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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奋斗者 法治追梦人

甘孜日报讯 12 月 4 日，
省司法厅、省农业农村厅等单
位的干部职工，陆续收到自己

“以购代捐”的高原绿色土豆，
这些土豆，来自 1000 公里外
的对口帮扶地新龙县。

同一时间，在这些土豆的
产地之一的麻日乡，村民们正
忙着将土豆装车。这些土豆，除
了发往成都，还有乐山、绵阳等
地。麻日乡下衣村村民四龙翁
加拉着司法厅扶贫干部唐怀都
的手，激动地说：“卡卓洛嗲（藏
语，感谢），感谢共产党，感谢司
法厅，谢谢你们的真情帮扶，以
后，我们一定会用自己勤劳的
双手，创造更好的生活！”

2019 年是新龙县奋力实
现脱贫攻坚“县摘帽”的验收
年，为进一步提升脱贫攻坚质
量，新龙县加大种子、网围栏
和种植技术的支持力度，积极
引导具备条件的贫困村群众，

因地制宜发展高原土豆种植
业，并实现了丰收。

因新龙县地理位置偏远、
交通不便、电商发展滞后等因
素，土豆丰收后销售出现困
难。为解决土豆销售难的问
题，促进群众增收、提高群众
种植积极性，省司法厅作为定
点帮扶新龙县的省直部门牵
头单位，积极发动和组织定点
帮扶单位省农业农村厅、招商
银行成都分行、移动四川分公
司等单位，以及四川司法行政
系统下属单位的干部职工，采
取“以购代捐”的方式，积极购
买新龙县高原绿色土豆。

截至12月4日，本次省直
定点帮扶单位“以购代捐”活
动已购买新龙县 13 个行政村
近 800 户村民的 40 万斤高原
土豆，为当地村民实现增收
80.7万元。

文鑫 记者 游飞 文/图

甘孜日报讯“金秋助学
5000 元犹如‘及时雨’，解了
全家的燃眉之急，圆了我的大
学梦。”“感恩党委政府和社
会各界的爱心，没有您们当时
施以援手，就没有如今不忘回
馈社会的我们。”……12 月 6
日，由州总工会主办的“喜波
勒雄·青春圆梦”甘孜州2019
年爱心助学资金现场发放仪
式在四川民族学院举行，3 名
应、往届受助学生代表纷纷上
台发言，表达一腔感激之情。

发放仪式上，“爱心助学
行动”向包括 18 名四川民族
学院学生在内的全州共计327
名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符合审
核 条 件 的 学 子 ，每 人 资 助
5000 元，总金额达 163.5 万
元。活动还现场通报了“甘孜
州爱心助学行动基金”近年来
的使用情况及资助学生情况。

据了解，该行动在 2013

年实施之初，便得到了州内、
外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和社会
各界踊跃捐款，累计募集爱心
助学资金 1000 余万元。2014
年，首次发放了“爱心助学行
动”善款233万元资助了全州
第一批贫困学生466名，此后
5年未曾间断。据统计，该行动
实施至今，共资助贫困学生
2563 名，发放“爱心助学行
动”金额达 1143.7 万元，募集
基金现已全部使用完毕。

“‘秋送助学’是工会组
织的四大品牌活动之一，也是
一项凝聚社会爱心、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的民心工程。工会将
继续发挥组织平台和联络优
势，建立健全助学扶贫的长效
机制，帮助更多的贫困学子顺
利完成学业。”州总工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主席丹珍志玛勉
励受助学生时表示。

记者 李娅妮

甘孜日报讯 近日，经过
半个多月的调试，色达县集中
供暖第二期工程在县妇计中
心试运行。

笔者一走进县妇计中心，
就明显感觉到了室内外巨大
的温差。在妇计中心办公室，
怒放的花朵鲜艳亮丽，给人春
天的温暖；在手术室，笔者看
到，供暖器显示室内温度为26
度。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人
体感知最舒适的温度。

妇计中心副主任吴应敏
告诉笔者：“以前冬季没有供
暖系统，严寒的天气容易对产

妇造成不利影响；自从今年有
了供暖系统，产妇在产房里能
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更利于
产妇顺利生产。”

据悉，该县是全州首个试
运行集中供暖系统的高寒六
类地区，将在试运行的基础
上，在全县各机关单位推行集
中供暖。计划集中供暖面积约
11.5万平方米，采取分片区集
中供暖的方式，配备热源厂 1
座，采用4台1.8MW电阻热水
锅炉，总供热能力7.2MW。

