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株生姜可产姜近 5 公斤、一
亩青椒可生产 5000 多公斤、生产
的圣女果远销外地供不应求……
在石渠县正科乡邓玛观光生态农
业科技示范园，30多个蔬菜品种让
人目不暇接，一片生机盎然。

“产业兴旺”是党的十九大报告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农牧业
是石渠县的支柱产业，深圳市援建
的邓玛示范园，是对口帮扶石渠县
实施精准扶贫、智力扶贫的重要措
施，也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力推手。

该项目去年 7 月启动建设。园
区总占地面积3479亩，其中一期用
地2416亩，二期用地1063亩，土地
已经流转 2416 亩，每亩 280 元。项
目建成后，将惠及石渠县 5 万农牧
民群众，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3
万余人。目前，项目主要工程一期
已全面建成。

邓玛示范园采用 40 个贫困村
入股形式，把贫困帮扶资金变成股
金，把贫困户变成股民。当年底，就
解决周边2个村劳务就业，创收160
多万元，80个农民就业成为“园工”，
贫困户收入月均3000—4500元。

在果蔬生产园区，电子显示屏
上实时显示大棚内水、温度、湿度
等数据。负责人唐一国说，与传统
农业不同，这里的智能物联网系统
通过移动平台或者电脑平台收集
室内外环境参数，实时显示并自动
控制，保证室内作物适宜的生长环
境，达到科研增收、改善品质、调节
生长周期、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目前，园区从育苗、播种、施肥、
耕地、收货、初加工、真空预冷入库、
出库到进入冷藏运输车，实现全程
机械化，传统农业焕发“智慧”之光。

这里的农业品种除了绿色、优
质、高产外，还是国内外游客观光、
旅游、休闲、度假胜地。在观光旅游
休闲区，玻璃温室内各种形状的瓜
类令人惊喜连连。在花海草海游览
区，各种兰花争奇斗艳，游客可采
摘野生枸杞等体验“农夫”乐趣，此
外，还开发婚纱摄影、亲子游乐、文
化创意等服务功能。

邓玛示范园，这个以优质果蔬
种植为主导，以生态农业观光休闲
为辅助，集农业现代化生产、休闲
观光旅游、科技示范推广、助农增
收脱贫和生态绿色环保为一体的
青藏高原现代农业综合体项目，正
成为四川、青海、西藏三地绿色新
鲜果蔬供应重要且富有竞争力的

“菜篮子”基地。
除邓玛示范园，深圳还资助新建

正科乡青稞良种繁育基地、须巴村农
旅扶贫产业项目，目前均已投入使用。

今年，深圳启动了石渠县畜牧
业设施配套优化及便民道建设项
目，将完成牲畜棚圈、敞圈、贮草棚
等建设，目前正在施工。此外，还计
划新增产业项目——石渠县万亩
中藏药材种植基地建设项目，目前
种植中藏药材 5000 亩已完成，正
进行田间管理。

州内新闻 新闻热线 0836-2835756 投稿邮箱 gzrb@gzznews.com 2019年9月4日 星期三 编辑 泽仁正光 版式编辑 陈相2

甘孜日报讯 自雅江县脱贫攻
坚工作开展以来，全县上下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治藏方略和省委藏区工
作思路，充分发挥帮受双方比较优
势，通过品牌联手、资本联营、政企
联动，合力构建五粮液松茸酒“三
联”共同体，着力强化实现稳定脱贫
的产业支撑，从而推进全县脱贫奔
康进程。

品牌联手。积极组织五粮液集团
与雅江县合作，联合开发五粮液松
茸酒，由雅江县无偿授权五粮液集
团使用“中国松茸之乡”标志，并作
为唯一松茸原材料供应方。该酒于
2018 年 9 月进入市场，当年实现产
值2600余万元，预计今年将实现产

值1亿元。
资本联营。大力引进民间资本与

雅江县共同组建国有资本参股公司，
负责四川、西藏、青海、云南、甘肃等
省区的销售代理。每年按销售收入一
定比例提取扶贫基金和慈善资金，预
计今年可提取扶贫基金800万元，实
现分红200万元，税收1000万元。

政企联动。雅江县出台优惠政
策，支持五粮液集团建设松茸产业
园，今年已投入 500 万元建设科研
中心、主题酒店、综合加工园等。依
托松茸产业园建设贫困村“飞地”产
业园区，带动30个贫困村年实现集
体经济收入120万元。

张径彬

甘孜日报讯 截至 8 月末，雅砻
江上游“普惠金融工程”已全面完
成，平均海拔4000 米以上的174个
行政村用上了助农取款机具，不再
有“空白”金融服务村。

“服务‘三农’，助推农村社会经
济发展，是农行市场主体责任。消除
金融服务‘盲点’，补齐金融服务百
姓‘最后一公里’，更是农行的社会
责任。”州农行负责人如是说。

