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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进行时

甘孜日报讯“现在正是出菇高
峰期，每天可生产大球盖菇 1000 斤
左 右 ，亩 产 5000 斤 ，每 亩 产 值
40000 元！”9 月 2 日，在理塘县绒坝
乡阿宗村大球盖菇种植基地，村支
部书记俄日降泽一边带领老百姓采
摘，一边盘点着种菇带来的收入，脸
上满是喜悦。

阿宗村距理塘县城100多公里，
是地处偏僻高山峡谷的贫困村，“无支
撑产业、无集体收入、无企业带动”，是
典型的“三无村”。经过乡党委政府走
访调查，决定将产业扶贫作为群众脱
贫奔康的方向。通过多方考察，发现阿
宗村土地、气候适宜发展种植大球盖
菇，并且见效快、周期短、收入较稳定。

“产业扶贫需要带头人，这样才
能尽快出效益，带动更多的贫困户脱
贫。”绒坝乡党委书记热洛说。从为贫
困村谋划大球盖菇产业扶贫开始，为
了有效带动村民，村干部既是带头
人，又是技术员。

为了确保大球盖菇产业稳定发
展，阿宗村与理塘县勒通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合作，双方共同出资 150 万，
成立阿宗村错季节菌类种植合作社，
采取“公司+合作社”的模式。通过努
力，建成100亩及168个大棚的错季
节菌类种植基地。5月初，在公司的技
术人员指导下，完成138棚羊肚菌与
30棚大球盖菇种植，羊肚菌9月初也
开始出菌。

目前，出菇的大球盖菇长势喜
人，并空运至北上广销售。为了解决
运输难的问题，在理塘县国资公司的
大力支持下，抽派2辆冷链车，每日将
新鲜的大球盖菇运往成都，随即空运
至北京广州上海销售。

产业激发了阿宗村村民脱贫致
富的内生动力，带动了村集体发展。
正在往冷链车上送菇的村民尼玛笑
嘻嘻的说：“这个大球盖菇就像一把

‘致富伞’，撑起了我们的脱贫路。”
叶强平 何明瑶

深山撑起“致富伞”
理塘“大球盖菇”远销“北上广”

◎县委中心报道组 杨雪涛

“我们村的老百姓以前收入比较
单一，主要收入以传统种植和采摘松
茸、虫草为主，老百姓存在着靠天吃饭
的思想，随着发展黑木耳产业，老百姓
的收入渠道变得多样化，观念也发生
了变化，现在村集体经济仅靠黑木耳
产业就能增收2万元。”新龙县洛依村
第一书记罗林说。

尤拉西乡位于新龙县城南部雅
砻江西岸，与雅江、理塘、两县交界，
幅员面积876平方公里，境内有大面
积的原始森林，多系银杉、冷杉、长毛
松、桦木、青冈树等，有丰富的动植物
及各种名贵的中草药和菌类资源，还
有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民风民俗。优越
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物产资源和旅游
资源等。如此好的发展条件按理会发
展的很好，然而，昔日该乡受产业结
构单一、投资环境差、电力基础薄弱

（长期由小水电供电）、农牧民群众发
展观念保守等诸多因素影响，经济发
展落后。走进该乡，迎面而来的就是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通乡路
和通村路。村子里，活动板房修建的
村级活动室、农牧民群众破旧的房
屋、忽暗忽明的电灯，让人感觉到这
里的贫困和落后。

近年来，在新龙县委、政府的高度
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尤拉西乡通过项
目拉动、招大引强，大力发展旅游业、
畜牧业，强力推进民生工程，经济社会
各项事业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乡村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法庭、派
出所、司法所、工商所、卫生院、中心完

小、村级活动室等机构配备齐全，乡政
府驻地尤拉西村供排水、强弱电、垃圾
场、通乡村户硬化路、路灯、人畜安全
饮水和桥等基础设施基本建成，c网基
站、移动基站等通信网络覆盖5个行
政村，建成了较高标准的集商贸、旅游
为一体的农贸市场，全乡共有农家客
栈7家、商铺12户、民居接待点18个，
乡内通村硬化路达58公里。

目前，由新龙县尤拉西乡人民政
府和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同组建的新龙县琼益菌业有限公司
也于7月29日正式开业，注册资本55
万元，主要采取由乡党委政府指导，
全乡五个行政村集中参与、自主管理
经营的模式进行运作，是新龙县一家
以扶贫为主要发展方向的产业项目，
从事松茸、虎掌菌（獐子菌）、青冈红
菌等野生食用菌的收购、加工以及销
售业务，7月30日获得了“四川扶贫”
商标授权使用资格，目前正在申请