县融媒体中心 尼公
多吉泽绒

甘孜日报讯 自 第 二 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丹巴县行政审批
局把“最多跑一次”重点领域
改革方面问题整治作为检验
主题教育成效的标准，按照

“一窗综合受理、内部流转审
批、一个窗口出件”要求，着力
提升企业和群众便捷办事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

截至目前，办结审批服务
事 项 44308 件 ，限 时 办 结

“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业务工
单 79 件，解答群众咨询 1200
余人次；同步组织政务服务人
员开展专题思想教育 6 场次，
培训219人次，征求意见20余

条；窗口工作人员到岗履职巡
查 23 次，约谈 1 人；县级 431
项审批服务事项授权县政务
服务中心大厅集中办理，21个
行政许可部门和255项审批事
项统一进入一体化平台办理，
审批服务承诺办理时限比法
定时限平均减少50%。

紧盯群众身边的“实事”
和“要事”，创新服务举措，通
过设开通自助办税设备、政
务快递免费送达、综合资讯
服务台、现场办事引导及代
办等各项便民服务，逐步实
现政务服务精准化、便捷化
和移动化。

杨繁勇 记者 李娅妮

以购代捐献爱心
省直部门助新龙村民增收80.7万元

喜波勒雄 青春圆梦
全州327名学子获爱心助学金

色达县集中供暖试运行

丹巴县政务改革便民利民

“我们的房子是大天窗、全空调。”这
是上格西村人以往对破败房屋的自嘲。
据统计，该村有危房10户、游牧户5户、
无房户1户亟待搬迁、重建或者新建。

“住进新房子是16户群众的期盼。”
刘霞深入了解各户情况，收集搬迁意见，
针对各户不同情况，拟定异地搬迁计划，
推动藏区新居建设项目在村里落地。2
年间，刘霞风餐露宿、奔波走访，终于看
到16户村民走进了靓丽的新居。

“以往放牧，家就是一个破帐篷。牛
放到哪儿，家就搬到哪儿。春夏季还好，
一到秋冬季，风从帐篷的破洞刮进来，比
刀子割肉还痛。”说起以往的苦，游牧户
泽它感恩今天的甜，“现在搬进了新房，
再也不怕刮风下雨下雪了，而且刘霞帮
助解决了残疾儿女的读书问题，我在家
门口务工挣了更多的钱，一家人过上了
舒舒心心的日子。”

国富千山秀，家美万事兴。刘霞要为下
格西村建立一个安居乐业的“美丽幸福
家”。按照新村建设“六改三建”的基本要
求，全村进行系列改造：380平方米的党政
综合体建起来了，43户房屋变靓变美，修筑
村级联户入户路2公里，新建饮水安全慢滤
池，改善电网4.8公里、更换老旧变压器，建
立了可覆盖全村的网络通讯……这一切极
大地改善了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村容村貌在变，村民的精神面貌也
在变。刘霞利用农牧民夜校开展法治讲
堂，将自己在法院掌握的法律知识“倾囊
相授”，为上格西村营造了浓厚的尊法学
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一个村团结一心、积极致富，脱贫就
只在朝夕间；一个家振奋精神勤劳致富，
脱贫就不是奢望。在刘霞的努力下，
2015年，上格西村实现脱贫人口3户16
人；2017 年 9 月，上格西村实现脱贫人
口 20 户 120 人，产业脱贫 23 户 51 人；
2018 年上格西村创“四好村”工作全面
铺开，原本落后的山村变成了村民和乐
融融、村容整洁干净的幸福新村。2018
年“回头看”工作中，全村23户贫困户中
无一户出现返贫情况。

刘霞一腔为民服务的赤诚真心，村
民们看在眼里，感动在心头。一说起刘
霞，村民们都不再叫她“刘书记”，他们都
会说：“咱们的‘牛书记’，那是真的‘牛’！”

村里来了“牛书记”
记理塘县上格西村第一书记刘霞

12月9日，理塘县木拉乡上格
西村蔬菜大棚，村民巴桑和泽巴一
边采摘新鲜蔬菜，一边聊天。“没想
到我们海拔这么高的地方也能吃上
自己种的蔬菜。”“有了这蔬菜大棚，
既解决了家里吃菜，剩余的还可卖
钱，安逸。这还多亏得刘书记哟。”

他们口中的刘书记是理塘县人
民法院法警大队教导员、上格西村
第一书记刘霞。

自2015年8月以来，刘霞勠力
脱贫攻坚，美村容、兴产业、惠民生，
让村民脱贫致富，过上了幸福生活。

上格西村村民说：“我们村子变
了样，只因来了‘牛书记’。”