据悉，我州雅砻江上游石渠、德
格、甘孜、色达 4 县交界地区 24 个
乡镇 174 个行政村，是康巴藏区海
拔最高、自然条件最艰苦、贫困程度
最深的地区之一，更是我州与全省、
乃至全国同步小康最难的一块拼
图，80%以上行政村为金融服务空
白行政村。

今年开春以来，州农行启动“普
惠金融工程”，誓让普惠金融服务实
现对雅砻江上游行政村的全覆盖。
该行制定了4县交界地区金融扶贫
工作协同推动方案，汇同辖内各相
关支行组建客户经理团队，整合落
实“专项资金、专业团队”等资源保
障。为确保工程进度，明确取款机具

布放目标、责任、措施和时限，对助
农取款点、空白行政村、农村牧区支
付渠道建设工作进行“点对点”部
署，并督导进度。在持续数月的艰苦
环境下，4 个县支行克服山高路险、
空气稀薄、雨季塌方等诸多困难，在
规定时限内，按照要求和标准完成
了助农取款点布放及机具安装。

通过精心布点，让普惠金融做
到“惠民”。该行严格按照人民银行

“六个一”布点要求安装标志标识
牌，在选点上首先选择有现金流量
的小卖部，其次选择益农信息社，再
次选择村委会，做到服务便民。在机
具安装的同时，各行客户经理还对
乡镇干部、村干及广大村民进行“一
对一”培训，“手把手”教会相关人员
对机具设备的使用和维护。

据了解，此次安装的助农取款
机具具有功能最全、性能最优等特
点，满足了当地农牧民群众对小额
取现、跨行转账、业务查询、缴纳社
保和电费等功能的需求，使广大群
众足不出村就能享受到高效、便捷
的现代金融服务。

晏中华 陈建军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四川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将发展产业
作为脱贫根本之策，带动303万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依靠产业和就地务工
脱贫，“绣”出产业扶贫的新“蜀锦”。

作为全国 6 个重点扶贫省份之
一，四川的脱贫攻坚任务极其艰巨。
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四川不仅取
得了脱贫攻坚的巨大成果，而且在
也探索出了一套具有借鉴意义的经
验做法。尤其是在产业扶贫中，四川
结合自身发展实际，注重整合运用
各种优势资源，巧妙的运用政策，进
行穿针引线，不仅实现了贫困发生
率的大幅下降，而且绣出了四川发
展致富的新“蜀锦”。

既瞄大方向，又因地制宜。四川
是农业大省，也是人口大省和资源
大省，如何打好脱贫攻坚战，既需要
有宏观的战略图景，要从四川优势
特色产业和先导性支撑产业为主，
把扶贫规划与产业发展规划结合起
来，形成省、“四大片区”、市、县、村
五级产业扶贫规划体系。从产业扶
贫规划体系到产业扶贫政策落地，
这并非是一个按图索骥的问题，而
是一个因地制宜的过程。

尤其是在村级产业扶贫上，更
加注重一家一户的脱贫政策。从大
小凉山彝区，到乌蒙、秦巴山区，再
到在高原藏区，从一头牛、一群羊、
一桶蜂、一亩药、一季笋，到小畜牧、
小种植、小果木、小加工、小商贸，既
突出了四川产业扶贫的总体优势，
有彰显了一家一户的不同特点，做
到了通天线、接地线，为产业扶贫注
入了持续的动力活力。

既注重个体，又强化引领。产业

扶贫不能千人一面，也不能各施各
叫，而是要多元施策，多条腿走路。
一方面要从贫困地区的自身实际出
发，注重发挥贫困户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增强产业发展的多样性和丰
富性，实现错位发展。一方面则要注
重产业的融合发展与引领发展，尤
其是在农业园区的发展上走出了一
条创新之路。近年来，四川省陆续出
台《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产业融
合示范园区建设的意见》等文件，把
园区作为“试验田”“推广站”。

在去年召开的全省乡村振兴大
会上，现代农业园区更是被定位为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在园区引
领下，各地还争相探索“贫困户+园
区+业主”“贫困户+基地+龙头企业”

“贫困户+合作社”等方式，通过订单
收购、保底分红、返租倒包、代种代
养、股份合作等形式，带动贫困户合
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既走常规路，也走创新路。产业
发展需要对各种资源的整合，需要
一定的资金投入，需要一定的政策
支撑，对于贫困地区而言，不仅仅是
资源与资金的问题，更多的还是一
种政策的集成创新问题。激活贫困
地区的土地资源，四川深挖增减挂
钩政策，不仅实现了省内流动，而且
实现了省外跨区域流动。