“圣洁甘孜”商标授权。自公司开始试
运行至今，已经收购新鲜松茸一千余
斤，獐子菌两百余斤、其他食用杂菌
百余斤，受产量限制及收购成本的增
加，目前主要采取统货包销、零单外
销等自主方式解决销售问题，已与理
塘顺丰及稻城亚丁机场建立友好合
作关系，正在与广州“货拉拉”物流公
司洽谈，以确保物流体系的进一步完
善，保证新鲜菌类产品的销售通道畅
通，将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2万余元，
可实现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人均增收
300 余元左右。如今的尤拉西乡，已
经形成了青稞、油菜、紫皮土豆和菌
类产业发展互补的模式。

尤拉西乡发展记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色达县“扶
贫套餐”让贫困户端上了“金饭碗”，
过上了幸福的小康生活！

“股权套餐”。采取“政府投资+群
众自筹”模式启动乡村酒店建设，贫
困户通过投工投劳等方式注入股权
资金，进行股权量化。目前，甲学、旭
日、色柯等4个乡镇乡村酒店建成营
业，带动户贫困户每户年均实现股权
分红2946元。

“流转套餐”。采取土地流转、集

中连片经营方式走规模化、规范化发
展路子，在江达村、旭日村等贫困村
流转土地305亩，每年支付土地流转
费用21.35万元，其中47户贫困户每
年可获地租收入3.29万元。

“公益套餐”。探索“贫困户+”的
公益岗位脱贫模式，为贫困群众提供
托底就业。截至目前，开发公益性（类）
岗位623个，帮扶有劳动力贫困人员
就业，发放岗位补贴276万元。

县委中心报道组 降措

色达县

“扶贫套餐”助贫困群众
端上“金饭碗”

甘孜县因在全州青稞产量中占
比较高，素有康北粮仓的美誉。当
前，当地迎来了收获喜季节，田野里
那一片金黄色的青稞，在收割机的
轰鸣声跳跃着，把最饱满的身姿留
给了辛勤耕耘的人们。

走进拖坝乡五村，村民充翁多吉告
诉笔者：“秋收到了，因为采用了新的栽
培方式，现在青稞的收成一年比一年
好，再加上用收割机收割，既省时又省
力。是党委、政府把我们带上了脱贫路。”

县融媒体中心 朱昌慧 摄影报道

康北粮仓秋收忙

甘孜日报讯 昨（11）日，由州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州财政局主办，州经济信息化局、州
国资委、团州委、州总工会协办，以“大工匠、大
比武、打造技能甘孜”为主题的甘孜州第二届

“工匠杯”技能大赛暨四川省第七届农民工技能
大赛选拔赛在康定市开赛。来自我州各行业的
141名选手，将在为期1天半的时间里，参加制
茶、焊接、中式烹调、美发、修理、电子商务等12
个项目的角逐。

为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州对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的新要求，充分展示我州职业技术技能培
训成果，激发广大劳动者重视技能、参与技能和
提升技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示范引领全社会
广泛参与岗位练兵、技能比武活动，营造“劳动
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良好社会氛围，进
一步壮大全州技能人才队伍，相关部门策划举
办了本届技能大赛。大赛既是对参赛者技能水
平的一次展示和检验，也为参赛选手提供了相
互学习、相互交流的平台，通过大赛将激发广大
技能人才刻苦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不断增强学
习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和创业能力。

杀青、揉捻、提毫、烘干……竞赛现场，为炒
出一锅好茶，选手们各显身手，比拼匠心技艺。
在康巴大酒店比赛现场，5人一组的茶叶技能高
手，认真的进行着每一步操作……

“原来茶叶是这样做成的，看着他们认真选
茶、筛茶、炒茶、再筛茶、再炒茶，来来回回真是
很棒，有这门技艺，喝茶就不用愁了。”在现场观
看的市民刘阿姨兴奋地说。

“茶叶原料为统一的鲜叶原料，从发放茶鲜
叶、进行制茶到交付茶样，全程控制在2小时以
内。选手们制作完成后，评委和专家将根据炒制
出的茶叶外形、汤色、香气、滋味及叶底等对选手
进行综合评定。”负责评定的裁判长对记者说。

在当天的比赛中，焊接、中式烹调、美发、修
理、电子商务等 12 个项目也相继展开，选手们
的精彩技艺不时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据悉，比赛结果将于12日上午揭晓。
记者 宋志勇 文/图

岗位练兵技能比武

我州第二届“工匠杯”技能大赛开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州消费品
市场规模日益壮大，流通渠道立体丰
富，流通现代化程度逐阶跃升，消费
热点渐次涌现，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
穷，消费品市场呈现出日趋繁荣活跃
的发展势头。

消费品市场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70年，是我州消费品市

场快速成长的70年。1952-2018年，
全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0.43亿元
扩大到100.36亿元，年均增速达8.6%

改革开放前，全州消费品市场在波
动中发展成长。解放初期，我州的消费
品市场是一个混乱不堪、生产力低下、
商品匮乏的萧条市场，所需的重要生产
资料和一些生活必需品，都要依赖调
拨。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
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三产业处于辅助和
从属地位。这一时期，我州的消费品市
场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增长不稳定，在
波动中发展成长。1952-1978年，全州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0.43亿元增长
到1.21亿元，年均增长4.0%。

