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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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九龙县着

力从搭建平台、培养电商人才等方面
入手，积极推行培育电商产业，拓宽农
副产品销售渠道，帮助群众增收致富。

建立“三级服务”体系，打通物
流经络。针对农村物流末端梗阻问
题，完善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体
系。建立县级电子商务服务中心，
乡、村电商服务站点，推进物流送货
到乡、村，引导企业发展农村电商物
流综合服务项目，成立电商孵化中
心、运营服务中心、创客中心等9个
功能分区和1个冷链仓储物流配送
中心，电子商务服务站点覆盖18个
乡（镇）、63个村。

推行“互联网+”模式，拓宽销售
渠道。针对高原农牧区农副产品销售
渠道狭窄，制约群众增收的实际，推
行“互联网+”发展模式，依托木雅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净源商贸有限公
司、降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3家入
驻网销企业对九龙黑山猪、九龙牦
牛、九龙花椒等10余个特色产品统

一包装、线上销售，推动九龙松茸、牦
牛肉、藏香猪、矿泉水、花椒等系列特
色农产品在天猫超市、京东网点等平
台上架，九龙天乡系列茶叶在北京、
成都等大型城市设立网销点，九龙特
色品牌辨识度、辐射面和影响力逐年
扩大。2018年农产品网络销售额占
农业总产值比重4.5%，促农年户均
增收达3000元以上。

探索“训带结合”路径，带动岗
位就业。针对群众电商意识淡薄，电
商业务技能不足等实际，着力从建
立培养机制、带动岗位就业等方面
探索培养电商人才培育路径，采取
地毯式基础培训、滚动式梯次培训、
菜单式精准培训方式组织开展电商
培训530余人次，在青年党员、致富
带头人、大中专毕业返乡创业人员
中培养电商创业者 30 余人，建立

“就业扶贫车间（基地）”1个，设立管
理、分拣、物流等岗位，吸引群众就
业务工5000余人次。

沈林清

甘孜日报讯 8月15日，记者从
炉霍县委宣传部获悉，为进一步规
范县境内土地资源管理和城镇建
设，严格落实土地违法违规整治任
务，强化土地监管工作，依法打击土
地违规违法活动，该县有效规范自
然资源管理秩序。

针对土地乱象再整治工作的实
施，炉霍县专门成立土地乱象专项
再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自今年 4 月
以来，领导小组分别到新都镇各个
村、社区及人员密集区集中开展土
地乱象整治宣传活动11次，宣传户
数达到 500 余户；通过大力宣传相
关法律法规，既为土地乱象整治工
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也增强了老
百姓的用地保护意识。

同时，领导小组以媒体、宣传栏

等为载体，利用土地日等活动，发放
宣传册 287 份、张贴宣传单及公告
21份；并积极向社会公布清理整治
的范围、对象、重点、时限及进展情
况、举报电话，广泛发动群众和社会
各界人士参与专项行动，自觉接受
社会监督，取得了社会各界和广大
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

截至目前，炉霍县已经完成新
都一、二、三、七湾、益娘、朱德、秋
日、色德龙村本村村民的房屋测绘，
共计180户。下一步，炉霍将继续加
强加大宣传力度，创造有法必依、执
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执法环境；依法
补办手续，依法规范；继续对“对双
证齐全，未办理过户手续的、批少占
多等土地乱象进行整治。

记者 兰色拉姆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农行甘孜
支行大力推进扶贫小额贷款业务发
展，不断通过创新金融扶贫方式，最
大程度满足贫困农牧户贷款需求，
以金融扶贫给力脱贫攻坚。截至7月
末，该行扶贫小额贷款余额达 3760
万元，较年初增长19940万元。

为开展好金融扶贫工作，该行
成立了金融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积
极探索建立政府、银行、农牧户等多
方参与、风险共担的金融扶贫推进
机制，先后多次组织开展金融扶贫

调研，对贫困农牧户贷款需求进行
详细调查，因地制宜制定专项扶贫
小额贷款业务发展方案，最大程度
地满足贫困农牧户贷款需求。

同时，该行成立金融扶贫服务
团队，在各贫困村镇开展小额扶贫
贷款现场办公，与贫困农牧户面对
面对接，了解其资金需求，积极开展
金融扶贫政策宣传，并现场受理，引
导贫困农牧户申请贷款，建立申贷
绿色通道，大大提高了放贷效率。