出台关于吸引优秀农民工的政
策，用好了全省 2500 多万农民工资
源，21个科研院所和62个县市区同
步开展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试
点。启动实施农产品品牌建设“五大
工程”。四川启动实施了一大批切实
可行的产业扶贫政策，打出了创新
组合拳，形成了强大的扶贫合力。

雅江县

构建五粮液松茸酒“三联”共同体

雅砻江上游

不再有“空白”金融服务村

四川产业扶贫中的“穿针引线”
◎张闲语

经 济 随 笔

绿色发展增添活力
群众大步迈向富裕
深圳对口帮扶石渠县“变化”品读

仲夏时节，石渠
县鲜花遍地、牛羊成
群、毡房点点、生机
盎然。在扎溪卡草原
最美的季节，生活在
这里的10.1万干部
群众，正用热情好客
的胸襟，展示全力脱
贫、谋求发展、突破
崛起的新石渠，迎接
四面八方的游客。

石渠，藏语名“扎
溪卡哇”，意即雅砻江
源，是四川省“高、大、
边、远、穷”的牧业大
县。它是四川面积最
大、最边远的县，面积
2.5万多平方公里，
县 城 距 省 府 成 都
1070 公里、州府康
定697公里，平均海
拔4250米。因海拔
高，离太阳近，被称为
太阳部落。

石渠县是四川
省国家深度贫困县
之一。全县170个村
（社区）中，有建档立
卡贫困村112个，占
比 65.8%，贫困户
5762 户 24426 人。
2014 年—2018 年
累计脱贫 91个村、
4776 户 20550 人，
2019 年预脱贫 21
个贫困村、883 户
3496人。

按照党中央部
署，在广东省统一领
导和统筹下，深圳市
2014年对口帮扶石
渠县以来，以“民生援
建为龙头，产业援建
和智力援建为两翼”
的方针，采取“援助资
金、派遣人员、实施项
目、搭建平台、提供机
遇”等多种形式全方
位援助，累计投入援
助资金11678万元，
项目 13个，涉及教
育、卫生、脱贫攻坚、
产业发展等多个领
域，助推石渠群众大
步迈向富裕，生态变
得更加美丽，人民生
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近期，石渠县开展“吉
祥太阳部落邀请深圳
回家”活动，邀请深圳
市民前来看“变化”。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深圳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对口帮扶石渠
县工作，始终着力提高民生保障水
平，加大民生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
力度，以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兜牢
民生底线，助力脱贫攻坚，增强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需求。

今年5月1日，石渠县尼呷镇第
二农贸市场正式营业。近年来，随着
石渠县县城西片区建设提速，安置
小区等居民生活区落成，买菜这一

“小事”成为大家诟病的对象。该市
场的营业，标志着附近居民告别“买
菜难”历史。

让居民惊喜的还不止这些。今
年初，新建尼呷镇农贸市场三期项
目启动实施。承建单位负责人说，第
三期工程将新建大门、修建围墙、实
施硬化、建设垃圾池、公厕、钢楼梯
及线路改造等，预计 9 月底前将完
工并投入使用。

看病难是石渠县百姓过去的心
头之痛。深圳市积极落实健康扶贫，
2015年实施呷依乡卫生院、长沙干
玛乡卫生院、温波中心卫生院等三
个项目，新建业务用房 1800 平方
米、生活用房 720 平方米及相关配
套辅助设施、设备和信息化建设，项
目当年竣工并投入使用。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精准
扶贫是深度贫困地区“拔穷根”的关
键。深圳对口帮扶石渠，始终坚持

“扶贫先扶智，扶贫必扶志”，保障学
区适龄残疾儿童享有受教育的权
利，切实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2015年，石渠县城区小学建设
项目实施，2016 年投入使用。2016
年，第二完全双语寄宿制小学建设
项目启动，新建学生宿舍、食堂、运
动场1.6万平方米及其他附属工程。
目前，学生宿舍及食堂主体已完工，
室内外装饰已完成 85%；运动场完
成总工程量的 70%，今年将完成建
设并投入使用。

2017年，石渠县第二完全寄宿
制小学学生食堂项目启动实施，建
设学生食堂建筑面积1028平方米，
完成设施设备购置。目前，该项目已
投入使用。

深圳积极帮扶石渠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
设美丽乡村，让乡村更美、环境更
好、村民更富。

2015 年实施石渠县藏区新居
建设项目，供13户贫困残疾人家庭
居住，当年竣工投入使用。2017年，
启动传统村落牧民新居建设项目、
村民活动中心建设项目。前者拟用
4年时间在全县完成改建砖混结构
民居280户，目前完成民居140户，
今年改建民居70户；后者拟用4年
时间新建村民活动中心20个，目前
完成8个，今年在建4个。

