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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资 讯

甘孜日报讯 春种秋收。近日，德格县庭院
经济（贫困户庭院蔬菜）陆续进入采收季节，各
乡镇正有条不紊组织贫困户进行采收，做到颗
粒归仓。望着一地沉甸甸的丰收成果，当地农牧
民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为 转 变 老 百 姓 传 统 耕 作 方 式 ，提 升 产
业 作 为 脱 贫 攻 坚 的 抓 手 作 用 ，按 照 县 委

“3553”扶 贫 产 业 发 展 思 路 ，今 年 德 格 县
委、县政府安排扶贫整合资金 630 万元，在
全 县 范 围 内 覆 盖 所 有 贫 困 户 及 有 意 愿 的
非 贫 困 户 ，充 分 利 用 院 坝 、卧 圈 及 房 前 屋
后发展庭院蔬菜作为庭院经济，积极带动
群众脱贫增收。庭院经济覆盖 5703 户贫困
户及 14596 户非贫困户。一年来，通过农业
部门精心组织及各乡党委政府全力实施，
驻 村 干 部 、第 一 书 记 、驻 村 农 技 员 及 专 业
技术人员靠前指导，手把手教会贫困户种
植蔬菜，庭院经济呈现出措施实、亮点足、
成 效 显 的 特 色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全 县 庭 院
经 济（蔬 菜）种 植 面 积 近 5000 亩 ，户 均 增
收达 1500 元。

通过庭院蔬菜种植，不仅使群众学会了
1-2 项蔬菜种植技术，让牧区群众吃上自己
种植的蔬菜外，还体现了全县“3553”扶贫产
业发展顶层设计具体成效，形成了户、村、
乡、片区县城联动，为今年全县脱贫摘帽打下
坚实的基础。

县委中心报道组

德格县
发展庭院经济
成效显著

甘孜日报讯 今年以来，九龙县将招商引
资作为优化产业结构、补齐自身短板、带动产
业发展有力抓手，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模式，与9家国内外企业签订特色农牧产品订
单1.19亿元。

该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分类搭建一二
三产业招商载体。创建天乡茶叶现代农业产
业融合示范园区、万头牦牛园区，认证矿泉
水、花椒、核桃油等“三品一标”16 个，积极储
备农业可流转用地，扶持农村新型经营主体，
打造农村经济增长点。扩大留存电量实用范
围，力争引入大数据、云计算企业，促进水电
消纳；扩大伍须海旅游区覆盖范围，全力规划
湾坝云海旅游区、猛董仙女湖旅游区、小卡子
旅游区建设，建立旅游资源储备库。

为打破信息垒壁，该县开展推介会、恳谈
会 3 次，组织外出招商活动 20 余次，在全国
50个有影响力的网站和报刊杂志发布招商信
息 60 余条，发布抖音 300 条。采取登门拜访、
实地考察、会议洽谈等方式，加强与省内外帮
扶地区和单位交流合作，先后与广东东莞泽
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青白江区新华全球购
供应链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协议。

同时，该县出台《九龙县关于扩大开放促
进投资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进一步优化投
资环境，建立健全土地供应、财政扶持、金融服
务等政策保障体系，建立专人联系制，为企业
提供保姆式全方位跟踪服务。

县委中心报道组

九龙县
加大开放
提升招商吸引力

甘孜日报讯 10 月 18 日，理塘县甲洼镇
俄曲村民拥章志玛在玛吉阿米花园农庄忙着
采摘小番茄和装箱，她高兴地说：“没想到在高
原藏区，实现了家门口打工，既方便照顾家庭，
又挣到了钱。”

近年来，理塘县依托高海拔气候、清新的
空气、无污染的土壤、洁净的水源、充足的光照
造就了生产有机天然错季节农产品的独特优
势。打造被称为“极地果蔬”的萝卜、小番茄、水
果、黄瓜等农特产品，销往粤、港、澳大湾区及
全国各地，有效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长期务
工人员年均收入达2-3万元。

县委中心报道组 叶强平

理塘县

家门口打工真方便

甘孜日报讯 日前，两套TCYI1型酸雨自
动观测系统设备落户我州。至此，我州酸雨观
测实现自动化，结束了传统的人工观测酸雨
方式。

据悉，TCYI1型酸雨自动观测系统专为气
温较低、海拔较高的高原气候条件而研制，由
降水样品分析仪和降水采样器两部分组成。其
中，降水采样器安装于室外，能在不低于-
50℃气象条件下正常工作，自动收集降水样
品，并实时监测降水（固态及液态）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降雨量及环境温度参考值等信息；
降水样品分析仪安装于室内，在较好的温度条
件对降水样品的pH值、电导率和温度等进行
自动测量，同时具备数据存储、数据查询和数
据自动上报等功能。

