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孜日报讯 今年以来，白玉县以
脱贫攻坚规划为引领，围绕中央、省州
纳入统筹整合的项目资金，搭建县级涉
农 资 金 整 合 平 台 ，累 计 整 合 资 金
24038.37 万元，精准投入到基础建设、
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方面，努力做到整
合资金效益最大化，同时注重资金监
管，确保最大程度发挥资金使用效益和
资金使用安全。

资金精准投向产业发展，发挥产
业“引擎”作用。牢固树立“没有产业
支撑的扶贫，不是真正的扶贫”的理
念，紧扣有产业有就业、实现可持续
增收的惠民目标，精准投入 933.14 万
元用于产业发展，进一步完善“两轴
四片七基地”的产业格局。目前已建
成白玉藏菊研究抚育基地、白玉黑山
羊保种繁育基地、赠科千亩高产有机
示范基地，正积极推进盖玉高原苗木

育苗基地、河坡民族手工艺和民俗风
情展示基地的建设。组建白玉藏品农
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引领全县贫困
村集体经济专合组织进行资源整合，
带动产业科学化、集中化、连片化开
发，建成白玉藏菊研究抚育基地、白
玉黑山羊保种繁育基地、赠科千亩高
产有机示范基地等一批产业基地，完
成 31 个农特产品注册，成功申报“三
品一标”4 个、四川扶贫商标 4 个。

资 金 精 准 投 向 基 础 建 设 ，突 出
基础“支撑”作用。面对基础设施建
设欠账大、项目资金短缺等问题，始
终坚持“要脱贫先修路，有电有水才
能富”的不变真理，逐村调研、逐户
走 访 ，按 照 村 村 通 硬 化 路 、户 户 有
水、家家通电、人人能通讯的基本需
求 ，将 14605.23 万 元 的 涉 农 整 合 资
金 重 点 投 放 至 贫 困 村 的 基 础 设 施、
安 全 饮 水、生 活 用 电 等 基 础 设 施 建
设，确保贫困村整体均衡推进。巩固
提升 23 个村文化室、卫生室，完成 7
个村人居环境改善，解决 2310 名贫

困人口的安全饮水问题，解决 2310
户贫困户用电问题和广播电视户户
通 安 装 ，最 大 程 度 的 改 善 群 众 生 产
生活条件，促使贫困村穷貌换新颜。
同时，始终坚持“不垒大户、不堆盆
景、不搞形象工程”，让贫困群众深
深感受到脱贫攻坚推进过程中的公
平 性 ，着 重 解 决 了 束 缚 贫 困 村 贫 困
群 众 脱 贫 解 困 的 基 础 性 问 题 ，不 断
增加群众福祉。

严把资金监管总阀门，提升资金
使用“透明度”。为加强扶贫资金监
管，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完善管理机
制，实行扶贫资金全面公开、时刻跟
踪问效、全程督促检查，实现资金管
理常态化、科学化、透明化。一是建
章立制，实现管理制度化。为加强对
全县涉农整合资金的监督管理，规范
扶贫资金管理使用，进一步提高扶贫
资金使用效益，制定《白玉县涉农资
金整合方案》，从明确工作目标、强
化监管力量、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三个
方面对扶贫资金进行监管。二是严格

执纪，健全监管长效机制。围绕全县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落实目标、
任务、资金、权责“四到县”制度，进
一步建立健全分工明确、权责匹配、
运行规范、管理到位的扶贫资金监管
机制，加大对扶贫资金使用情况的监
督检查力度，严肃财经纪律，对资金
使用过程中挤占挪用等违法违规违
纪行为一律从严处理，确保扶贫资金
安全规范使用。三是全面督查，确保
资金使用安全。紧盯扶贫领域资金使
用、项目建设和履职尽责等重点环节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组建由县纪委、
县委组织部、县委县政府目督办、县
财政局等部门组成的督查专班，开展
扶贫领域专项督查 3 次，涉及 81 个
贫困村、129 个扶贫项目和 6 类惠民
资金。对查出的问题进行现场指导整
改，并在县电视台、“清风白玉”微信
平台等平台进行曝光，达到了“查处
一个，教育一片”的效果，确保涉农
整合资金使用安全规范。

县政府办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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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四力”走基层