晏中华

搞好乡村垃圾分类是美丽乡村
建设的必然要求，更是环境保护大
势所趋。与城市相比，乡村垃圾分类
面临地广人稀、垃圾分散的特点，应
按照入乡随俗原则，结合乡村实际，
考虑乡村特点，实施更接地气的垃
圾分类方法。

垃圾分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
一种新时尚。如今，无论城市还是乡
村，只要有垃圾，就得普及垃圾分类
理念，倡导垃圾分类绿色行动。但
是，相较于基础设施完善、试点经验
丰富的城市社区，广袤乡村的环卫
设施十分薄弱，更需要把垃圾分类
这项利国利民利后人的工作长久地
坚持下去，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与城市相比，乡村空间广袤，在
垃圾处理上似乎更容易、更便捷。走
在乡间地头粗略一望，绿色青山、风
景怡人。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草
丛中、村路边等“人烟稀少”之地，垃
圾并不少见。这些“躲起来”的垃圾
不仅极具隐蔽性，也具有更大的破
坏性，特别是薄膜等一些不易分解
的垃圾常年埋藏于地下，必定会对
田地土壤造成伤害，影响生态环境，
从而影响舌尖上的安全。普及垃圾
分类知识，乡间地头应是重要阵地。
只有把乡村垃圾问题处理好，才能
真正留住青山绿水，留住乡情乡愁。

与城市相比，乡村垃圾分类面
临地广人稀、垃圾分散的特点，应按
照入乡随俗原则，结合乡村实际，考

虑乡村特点，实施更接地气的垃圾
分类方法。比如，将农村垃圾分为

“可腐”和“不可腐”，把易腐烂的垃
圾做无害化处理后直接沤肥，就地
处理，这样既简便又易行；不可腐烂
的垃圾通过保洁员二次分类，确保
源头分类质量后交由专人专车拉
走。这样既容易被农民理解，又减轻
了垃圾分类及运输工作量。针对可
回收垃圾，可推广一些乡村的成功
经验，创办“垃圾兑换银行”，引导村
民将塑料纸、瓶类、烟头、旧电池、旧
衣服等废弃物送到村兑换点兑换积
分，积分存入农户的环保存折，凭积
分可到各村及集镇指定商店兑换生
活用品及兑换邮寄快递、理发、换取
煤气等便民服务，变废为宝，形成正
向激励。

搞好乡村垃圾分类是美丽乡村
建设的必然要求，更是环境保护大
势所趋。乡村的“慢生活”“阔空间”
和“熟人社会”，让村民有时间、有条
件去实施垃圾分类，既可以变废为
宝、减轻垃圾处理的体量，还能建设
美丽乡村、提高农村颜值。要顺应广
大农民建设干净整洁乡村，过上美
好生活的期待，由政府和农民一起
发力，切实重视乡村垃圾分类工作，
树立正确的垃圾分类理念，做到垃
圾分类无死角、无盲区、无空白，使
乡村“颜值”越来越高、农民生活越
过越舒坦，让文明城市与美丽乡村
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因地制宜搞好乡村垃圾分类
◎周荣光

九龙县

为农产品插上电商翅膀

炉霍县

规范自然资源管理秩序

农行甘孜支行

金融活水流向扶贫前沿

经 济 随 笔

色龙，藏语意为“藏匿深山的村庄”。
“过去村里很闭塞，进山的路只有一

条。到处坑坑洼洼，一般的车根本开不进
来。”色龙村村民陈建青告诉记者，到了
雨季，进山的路常常被山洪冲毁，外面的
人进不来，里面的人也出不去。“村里的
一些老人，一辈子也没出去过几次。”

“路没通的时候，赶场去乡上，下山
的小路至少得走三个小时，运输全靠人
背马驮。”讲起过去村里的穷苦，71岁的
骆敏秀感慨地说，那时只能算勉强糊
口。“50年代，我们家里20个人挣工分，
一年全家才有200块钱。后来实行包干
到户，日子慢慢好点了。”