改革开放以来，全州消费品市场
进入快速发展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胜利召开，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树
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改革开放方针
的确立，给我国经济与消费品市场的
发展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乘
着改革的春风，我州各领域改革稳步
推进，行业准入门槛不断降低，我州
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逐步形成
总体开放格局。1978—2012 年，全州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 0.43 亿元增
长到54.29亿元，年均增长11.8%。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州消费品市
场进入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是
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时

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
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稳中求
进的总基调，经济发展进入可持续发
展的新常态。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
开，国家更是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
我州的经济发展也同样面临着新形
势、新挑战、新任务，全州上下认真贯
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各
项决策部署，实施一系列推进经济转
型升级的新措施，消费品市场实现繁
荣稳定，新模式、新业态的不断涌现，
消费的潜在能力有所提升。深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优化消费环
境，为消费品市场开辟新的空间，消
费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消费市场趋
于稳步发展。2012—2018年，全州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54.29亿元增长
到100.36亿元，年均增长10.8%。

消费品市场的发展成就
新中国成立70年，我州消费品市

场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取得了辉
煌的成就

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增长，市场
规模不断扩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
确立，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消费市场
逐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转变，多种经济成分、多
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消
费市场体系日渐形成。全州经济快速
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消费
观念不断变化，对消费品需求旺盛，
带动着消费品市场的快速增长。2018

年突破百亿大关，全州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100.36 亿元，是 1952 年
的231.7倍，年均增长8.6%。

消费热点拉动消费增长，消费结构
升级加快。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的提高和买方市场的形成，消费需求也
发生了新的变化。市场上名、优、特、新
商品逐渐占居主导地位，高质量、高档
次、高营养、新口味的商品日益受到消
费者青睐，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一
般性吃、穿、用商品销售比重逐步下降，
而用于文化、娱乐等精神享受方面的商
品销售比重逐步上升，消费需求朝多元
化方向发展，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
级，新的消费热点不断涌现。上世纪70
年代的三大件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
80年代是彩电、冰箱、洗衣机，90年代
是手机、电脑、空调，进入新时代，住房、
汽车、网络、旅游、教育成为新的消费热
点。近几年来，消费结构升级明显加快，
主要表现在：以移动通讯和信息为代表
的通讯器材类消费；以私人汽车为代表
的交通类消费；与住房相关的建筑及装
潢材料类和家居类商品消费；以教育、
旅游为代表的精神文化类消费。2018
年，通讯器材类同比增长14.3%，家具
类同比增长46.7%，石油及制品类同比
增长18.0%，汽车类同比增长91.8%，
这几大类增速远高于同期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增速。

市场活力明显增强，民营经济不断
壮大。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全州
消费市场活力不断增强，市场化程度不
断提高，进一步促进了消费市场的繁

荣。在改革开放前，国营和集体经济是
当时消费市场的主力，消费市场受到计
划经济的束缚。而到了改革开放后，
2018年，全州商贸企业中，国有企业和
集体销售额（营业额）占5.3%，个体私
营企业销售额（营业额）占94.7%，个体
私营企业逐步占据了市场的主体地位。

旅游产业迅猛发展，旅游消费引
领时尚。新中国成立70年，旅游业从
无到有，从弱到强，保持了高速、稳定、
健康的发展势头，已发展为我州第三
产业中最具活力与潜力的新兴产业。
2018年，接待游客2230.09万人次，是
2000年的73.65倍，年均增长27%；实
现旅游收入 222.48 亿元，是 2000 年
的336.76倍，年均增长38.2%。特别是
近 10 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以旅游为代表的享受型消费迅速
成为新时尚，旅游产业得到迅猛发展。

新兴业态蓬勃发展，消费层次提
档升级。随着互联网与电子商务技术
的日臻成熟，“互联网+”快速发展，新
商业业态不断涌现。其中最为显著的
是电子商务从无到有。2010年全州电
子商务起步发展，2018 年末，全州电
商企业已发展到220家，其中：溜溜康
巴网、康巴商城等本地特色应用平台4
家；全州实现电子商务网络交易额 26
亿元，增长111%；实现网络零售额23
亿元，增长 135%；实现实物型网络零
售额2.3亿元，增长142.9%。与此同时，
在实体店普遍进入经营困境的情况下，
商业综合体异军突起。截至2018年末，
全州投入使用的商业综合体共计4个。

消费市场日趋繁荣活跃
甘孜州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之消费篇

◎州统计局供稿

编者的话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关心
关怀下，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
耀下，在历届州委、州政府的领导
下，在全州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
下，甘孜州经济发展、民生改善、
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新
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地区级
少数民族自治州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为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
甘孜州取得的辉煌成就，本报特
推出成就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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