巴塘县中心绒乡安里顶村距县城
125公里，距中心绒乡人民政府6.5公
里，海拔3150米，耕地2194.798亩，全
村有37户183人，其中，贫困户9户42
人，距县城 129 公里，与云南、西藏接
壤，有“鸡鸣三省”之称。这里虫草资源
匮乏，种地“靠天吃饭”，全村年人均
纯收入不足千元，村级集体经济零收
入。“我们村地处高山，受道路制衡，村
民土特产运不出去，日子只能说是解
决了温饱。”安里顶村村委会主任安珠
回忆说，生活在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的
环境里，找不到致富产业，村民发展意
识不强，得过且过。

“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我经常
在村民大会上讲，我们不比远的地方，
就比县内发展势头好的村，为什么别
人会发展得那么好？为什么村民的收
入会一年比一年好？晒太阳、等救济，
永远也富不起来，幸福要靠自己奋
斗。”安珠说，他多次讲话动员，村民总
是嗤之以鼻，“就我们这样的条件，你
说得好听，那你先做给我们看看”。

动员一百遍，不如做成功一件事，
让村民看到致富的希望。安珠担任村
委会主任已有13年。“村主任是直接和
村民打交道的‘官’，既然村民选择了
我，我就有责任和义务帮助他们脱
贫。”安珠通过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和反
复论证，确立了主抓藏猪、藏鸡、中蜂

养殖的产业发展定位，通过几年的实
践，他把一个穷山村带成了致富新村。

“村民为什么对村委会信任度不
高？村干部靠什么在群众中树立威
信？”安珠说，农村要想富，关键靠党支
部。多年来，安珠在村两委的支持下，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村规民约和
议事规则，大力发展壮大党员队伍。同
时，自己首先做到查民情、听民声、解
民忧，帮助困难户解决生产生活难题，
做好意见户的思想工作，做到“困难不
上交、矛盾不出村”，把意见和纠纷解
决在萌芽状态，构建了一个生产发展、
生活宽裕、环境优美的和谐村。

“找准短平快的产业，让村民得到
实惠，村民才愿意按照村委会的发展
思路去干。”2016年，安珠依托产业扶
持金启动资金，在原有的养殖基础支
撑下，成立了德喜中蜂养殖专业合作
社和藏猪、藏鸡养殖合作社，带领贫困
户共同发展养殖业，并积极联系相关
部门争取技术指导，通过农户分散养
殖提出户户养5头猪、10只藏鸡、10桶
蜂蜜的保底要求。

“我们养殖搞了那么多年，哪家赚
到了钱？我们才不愿意把钱拿去打水
漂。就算养殖成功了，销售问题咋个解
决？”村民质疑安珠是异想天开。

算经济账、讲销售计划……几户
思想“超前”的农户加入合作社，2016

年底，集体经济账户上终于有了5万元
的收入。

“看来还真不能小瞧安珠，他的办
法多，果然见到了效益。”当初指责安
珠的村民，想加入合作社又碍于面子，
怕安珠不肯接纳。了解到村民的思想
动态后，安珠和颜悦色地说，只要愿意
加入合作社的，我们来者不拒。他又规
定户户养10头猪、20只藏鸡、30桶蜂
蜜，并争取技术支撑，保证产品质量。
订单不断的优质藏猪、成批订购的珍
贵藏鸡、销售不愁的甜润蜂蜜，让村民
们赚到了一大笔钱。2019年，全村集体
经济从2015年5万元增加到28万元。

为提升产品品质、拓宽销售渠道，安
珠建立了覆盖五个行政村的藏腊肉深加
工小作坊，进行藏腊肉加工包装，目前作
坊已建成，设施设备都已到位，待生猪出
栏。今年，安里顶村积极探索立体生态格
局和多元产业增收格局的发展思路，调
整产业结构，合理布局，配置蜜源植物，
在既不影响农业生产又能夯实区域生态
环境基础上，按照“宜花则花、宜草则草、
宜木则木、宜林则林”的原则，在田边地
角、荒山荒地和乡道沿线广种油菜、苜
蓿、酸石榴等蜜源植物，提出“小蜜蜂成
就大产业”的目标，筹备建立管理规范、
形成规模的中蜂养殖基地，目前已通过
集中布局、农户分散的模式在全村布下
200余个蜂桶待产蜜销售，预计出产蜂

蜜2000斤左右，年蜂蜜预计能实现销售
收入20万元左右。

在村风文明建设中，安里顶村在全
体村民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订了村民
道德守则，控辍保学、森林草原防火、文
明公约、卫生管理规定等村规民约，成
为村民日常行为规范，让群众自己教育
自己，约束自己。连续3年在全村组织
了以“卫生示范户”“四好示范户”等为
主题的评选活动，并通过群众大会、物
资奖励、张榜公布等方式进行表彰，发
动全体党员对“五保户”、残疾户进行