2014 年，当地终于修通了通往外
界的色龙隧道。此前，色龙村村民的收
入主要靠把花椒、核桃背到山下贩卖和
挖虫草所得。

“交通条件改善以后，村里通过政
策扶持修建起了羊肚菌种植基地，3年
人均纯收入增加了 2000 余元，生活渐
渐有了起色。”村民陈建青说，让他没想
到的是，村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竟吸引
了不少外来游客。

地处大渡河东岸的色龙村，是康定
市首批重点打造的乡村振兴示范村之
一。去年 8 月以来，色龙村按照“山植
树、路种花、河变湖”的规划，采用乔、
灌、草相结合的立体布局，对民居进行
风貌改造，计划让当地村民吃上生态旅
游这碗饭。

让村民们意外的是，政府投资400
万元，最先建设的是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的建设改变了
色龙，每家每户的吊脚楼厕所被改造成
景观，厕所功能被新建的卫生厕所取

代。厨房垃圾统一由村里专人收集，污
水经地下管网进入生活污水处理站；生
猪等牲畜粪便集中在化粪池作有机肥
处理，粪水同样进入污水处理站。”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孔玉乡党委书记
贺冬看来，发展乡村旅游，既要改善当
地的居住条件，也要保护好绿水青山。
只有环境好了，色龙的发展才能长久。

除了“厕所革命”，游客更加感
到惊叹的是，在色龙村看不见一根
电线杆。

“色龙隧道中有135台全息投影设
备，村里安装超过34000米的LED灯带
和多达3200盏洗墙灯。同时，全村‘五线
下地’。放眼全国，这种‘配置’在村寨中
比较少见。”色龙村乡村振兴项目规划设
计师陈建青表示，他们要在力求保留色
龙村原貌的前提下，打造田园农业，实现

传统文化与旅游结合，规划建设云海酒
店、温泉酒店、体验酒店，将多户民房改
造为高端民宿。同时，实现网络全覆盖，
为建成智慧乡村打下基础。

如今，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色龙
村，成为城里人向往的“世外桃源”。“今
年五一期间试营业，接待游客1200余人
次，留宿旅客 110 余人次，收入 38029
元，其中餐饮27829元，民居接待10200
元，收入了乡村旅游的第一桶金。”村支
部书记陈永强坦言，目前色龙村已完成
乡村振兴一期规划建设工程量的70%，

“我们尝到了‘旅游饭’的甜头，今后将以
生态观光、康养度假、民俗风情体验为
主，开发有特色的乡村游、生态游、农事
体验游等产品，延伸出农业产业链、价值
链，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

据人民网

世外桃源色龙村

打造藏区旅游新典范

从康定城区沿国道318线东行，到达姑咱镇后驶向省道211线，
约1小时后便来到孔玉乡。随后，沿蜿蜒的盘山公路一路前行，越过
“二十八道拐”后，到达色龙。

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眼前
的色龙村，仿佛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8 月 13 日，理塘县下木拉乡热拉
村农民忠塔领到蔬菜大棚建设资金，
笑得合不拢嘴。

为解决高海拔、酷寒气温下农牧
民群众吃菜难、吃菜贵的问题，由政府
补贴建设资金，在贫困村中推广建设
小型蔬菜大棚，当天热拉村就举行了
简单的蔬菜大棚建设资金发放仪式，
当场为16户村民发放了户均5000元
的蔬菜大棚建设资金。

“去年，乡上还专门邀请了农技员
指导我们种植蔬菜，相信通过悉心栽
培，保持好大棚的温度湿度，我们一定
能吃到自家种的蔬菜,这不但节约了
每年3000多元买菜钱，关键还新鲜。”
已建好蔬菜大棚的忠塔高兴地说。

远离县城70多公里、海拔3500多
米的下木拉乡，脱贫攻坚实施以来，围绕
解决农牧民群众“吃新鲜蔬菜难，吃新鲜
蔬菜贵”的难题，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不
断推广每家每户不低于30平方米的小
型蔬菜大棚建设，着力减轻农牧民群众
的“菜篮子”成本。同时，为使棚内蔬菜能
够在酷寒气温下正常生长，解决农牧民
群众发展蔬菜大棚的后顾之忧，乡上还
邀请农技员不定期上门“一对一”技术指
导，提高蔬菜成活率和生产效益。