蒋辉

我州酸雨观测
实现自动化

精准扶贫进行时

向脱贫攻坚最后堡垒

发起总攻

一块雅砻江畔运回的石头上，“感恩广
场”几个大字引人注目。几位村民惬意地在
广场上晒着太阳，唠着家常。

“这广场是深圳市帮建的，给我们带来
极大方便，大家闲了，时不时在这里跳个锅
庄，有了这个广场，全村人的精神面貌都发
生了变化。”马达村村主任尼呷说，最大的变
化是村里人懂得感恩了，也想着奋进了。

“我们十分感谢深圳市的帮助。与深圳相
比，我们差得很远，但我们也要攒劲发展，如
果我们不争气，人家再怎么帮你，你也富不起
来。脱贫奔康是谁的事？是帮扶责任人的事，
是政府的事，是全社会的事，但归根结底还是
我们自己的事。”村民四郎曲珠说，脱贫奔康
就像行船，需要“船上人”得力，如果“船上人”
不用力，“岸上人”喊破嗓子也没用。

错阿镇党委副书记、代理镇长泽翁龙珠
告诉记者，以往，马达村村民中确实存在“等
靠要”现象，东西扶贫协作不仅改变了村庄的
面貌，也改变了村民的精神状态，大家从“要
我干”到“我要干”、从“等送钱”到“忙挣钱”，
思想有了根本性的变化，“都铆着劲奔小康”。

在马达村新建的四排房屋的墙头，分别
画着题为“挖穷根”“挪穷窝”“能增收”“奔小
康”的四幅壁画。“你看这四幅画，就是我们
全村人的心声，现在我们住上了好房子，穷
窝算挪了；以往很多人是‘黑眼睛’，吃了没
文化的亏，现在大家重视教育，都把孩子送
去读书，要把穷根挖了；村里建起了牦奶牛
养殖基地，产业发展了，我们就能增收了；但
我们不会就此满足，我们还要想着过更好的
日子奔小康。”尼呷指着壁画为记者解说着，
满眼是自信的目光。

跨越千里，山海情深。“东西扶贫协作是
个系统工程，作为东西扶贫协作的重要力
量，广东省对口支援甘孜州采用‘省统筹，市
配合，分片联系到县’的方式开展工作，其中
深圳市联系石渠县、德格县和甘孜县。在德
格的东西扶贫协作具体实施工程中，我们不
但注重一些大型民生工程的建设，也注重

‘目光下沉’，特别是关注基层脱贫工程，我
们把马达村作为一种实验样本，把东西扶贫
协作往深做、往实做、往基层做、往微小处
做，让东西扶贫协作在藏地开花结果，让川
粤两地同步奔康。”负责深圳市在德格东西
扶贫协作工作的德格县委常委、副县长曾国
辉表示，让德格与全国全省全州同步奔康是
东西扶贫协作的共同目标。

东西扶贫花芬芳，协力发展在路上。跨
越山川来牵手，勠力同心奔小康。深圳与德
格心手相连，在康巴大地谱写出一曲携手奔
康的友谊赞歌。面对脱贫攻坚的艰巨任务，
我们相信，东西部扶贫协作必将强力助推善
地德格与全国一道共圆小康梦。

东西扶贫协作的“马达样本”
深圳，东部大都市；马

达，西部小山村。深圳在大
海之边，马达在高原之上，
远隔千里，但两地相亲相
聚，早已没有距离。

走进德格县错阿镇马
达村，只见藏房整齐分布，
村级活动室里洋溢着欢声
笑语，感恩广场上大家翩翩
起舞，而村头的产业基地已
初见雏形……马达村已经
今非昔比。这，正是开展东
西扶贫协作后带来的巨大
变化。

作为东西扶贫协作的
援建市，深圳不贪大求全，
大主题统揽、“小切口”进
入，“沉入”基层、振兴乡村、
惠及村民，创造出东西扶贫
协作的“马达样本”。

◎甘孜日报记者 谢臣仁 文/图 建
起
安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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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面临蜿蜒清冽的河流，背靠绿草茵
茵的山峰，头顶漂浮游走的白云，感恩
广场居中而建，186座新房左右分开，整
齐地分布在纵横交错的水泥道路旁，迎
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成为鲜艳的亮色
……马达村舒展出一幅美丽村居图。