“一对一”结对帮扶。农闲季节组织乡村
文化活动，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我们村能够发展到今天，除了村
民自身的努力外，还凝聚着双流援藏
干部的一片苦心，在产业发展和市场
销售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
们不仅在双流区开辟了巴塘土特产专
柜，还通过单位或企业包销和电商平
台，让我们的产品不愁销路。”安珠深
情地说，援藏干部和我们是一家人，我
们能够脱贫，有援藏亲戚的一份功劳。

村子美了，产业强了，村民富了。安
珠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让村民富起来，
钱袋子鼓起来，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从
新农村建设到美丽乡村，再到乡村振兴，
内涵不断升级，脉络愈发清晰——乡村
发展，农民是受益者更是主力军；乡村振
兴，要激活内生动力和造血功能。

群雁高飞头雁领
记巴塘县安里顶村致富带头人安珠

巴塘县中心绒乡安里顶村是该县贫寒的高山村寨之一，面对增收难、行路难、运输难等严峻现实，安里
顶村村委会主任安珠以引导村民发展藏猪、藏鸡及中蜂特色养殖为抓手，发誓要将穷山村变成富裕村。经
过持续攻坚，村子实现了从里到外的大飞跃。2018年，村集体经济收入高达28万元，村民人均增收1530余
元，创下了村民收入三年增5倍的佳绩，成为全乡有名的富裕村、生态村，并先后获得巴塘县“产业示范村”、

“四好文明示范村”、“美丽幸福新村”等殊荣。

◎甘孜日报记者 马建华

精准扶贫进行时

好钢用在刀刃上 脱贫追求高质量
白玉县整合2.4亿涉农资金助推脱贫攻坚

甘孜日报讯 近日，笔者从新
龙县相关部门获悉，为全面落实州
委州政府各项改革任务，该县将加
速推进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农业
农村等重点领域改革。

完成党政机构改革和承担行
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任务，构建起
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机
构职能体系。扎实推进相对集中行
政许可权改革和综合行政执法体
制改革工作，加快实现“一枚印章管
审批”“一支队伍管执法”改革目标。

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放宽市场

准入条件，新增私营企业12户，注
册资金5329万元；新增个体户129
户，注册资金2727万元。全面落实
减税降费政策，减征额度达768万
元，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
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完成16个乡

（镇）、78个村土地确权颁证，颁证率达
99.9%。加快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试点，包装项目9个，交易节余指
标147亩。推进“互联网＋精准扶贫”
代理记账，切实规范乡村财务管理。

县融媒体中心

新龙县

改革按下“快进键”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泸定县
始终把电子商务与精准扶贫深度
融合作为脱贫奔小康的重要抓手，
充分发挥了电子商务助力脱贫奔
小康、推动农村经济新一轮发展的
带动和拉动作用，大力开展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全面加快
了全县电商精准扶贫的步伐。

聚焦品牌培育、产品标准化、生
产认证等战略，该县依托“公服中
心+物流中心+服务站点+贫困户”模
式，申请了“红城绿谷·泸定”区域公
共品牌、完成了“圣洁甘孜”区域品牌
管理系统建设、注册了“泸先生”“泸
小妹”“青养河谷”等三个扶贫产品
商标、建设了三个溯源基地，孵化培
育出“戴阿妈”“雪森美好”“贵琼刺
绣”等七个农特产品品牌；完成了泸
定山木耳、泸定花椒的“三品一标”申
报认证。同时还建设了羊肚菌、核桃、
木耳等五个本地优质农产品质量规
范化体系，有力推动了全县特色农
产品的自主品牌建设，不仅如此，该
县还依靠本地优质资源，转变传统
销售模式，通过线上线下等渠道，拓
宽了农特产品的市场销路。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支持

下，泸定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
入驻孵化企业甘孜州诗和远方农业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公司采用‘公
司+村集体+贫困户’的合作模式，积
极对接各大销售渠道，包括天猫、京
东、微店、社区电商、成都甘孜特产馆
等线上线下渠道，截止目前，共计销
售泸定黄果柑18000余斤、鲜羊肚
菌1000余斤、干羊肚菌500余斤、
泸定仙桃8.6万余斤，通过‘线上+线
下’销售模式，打开了泸定县农特产
品市场的新大门。”公司负责人说，公
司在泸定县7个乡镇13个贫困村、1
个非贫困村试种了金丝皇菊和高山
雪菊共200余亩，截止目前，金丝皇
菊已收购3万斤左右，预计全年总产
量将到达12万斤左右，预计每亩将
为贫困户增收7000-8000元，13个
贫困村的贫困户实现经济增收金额
达160万元。

