希望。”

甘孜日报讯 8 月 15 日，理塘县
甲洼镇彩虹广场菌类交易市场上，采
集野生菌满载而归的村民摩肩接踵，
背篓里装满了松茸、虎掌菌等多种可
食用菌。卡娘村村民多吉激动地说：

“自从野生菌上市以来，每天天刚亮，
我就上山采集野生菌，采集到的野生
菌在下午用摩托车运到市场出售，每
天能收入500到1000元”。

“今天早上，我上山采野生菌，
下山卖得 400 多元。”理塘县甲洼
镇东珠村贫困户斯郎曲张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

甲洼镇东珠村贫困户拥青激动
地说：“去年我家仅靠捡拾野生菌就
9000多元的收入，雨季来临，野生菌
开始生长，我就利用农闲时间上山捡
拾，这儿野生菌品种繁多，最多的是
虎掌菌，目前我已收入2000多元，比
种几亩青稞洋芋收入还要多。”

“以前由于销路不畅，村民们上
山捡菌的积极性不高，捡拾的野生菌
大多是自己食用。近几年来，纯天然
食用野生菌走俏，成了抢手货，只要

能食用的野生菌都能卖成钱，村民上
山捡拾的积极性越来越高”，理塘县
甲洼镇富民联络员扎西曲批说。

在甲洼镇做野生菌生意多年的村
民扎西泽仁最近每天都很忙碌，“我从
事野生菌收购已经五六年了，甲洼野
生菌品种繁多，质量上乘，每场都要收
购新鲜野生菌1000 余斤，分类处理
后及时销往云南、成都等大城市，一年
纯收入大概达6到8万元”。

近年来，理塘县高度重视森林
管护，加大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力
度，生态逐渐好转，山林中的野生
菌种类和数量也因此大规模增长，
这 些 大 自 然 的 馈 赠 不 仅 生 态 、绿
色、无污染，而且食用和药用价值
高，因而在市场上颇受青睐，并且
远销省内外。

“随着大量野生菌破土而出，村
民们纷纷上山采摘，纯天然、销路好，
目前已成为理塘县甲洼镇群众增收
致富的又一途径”，理塘县甲洼镇党
委书记尼玛泽仁说。

县委中心报道组 扎西曲批 文/图

舌尖上的美味
脱贫中的宝贝

理塘县野生菌助农增收

甘孜日报讯 实现脱贫增收,帮助贫
困劳动力就业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近
年来,新龙县聚焦就业扶贫工作，多方着
手，为百姓拔穷“根”、开富“路”。

技能培训力度不减，提高质量就业。
根据贫困劳动力培训需求，聚焦藏区特色
产业发展，采取“送培训下乡”“请进来”

“送出去”“技能+培训”“素质+培训”等培
训方式，开展唐卡绘画、藏式缝纫、乡村旅
游+民居接待、中式烹调、青杠木耳种植、
摩托车维修、建筑工匠等技能培训，全县

共计开展技能培训57期，培训3156人次。
岗位服务力度不降，推进转移就业。常

态化组织开展“送岗位下乡”、民营企业招聘
周、就业扶贫专场招聘活动等，开展就业扶贫
专场招聘会、“送岗位下乡”活动12场，提供
岗位9500个，转移就业2487人次。

兜底安置力度不变，促进就近就业。
发挥公益性（类）岗位兜底保障作用，制定
下发了新龙县公益性（类）岗位管理办法，
2019 年公益性岗位安置由原来的每村 5
人增加至8人，补助标准由原来的300元/

人/月提高至500元/人/月，截止目前，安
置公益性岗位435人次，整合行业部门安
置公益类岗位7337人次。

对口帮扶力度不轻，带动创业就业。
全面推进省内对口帮扶工作，结合宜宾帮
扶、东西部扶贫协作等有利契机，争取宜
宾市对口帮扶资金105.69万元，以“请进
来”的方式邀请宜宾市职业技术学校优秀
教师到我县开展特色技能培训2期79人，
以“送出去”的方式面向我县建档立卡贫
困户、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等困难群体开

展挖掘机、装载机、保育员等培训4期106
人，组织开展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 3 场，
提供就业岗位2400余个。

据了解，截至目前，该县高质量聚焦
全县 90 个贫困村退出，2303 户 11556 贫
困人口脱贫的目标任务，开展各类技能培
训57期3156人次，开展就业扶贫专场招
聘会、“送岗位”下乡活动12场，提供就业
岗位 9500 余个，转移就业 2487 人次，累
计安置公益性岗位435人次，整合行业部
门安置公益类岗位7337人次。 席亚

搭就业平台 唱扶贫大戏
新龙县技能培训促就业

我国的扶贫脱贫成绩是巨
大的，但成绩并不能掩盖问题。
从实践来看，除国务院扶贫办
此次集中公布的一些案例外，
其他更多的还是反映在思维习
惯及行为方式上。这种思维习
惯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沉陷
在旧有经验中。以“易地搬迁”
扶贫为例，有的当初在上报数
字时往往多报，这样能得到更
多的搬迁补贴，况且按照既往
经验，最后也未必“结硬账”，不
用担心完不成任务。没有想到，
这是一场真正的“硬仗”，每一
个环节都要“硬碰硬”，过去按
照“常规做法”注水、虚报，现在

“结硬账”就有些下不来台。
另一个表现就是习惯性

“提前完成任务”。长期以来，
“提前完成任务”已成为一些地
方的习惯性做法、下意识做法，
这既有加油干的成分，也有发
展规划不合实际或者做数字文
章的毛病。在扶贫攻坚战中，一
些地方同样走进了这种思维胡
同，攻坚战刚刚开始，就要求提
前完成任务，甚至高调喊出提
前几年的口号。

确保2020年贫困人口如期
脱贫，是党中央对脱贫攻坚作

出的精准而深刻的把握，是在
新形势、新背景下关于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伟大战略的重要一
步，不能用旧的思维、旧的眼光
和旧的尺度来看待与衡量。以
我国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加
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
势、组织优势和各族群众的共
同努力，一定能如期实现这一
历史性目标。但是，我国还有
4300 多万贫困人口，许多都在
深度贫困地区，打赢这场“硬
仗”，绝不是以常规性做法就能
按时完成或者提前完成的，必
须采取更加有效的举措，开展
更加有力的工作，撸起袖子加
油干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因此，充分认识脱贫攻坚
的有利条件和巨大困难，既能
增强必胜信念，更能让我们脚
踏实地、踏石留印，在政策措
施上更加精准到位，在方式方
法上更加精准有效，摆脱惯性
思维，杜绝不严不实、弄虚作
假的做法，切断数字脱贫、虚
假脱贫的路径，堵死挪用、贪
污扶贫款项的漏洞，确保脱贫
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扶
贫攻坚已到关键时刻，尤须拧
紧螺丝，务求必胜。

扶贫越到关键时
越要拧紧螺丝

◎景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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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扶贫脱贫成绩巨大，但成绩并不能掩盖
问题，一些旧的思维、旧的眼光和旧的尺度亟待克
服。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绝不是以常规性做法
就能按时完成或者提前完成的，必须采取更加有效
的举措，开展更加有力的工作，撸起袖子加油干才能
实现这一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