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刘霞却迎难而上，
主动请缨。初到上格西村，艰难局面让刘霞
感到吃惊：房子破破烂烂，村里牛粪遍地；经
常停电，吃的是河水；地里就种点青稞土豆，
收入单一……经了解，全村 43 户 232 人，基
本靠天吃饭。她暗下决心，不管有多难，都要
让这村子变样子。

一个机关干部想当好贫困村“第一书
记”，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村情。刘霞立刻行
动起来，白天深入田间地头，帮群众收割庄
稼；夜晚拿着手电到村民家串户拉家常。通
过1个月的走访，她成为上格西村43户村民
的“家里人”。哪家有多少头牦牛、哪家有多
少亩土地、哪家急需解决哪些困难，她心中
都有本帐。

脱贫攻坚不只是说几句暖心话就了事，
更得办暖心事；不只是心中有本账，更要手
中的对策落地见效。

“要不是刘霞姐，我就是家里的累赘
……”贫困村民尼玛感激地说。尼玛曾是一
名精神病患者，生活无法自理，还影响了其
他村民的正常生活，把他的父亲折腾得够
呛。刘霞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多方筹措资金，
两次送尼玛到专业医院进行医治。康复后的
尼玛除了生活能自理外，也慢慢开始与人和
善交流。尼玛的心中有了人生的美好憧憬，
这个家庭也看到了幸福的曙光。

“脱贫路上绝不留下一村一户，贫困党
员崩呷常年瘫痪在床，生活困难，他该如何
脱贫？”刘霞心中一直在苦苦思索。刘霞细细
研究了“五个一”等帮扶政策后拿定了主意：
她组织村支部力量，把该户纳入了上格西村
贫困党员示范工程，努力为崩呷的家里争取
到了两万元的帮扶资金，帮助崩呷家庭建起
了富民小卖部。看到躺在床上的崩呷笑了，
刘霞也如释重负地笑了。

刘霞办的几件“牛事”在村里引起了轰
动，大家都说：“原来以为这女娃子只是来

‘走过场’，现在看来是个真心为我们老百姓
干实事的。”“我们一定在她的带领下好好
干，争取早日脱贫。”

“高天上流云，落地化甘霖；催开花儿千
万朵，人间处处春。”刘霞就像歌中唱的那
样，让“美好向往”在群众心中开了花。以往，
村里开村民大会只有稀稀拉拉10多人参加；
现在开村民大会，全村43户全部到齐。群众
的心已与刘霞的心深深融在了一起，大家卯
足劲向着脱贫致富的美好生活迈进。

“辛辛苦苦干一年，一年刨不出
几个钱。”这是以往上格西村人一年
收入的真实写照；如今，上格西村人
收入是“户户有产业，家家能挣钱”。
变化如此大，刘霞功不可没。

刘霞深知产业是脱贫的支撑，
只有兜里有钱，心里才不慌，脸上才
有笑容。刘霞与村两委在理清思路
后，决定先让村里有文化的年轻人
去就近的甲洼等地观摩，实地考察
养殖藏猪的产业价值，从思想上打
破制约发展的陈旧生产观念，为脱
贫奔康寻求路径。而后，她召开村民
大会，制定村规民约，集全民之智建
起专业合作社，把藏香猪养殖、农产
品加工、新型农业种植基地等产业
发展规划提上了村里的议事日程。

谋定而后动，在新的生产理念
的带动下，上格西村的产业如雨后
春笋般发展起来——2016 年，各
户建设了近 60 平方米的蔬菜大
棚，解决过去村民饮食结构单一、
冬季吃菜难的问题，家家户户不但
四季能吃到蔬菜还能卖钱，真正做
到了减支增收的目的；2017 年，
建成占地 600 余平方米藏香猪的
养殖场，每年可出栏 90 余头藏香
猪；在州中级人民法院的资助下，

创办了年产值可达 2 万元的上格
西村芫根、青稞、松茸等农副产品
加工点；通过招商引资，兴建年产
值达 30 余万元的下木拉乡康细酒
厂；新建母牛养殖基地，发展母牛
养殖户 38 户，现存栏母牛 21 头；
发动 30 余名贫困户，建立了下木
拉乡占地 600 余平方米的香菇种
植基地和上格西村占地 80 余亩的
连片联户优质青稞、马铃薯、芫根
种植基地等产业项目……