走进村民四郎多吉的院落，只见一条
两米宽的水泥过道把院落分为左右两块，
左面是停着一辆农用车的停车坪和安全
饮水井，右边是一块菜畦。走进房内，那更
是别有“洞天”：宽敞的客厅按照民族特色
精心装修，四壁彩绘着有关藏民族的传说
故事，五张藏床贴墙而放，四张茶几上摆
满藏式糕点和水果，一个50英寸的大电
视正在放着电视节目，一台新式空调更是
给屋子平添了几分“洋气”；卧室宽大而舒
适，几张床上铺设着崭新的床被，壁柜里
一条条被盖和藏毯叠得整整齐齐，丰盈着
藏家人富裕的日子。

四郎多吉告诉记者，自己以前的房
子是泥巴和石头盖起来的老式藏房，一
下雨就漏，这下好了，建起了新房子。这
房子有116平方米，住着一家九口。这房
子是东西扶贫协作资金建设的，自己只
负责屋内装修。“花了9万多装修，我这
房子漂亮吧”。

传统的钢炉变成了用电的厨具，四
郎多吉说：“以往用牛粪做燃料，满屋

‘烟子’把屋子熏得黑黢黢的；现在用电
做饭，屋子变得格外干净了。”

在马达村，像四郎多吉这样住上舒适
新房的还有另外185户村民。马达村村主
任告诉记者，马达村总户数203户1140
人，已于2018年实现整村脱贫。马达村利
用东西扶贫协作资金，对58户易地扶贫
搬迁户、56户整村打造户、51户同步搬迁
户、28户危房改造户、10户无房新造户进
行集中安置，按照每人住房面积不超过25
平方米建造了186座新房。同时，修建村
庄主通道7公里、新建2座垃圾池、修建
800平方米的感恩广场和村级活动室，完
善升级了村饮水和电力设施，总共投入资
金1700万元建成了牧民新村。

马达村驻村干部扎西翁修告诉记
者，住房安全是“两不愁”“三保障”中的
重要“指标”，安居乐业，先安居方能乐
业，如果村民都流离失所，哪有心思来
发展生产、脱贫奔康。

“以前，我没有房子，就一个烂帐篷
东搬西搬，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家’。要
是下雪下雨那就惨了，冷得直打抖，现
在好了，屋子里暖洋洋的，再也不怕风
雪了。”无房新造户扎西说起新房的好，
感激得双眼噙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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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暖棚，这里是牛圈，这里
准备修栅栏……”说起即将建好的牦
奶牛养殖基地，马达村驻村干部付力
满怀憧憬。

安居还需乐业。马达村是一个纯
牧业村，根据当地实际，村两委利用
东西扶贫协作资金，投资400万元建
设牦奶牛养殖基地，将设圈养区、敞
放区、种植区和服务区。基地建设工
地，10 余名工人热火朝天地忙活着，
种植区的栅栏已建好，正在修建圈养
区的围墙。

以往，牧民们从事传统的牦牛养
殖，只是“看天养牛”，由于草畜不平
衡，牦牛最“扛不住”的是冬春两季，
往往是“夏壮、秋肥、冬瘦、春死”，辛
辛苦苦累了一年，结果却是“一场大
雪一场空”。

建起的牦奶牛养殖基地，将改变
落后的传统养殖模式，转变牧民养殖
观念，加快推进养殖技术体系改革和
建设，提升牧民养殖水平，促进牧民
持续增收致富，促进牧业转型升级。

“牦奶牛养殖基地建成后，除养
殖100头牦奶牛外，还可以把牧民的
牦牛进行圈养，放进暖棚过冬，不再
担心牦牛冻死，今后光是牦牛养殖就
能让村民致富奔康了。”扎西翁修告
诉记者，牦奶牛养殖基地将依托科学
技术支撑，对牦牛进行“放牧+补饲+
圈养三结合顺势养殖”：在保证牛羊
身体健康所需足够的运动量和摄食
量下，将以往无节制放牧方式改为适
时适量放牧，有效减少牲畜对草地的
践踏，起卧对草地的损害。科学补饲，
添加牦牛生长必须营养调理品，有助
牦牛健康生长，缩短饲养周期，提高
出栏率，解决草原牲畜“夏壮、秋肥、
冬瘦、春死”的恶性循环。