目前，通过不断建设，下木拉乡 6
个贫困退出村、200余户已每户建有小
型蔬菜大棚，村民们已吃上自家种的新
鲜蔬菜，丰收富余的蔬菜已销售到市
场，实现了农牧民群众的有效增收。

理塘县委中心报道组
叶强平 周鹏 文/图

小小蔬菜棚
解决吃菜难

做好“四则运算”助力脱贫攻坚
巴塘县精准发力确保脱贫“摘帽”

●“加法”即：注重
脱贫攻坚实效性，让
脱贫攻坚有合力

●“减法”即：实施
脱贫高质计划，让贫
困户退出

●“乘法”即：实施
立体发力计划，让贫
困户收入整体“过线”

●“除法”即：层层
传导压力，提升干事
激情

甘孜日报讯 今年是巴塘县脱贫攻
坚的关键之年，根据州委州政府的安排
部署，该县立足工作职能、紧抓关键环
节、加大投入力度，做好“加减乘除”四则
运算，扎实抓好脱贫攻坚各项工作，为全
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奠定良好基础。

做好“加法”，注重脱贫攻坚实效
性，让脱贫攻坚有合力。严格要求帮扶
力量要在脱贫攻坚战役中下足“绣花”
的功夫，锁定帮扶工作不“玩花架子”，
帮扶力量思想认识不“跑音走调”，帮扶
人员“演好角色”，完善帮扶工作考核、
奖励机制；充分发挥好驻村工作队的作
用，使驻村工作队成为“政策漏斗”“精
确滴灌”的管道，成为农牧民欢迎和满
意的脱贫“催化剂”和致富“助推器”；以
脱贫攻坚大督查为依托，“八个捆绑”机
制为牵线，将帮扶责任层层压实传导，
有效做到不给帮扶力量填压力的同时，
增加攻坚干事的积极性。

做好“减法”，实施脱贫高质计划，让
贫困户退出。加强对贫困对象正确价值
的引导。帮扶力量坚持进村入户宣传扶

贫政策，加强贫困户带动示范、先进文化
引领，逐步破除部分贫困户“等靠要”思
想，形成共谋脱贫的良好局面；着力加强
对贫困户的扶志转化。加大对贫困户的

“感恩”引导，调动激发贫困户脱贫奔康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农牧民群
众真正明白，扶贫是助推脱贫的助推器，
而不是天上掉馅饼；提升贫困户主动脱
贫的内生动力。发挥贫困户在脱贫奔康
工作中的主体作用，让他们有机会或责
任根据他们自己的需求与意愿参与脱贫
攻坚的全过程，并借此改造贫困户的依
赖思想和守旧意识，逐步提高贫困户自
我发展能力。

做好“乘法”，实施立体发力计划，让
贫困户收入整体“过线”。积极培育和发
展高原特色专业合作组织。推动出台优
惠政策支持集体产业经济发展，引导集
体产业建立、拓宽市场和资金渠道，让贫
困户实现收益保底、按股分红；建立全覆
盖、多层次、及时有效的助学体系，确保
贫困家庭孩子和其他孩子不因交不起学
费而辍学，实现一个不落、一分不少；以

党建带群建、党建带团建、党建带妇建等
联动方式，招商引资鼓励省、州、县内外
企业、资金、人才的涌入和创业，扶持高
原雪菊、松茸、蜂蜜等特色农产品的深加
工，以抱团出击、甄选特色的方式，成功
将高原雪菊、蜂蜜、3180矿泉水等产品推
向了博览会，并与国航等省级帮扶单位
签署一系供货战略合作协议。

做好“除法”，层层传导压力，提升干
事激情。创新脱贫攻坚督查机制，采取

“四交叉、五统一”的方式，全部覆盖我县
19各乡镇，以发点球方式推动帮扶工作
问题整改销号，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
认领，有效确保了脱贫攻坚力量下沉、效
率提升、内力持恒；创新建强制定保障，
严格落实责任制度，严格实行定期考核，
督促提高扶贫干部工作能力；党政主要
负责人主动承压，充分发挥了攻坚脱贫

“头雁”作用，严格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
坚持带头安排部署、带头驻点联系、带头
调查研究、带头检查督办，切实形成一级
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格局。

魏毓斌 陈智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