今年，实施石渠县温波镇环境统
合治理项目，计划新建污水管网5.6
公里，总投资1450万元，明年完工。

阵雨过后，万物葱绿，朵朵变幻的白
云倒映在清澈的湖底，沙棘的气息与百花
的芳香杂糅在一起，宛如仙境。石渠县正
科乡邓玛湿地公园，正展现迷人的风光。

这颗太阳部落上的明珠，地处金沙江
第一滩，江面辽阔，水流众多，高原湿地景
观特点明显。这个湿地总面积10000亩，
是国家天保工程建设的一部分，历时13
年保护和建设，这里已是全州面积最大的
沙棘林。目前，已纳入国家4A景区。

6月27日，石渠县委、县政府在成都
举行 2019 中国石渠——太阳部落帐篷
狂欢节农特产品暨旅游推介会。县委书
记袁明光在会上表示，要打造“世界最美
湿地、千年唐蕃古道、石刻艺术王国、吉
祥太阳部落”四张名片，使石渠成为甘孜
高品位综合旅游资源富集区，让游客实
现“游在牧区，住在洛须”的完美享受。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地处青藏
高原东南边缘的石渠，有着得天独厚的
自然优势：湿地面积达 1.7 万平方公里，
是中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屏障和“中华水
塔”最宝贵的水资源涵养地；是青藏高原
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宝库，44 种兽类中有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雪豹、白唇鹿、藏
野驴等，31 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中拥有
四川最大斑头雁繁殖种群。

这里，还有着世界上最长巴格嘛呢
石经墙、甘孜州最大寺庙色须寺、邓玛然
觉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真达锅庄
等，无不彰显着历史文化的厚重。

石渠县长沙贡玛乡，周长3.4公里的
巴格嘛呢石经墙游人如织。与石经墙一
路之隔的巴格嘛呢石刻产业合作社里，
一片热火朝天。

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合作社胜
利、挺进、前锋三个村生产车间，不停传
出清脆的敲石声，村民正精心在石头上
雕刻石经。车间显著位置处，挂着这些村
支部书记的照片、姓名等信息，墙上张贴
着管理制度、合作社员工上下班制度等。

长沙贡玛乡乡长彭勇说，这个石刻
产业合作社由各村支部书记带领，有周
边 100 多名村民加入。他们在实训基地
学习石刻手工技术，石刻产品放在车间
展示室售卖，书记不参与任何收入分红。
该合作社开业2年来，村民收入由原来月
均600元左右增至3000—5000元。

“旅游+文化”把石渠县独特的自然
资源和文化资源完美结合，焕发出勃勃
生机。色须镇红旗一村，党员带领群众成
立达龙牧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探索
草场确权入股、劳动力入股、牲畜入股等
方式，合作社由最初 14 户、66 名农牧民
发展到全村 269 户、979 人，其中贫困牧
民 196 人、低保人员 55 人、残疾人员 4
人。入股农牧民按经营销售、种草、灭鼠、
管理等14个项目小组各司其职，去年分
红达400多万元。

目前，色须镇 65%的牧民精通手工
工艺，有服装缝制作坊19家、服饰销售店
35 家；享誉州内外的裁缝有 17 人。色须
镇正全面打造“康藏服饰之乡”，通过建
立品牌统筹各公司及合作社，有效计划
和分配各公司、合作社制作手工艺产品，
成品由公司统一包装销售。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在广东、深圳市的
对口帮扶下，石渠县正在脱贫道路上疾行！

全
力
解
决
上
学
难
、看
病
难
等
突
出
问
题

民
生
援
建
让
群
众
有
更
多
获
得
感

帮
扶
资
金
变
『
股
金
』
贫
困
村
民
变
『
股
民
』
观
光
生
态
农
业
增
强
内
生
发
展
动
力

积
极
打
造
『
旅
游+

文
化
』
四
张
名
片

高
原
『
劣
势
』
转
化
为
发
展
『
优
势
』

◎深圳特区报记者

邓玛观光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内蔬菜长势喜人。

甘孜日报讯“电商操作其实很
简单，通过电商平台的推广服务能
让我们更直观的感受到网络的便
利。”8 月 29 日，在理塘县电子商务
双创孵化园举办的交通银行电商扶
贫送教上门活动中，交通银行优秀
讲师陈志弘，为 180 余名学员带来
了一堂生动的电商课。

活动现场，陈志弘结合 PPT 并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青年创业者
带来了内容丰富的课程。此次参训

的人员包括基层干部、机关企事业
单位负责人、村第一书记、扶贫专
干、高校毕业生、待业青年等。“加入
电商平台后，产品销量大幅提升。”
经过培训后的丁真翁姆更加坚定了
自己做电商的信心。

据了解，下一步共青团理塘县
委将根据青创的实际情况，加大培
训力度，提高培训质量，让更多的人
了解电商，会用电商，成为电商。
县委中心报道组 叶强平 泽仁四郎

电商培训

为理塘青年创业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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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扶贫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