“试验田”里，一亩芫根长势旺。
付力告诉记者，牦奶牛养殖基地将种
植芫根、紫花苜蓿、披肩草等畜用草，
为牦牛养殖提供丰富的草料，让牦牛
能“温暖过冬”，避免死亡。

“以前呀，我们养牛最怕冬春两
季，看着一头头牦牛死去，心尖尖都在
痛；有了牦奶牛养殖基地，我们再也不
怕啦。不但自己养的牦牛以后可卖大
钱，村集体养的牦奶牛卖奶和酥油，我
们也可以分红。这样，我们的收入就大
大增加了。”村民彭措说，以前牦牛老
是死亡，养得心都淡了，也不敢大量养
殖；建起牦奶牛养殖基地后，自己也要
扩大养殖规模，“使劲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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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四力”走基层

◎县（市）融媒体联合采访组

在道孚县麻孜乡沟尔普村，只见宽敞整洁
的道路、秀美如画的环境、完善的公共设施，一
栋栋错落有致、风格独特的藏民居构成了一幅
美丽乡村、幸福家园的新图景。

沟尔普村距道孚县城 0.5 公里，离乡政
府驻地 9 公里，全村由沟尔普组和卡吾组两
个自然组组成，全村有 69 户、328 人。自实施
新农村建设项目以来，通过政府投入、郫县
援建、群众参与，沟尔普先后实施了村道硬
化建设、人畜饮水工程、房屋格调统一、厕所
革命、人居环境提升、景观节点打造等项目，
进一步健全了文化、医疗、教育、电力通信等
公共服务设施。

在沟尔普村，新农村建设带来的变化随处
可见：硬化路通到各家各户，让村民出行更加

便利；水冲式厕所解决了村民入厕环境脏、臭、
不卫生等问题；设立定点垃圾处理点，做到了
生活垃圾定点堆放、定点清理；道路和房前屋
后干净整洁，主干道安装了路灯，当地村民的
人居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以前我们村的路全是泥巴和沙石，每逢
雨季出门两脚满是泥；因没有垃圾站，我们的
房前屋后垃圾成堆，人居环境特别差。”村民
根呷指着自家的两层小楼向记者介绍说，以
前自家的房屋又小又简陋，如今全家住进了
两层藏式“别墅”。不仅如此，家中的摆设也大
变样，洗衣机、电视机等家电一应俱全，这日
子过得比蜜甜。

新农村建设是个机遇，更是个载体，旨在
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随着新农村建设深
入推进，沟尔普的区位优势和得天独厚旅游资
源逐渐显现。村民们看见了致富的商机，根呷

和部分村民也有了把自家房屋改造成民居做
旅游接待的打算。

近几年，沟尔普村紧紧围绕道孚县委县
政府以及麻孜乡党委政府确定的发展思路，
按照“业兴、家富、人和、村美”建设目标，科学
规划、整村统筹，实现了由传统农耕到发展现
代农业，再到农商文旅融合发展，实现了由落
后村寨到幸福美丽藏家新村的华丽蜕变。

“以前我家种洋芋，辛苦一年，3亩地也就
收入2000多元，现在我们将土地租给农庄，一
年就是1800元，不用在地里劳作就达到以前
收入。而且，我们还可以到农庄打工，在家门口
就能挣得一笔收入，还能照顾到家中的老人和
小孩。”村民李蓉高兴地说。

“我们采取‘土地租用+返聘务工+提成分
红’模式，最大限度增加农户收益。”沟尔普村
驻村干部尼玛布尺说。近年来，沟尔普村立足

村情，以新农村建设为载体，按照“组织建在产
业上、党员聚在产业中、农民富在产业里的”发
展思路，不断加大农业技术、项目资金扶持力
度，通过“六村合一”互助脱贫农民合作社+招
商引资方式，走出了一条通过农文旅产业融合
发展以及拓展村民就业的增收之路，示范带动
周边产业项目集聚发展，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实现全体村民增收致富。

“曾经的沟尔普村是一个相对贫穷村，
如今的沟尔普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村
容村貌更加整洁、乡村特色更加鲜明、公共
服务更加配套，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明
显增强。”麻孜乡党委书记白马益西表示，下
一步，他们将以党建引领为抓手，实现农旅
融合发展，把沟尔普村建成“业兴、家富、人
和、村美”的新农村，让当地村民过上更加幸
福美好的日子。

美丽乡村入画来
道孚县新农村建设走笔

村民学习技术。

移民新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