牵住产业发展这个“牛鼻子”，
曾经一穷二白的上格西村变得欣欣
向荣。“以往，我种土豆、青稞，一年
能整个‘肚儿圆’就不错了，从没想
过包里能揣上个大票子。”村民降央
克珠去年养殖藏香猪，年收入1.2万
元，像降央克珠这样的村民在上格
西村比比皆是。村民收入增加，村集
体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2018
年，上格西村村民年收入达6000余
元，是2015年的2倍；2015年，上格
西村集体经济为零，现在村集体资
产已达112万元。

产业发展让上格西村民有了
“财气”，“财气”生“底气”，“底气”长
“志气”，大家豪情满怀地走在脱贫
奔康道路上。

以心换心赢信任 美好家园谋幸福

路上的电光

闪耀在扶贫

甘孜州精准扶贫纪实

来自脱贫奔康一线的报告

州委宣传部
州文联

甘孜日报社
州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办

报告文学连载

◎胡庆和

◎徐继珂 徐珑溧 文/图

(上接12月3日第五版)
刀吉算了一笔账：从前没有冻库，松

茸从农牧民手里收过来就必须马上通过
烘干和烤制的方式脱水保存，耗时耗力。
原来用发电机给冻库供电，先发电4个小
时，温度降下去了就停止，休息两个小时
再发一个小时，就这样省着用，平均每天
油钱都要好几百元，高昂的成本让经营
十分困难。

如今有了冻库，两年时间刀吉的生
意额翻了一番，他又算了一笔账：“以前
一年我最多能收六七吨松茸，但是去年
我收了20多吨。”

这就是说，一年，一个人，增加了松
茸收购量十多吨。10多吨，这是一个枯燥
的数据，这个数据放在全国来说，它根本
不起眼，可是对于波密乡来说，它的后面
是一个沉甸甸的果实。对于熟悉波密、理
解波密的电力人来说，这个数据是那样
让人欣慰。透过这个数据，电力人仿佛看
到在那个数据背后，是一群群藏族百姓，
有老态龙钟的老人，有玩皮的孩子，有健
壮的康巴汉子，有美丽的康巴姑娘，他们
披着雨具，提着袋子，背着背篼，爬山、穿
林，在山坡，在林下，捡拾一朵朵飘着清

香的松茸；他们来不及吃饭，来不及喘口
气，忍着饥饿，急忙下山，把那些松茸送
到山下的市场交易。收购松茸的老板多，
收购量大，那些新鲜的松茸则可以卖到
一个好价钱，要是收购量小，他们捡拾来
的鲜松茸只得廉价售卖，甚至因卖不出
去而烂掉。因为有了电，有了冻库，刀杰
一年就会多收松茸十多吨，其价值高达
六位数。这对于靠山吃山的波密人来说，
那将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刀杰对于电力人的感谢之言其实也
代表了那些每年上山捡拾松茸的贫困户
的心声。

三、电暖草原
“一个省的面积，一个县的人口，一

个乡的财政收入。”这是当地人对甘孜州
的描述。好长一段时间，甘孜州18个县分
属于17个地方孤网，夏季有电送不出，冬
天缺电进不来。冬季枯水期，停电是家常
便饭，不少人甚至从未坐在自家的电视
前看过一次春节联欢晚会。在无电地区
电力工程建设前，甘孜州还有20多万农
牧民过着“点酥油灯照明、烧牛粪取暖”
的极不卫生的生活，许多地区冬季缺电
问题严重，无电民众迫切希望用上清洁

稳定电源。
因为没有电，他们的黑夜也显得特

别漫长，冬天的寒冷更是让他们度日如
年。每年10月至次年5月，基本上都是冬
天，冰天雪地的日子，每年都有牦牛被冻
死，孩子做作业也只有点酥油灯。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脱不脱贫，电力要先行。
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工作

思路，国网甘孜州电力公司精心谋划，狠
抓落实，积极推进农网建设，扎实开展行
业扶贫和定点扶贫，取得了明显成效。

山高挡不住电力员工运杆塔的脚
步，路险挡不住电力员工立塔架线的斗
志，“嘿呦，嘿呦”的号子声，在崇山峻岭
中回荡，一座座杆塔在耸立，一条条银线
在延伸。

“草原的风，草原的云，草原的羊
群……”优美的歌声飘荡在甘孜达通
玛草原。

人们喜爱草原，因它美丽、悠远、灿
烂。但是它的另一面是荒寂，人们在感叹
它的神奇时，也在埋怨它因为偏远而阻
隔了文明气息。

(未完待续)

刘霞在大棚内了解蔬菜长势。

刘霞走访关心贫困户。

村民们正忙着将土豆装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