目前，泸定县依靠电子商务，已
经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农村换貌、贫困摘帽，初步形成了
根植于农村电商和电商精准扶贫的

“泸定模式”和“泸定经验”，成为加快
推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县融媒体中心

泸定县

电商扶贫“闯新路”

甘孜日报讯 入冬以来，丹巴
县积极深挖旅游资源，推出满足游
客多样化需求的旅游产品，打造特
色旅游品牌，持续“催热”冬春旅游
市场，加快推动旅游产业发展。

丰富旅游活动。围绕“冬沐阳、
春赏花”，采取“1+4+N”方式，开展

“冬游甘孜热雪沸腾之踏春赏花季
浪漫休闲游”主体活动，配套“嘉绒
藏历年”“嘉绒美女秀”“上九节”、
甲居景区赛马等节庆活动，结合沐
阳、赏花、赛马、藏戏、美女秀、刷藏
房、非遗节目展演、锅庄表演、嘉绒
美食等互动参与性强的特色活动，
丰富今冬明春旅游文化内容。

强化宣传营销。借力对口支援
等平台，积极参与省、州旅游营销活
动，造势冬春旅游市场；与重点客源
地旅行社签订“送客入丹”协议，建

立差别化、阶梯式招览补贴机制，提
高旅行社组团游丹的积极性；充分
利用微博、微信、微电影等媒体进行
营销，与电商平台开展合作，形成线
上线下结合的营销格局。

出台优惠政策。冬春淡季期间，
全县品牌酒店、精品酒店、星级民俗
住宿费5折优惠；景区门票实行实
行8折优惠、观光车票实行半价优
惠；通过新浪、抖音正面宣传丹巴旅
游，分享、粉丝量达较高的实行免票
或送票；旅行社按发团人数比例给
予一次性门票奖励；对口支援地户
籍客源享受门票减免等一系列优惠
措施,进一步催热冬春季旅游市场。

截至目前，该县共接待游客
273.8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3.7985亿元，门票收入659万元。

县融媒体中心

丹巴县

冬春旅游“大升温”

经 济 随 笔

◎田耿文

截至目前，脱贫攻坚战已进入
攻城拔寨、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
要攻克深度贫困难题，实现稳定脱
贫，巩固已有的脱贫攻坚成果，必
须持续聚焦和高度重视产业扶贫，
在贫困地区培育和壮大可持续发
展的特色产业，并以此为基础发展
产业链经济，优化商业大环境。

首先，因地制宜将特色资源打
造成特色产业，推动形成特色品牌，
将“特色”转变为市场优势、经济优
势。比如，通过打造“一村一品”“一
县一业”，将特色种养业、农产品加
工流通业、消费型商业、文化型旅游
业等依托乡村资源衍生的新业态形
成一个大产业链，促使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进而打响区域品牌知名
度。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通过发展订
单生产、生产托管、土地流转、资产
租赁及就业务工等方式，带动贫困
户发展特色产业，实现脱贫增收。

其次，借助东西部协作和对口
支援，深入实施产销对接行动，不
断探索和创新农产品产销对接形
式。通过产销对接，帮助贫困地区

“小而美”“小而特”的绿色优质农
产品走出大山、走进都市。比如，将

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与
区域性重点展会、农民丰收节紧密
结合等，强化农业品牌文化培育，
帮扶贫困地区品牌建设，推进农产
品电商发展，不断提升产销对接的
广度和深度等。

同时，发挥好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的带头引领作用。结合产地初
加工、产业强镇等项目，重点扶持
和培育一二三产业各个环节上的
扶贫龙头企业，并促成企业之间、
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企业与农户
之间的协同合作，将之打造成脱贫
攻坚、县域经济发展乃至乡村振兴
等一系列战略的“主攻手”。

发展特色产业并壮大全产业
链，还需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
度，推动贫困地区将专项扶贫资
金、涉农整合资金和东西协作资
金、信贷资金等重点用于产业发
展，提高扶贫特色产业的保险保障
能力，解决贫困户发展生产缺少启
动资金的问题，提升贫困户的内生
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促进贫困地
区特色产业发展，推进贫困地区金
融服务体系建设和金融环境改善，
强化对产业技术专家组的工作指
导，加强产业指导员队伍建设，强
化科技和人才培养等。

发挥特色产业
助力扶贫作用

藏菊产业园迎来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