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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
州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

夯实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基础

奋力建设美丽生态和谐小康甘孜

2015 年以前，康定市孔玉乡
色龙村以种植玉米、土豆、黄豆等
传统农作物为主，自产自食。为改
变单一落后的产业形式，全力打造
规模化特色产业，2015年，陈永强
和村“两委”一班人，结合实际，抓
住特色产业资源，积极争取上级部
门优惠政策、技术帮扶、资金扶持，
成立种植专业合作社，以“合作社+
农户”的方式，带领村民积极投身
经济建设。截至2018年，全村种植
规模达 120 亩，其中羊肚菌 100
亩、重楼20亩。村民们通过在合作
社务工，享受土地流转资金、分红
等方式实现稳定增收，平均每人每
年增收约3000元。

如何带动村民稳定增收致富？
就在村“两委”正为如何调整产业
发愁时，甘孜州响应中央号召，启
动实施大渡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
区建设。想到色龙村地处大渡河沿
岸，位于 S211 沿线，身处康定、紧
邻丹巴，村内环境优美、景色宜人、
气候舒适，藏文化浓郁，建筑特色
鲜明，加之，甘孜州正争创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为色龙旅游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以陈
永强为核心的村“两委”抓住机遇，
主动争取，色龙村成了大渡河流域
乡村振兴示范点。

项目争取下来了，如何设计、
如何打造、如何发展？一大堆问题
接踵而来。为解决困惑，陈永强率

村“两委”学习其他地区先进经
验，向专业人士请教，常与上级沟
通交流。最终，初步确定了“农文
旅”融合发展的理念，项目也正式
步入施工期。

在建设初期，因请来的设计师
接手项目众多，精力不足，整体规
划渐渐偏离了原来的打造理念，也
不符合村内实际，项目不得不暂停
施工。陈永强开始寻找新的设计
者，经他人推荐，他请来甘孜本土
设计师，并与其彻夜长谈，明确定
位，重新制定了规划，将建筑风格
融入自然，把文化注入一景一物。
工程建设渐渐步入正轨，发展方向
逐渐清晰，乡村新貌逐渐成形，在
他的鼓动和号召下，原先搬离该村
的 5 户村民也回村修建房屋，3 名
大学生主动返乡投身旅游发展。

通过民宿改造，色龙村开展了
独栋酒店、游客集散中心、民俗馆、
步游道、柏油路、隧道亮化等一大批
工程建设，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变，成
为让人羡慕的乡村振兴示范点。

未来如何经营成为新难题，面
对各类技术人才缺乏的实际，色龙
村“两委”组织村民参加乡村振兴
培训，希望未来由本村村民完成管
理经营，实现既留得住乡愁，又看
得见收益。

2019年5月1日，色龙世外桃
源景点正式营业，目前正处于试营
期。“五一”期间，共接待游客约

1200 余人次，留宿旅客 110 余人
次 ，收 入 38029 元 ，其 中 餐 饮
27829 元，民居接待 10200 元，挣
得旅游收入第一桶金，更加坚定了
村民们靠产业致富的信心。

作为州人大代表，陈永强注重
收集群众诉求，积极建言，提出意
见建议，并以示范带动全村村民投
身经济建设，在全村、全乡乃至全
市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在全市脱贫
攻坚工作中，他以身作则，先后为
孔玉乡贫困户高启珍、陈松柏捐资
6000元，用于补贴产业发展；为孔
玉乡寸达村贫困户黄拥捐资 1 万
元，用于补贴家用；为三合乡二郎
村捐资 10 万元，解决约 400 人安
全饮水困难；为捧塔乡三家寨捐资
20万元，用于村硬化路建设。

在陈永强的带领下，色龙村
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基础设
施、产业、村风民俗等发生了巨大
变化，先后被评为州级“先进党组
织”“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省
级“民族团结示范村”、市级“文
明村”，州级“文明村镇”、省级

“四好村”。他本人也在 2008 年、
2011 年、2012 年分别被评为康定
县优秀村主任，2014 年被评为康
定“11·22”地震全州抗震救灾先
进 个 人 ，2015 年 被 评 为“ 省 劳
模”，2016 年被评为“四川省十大
兴村带头人”和“甘孜州优秀村委
会主任”。

让群众共享
乡村振兴发展成果
记州人大代表、康定市孔玉乡色龙村

党支部书记陈永强
◎州人大办

2020年州”两
会“召开在即，为反
映广大百姓心声和
社情民意，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们立
足本职、履职尽责，
为我州经济社会发
展、改善民生等建
言献策。为展示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
风采，本报推进《喜
迎州”两会“——代
表委员风采》栏目。

甘孜日报讯 时下，正值冬闲期
间，笔得来到甘孜县斯俄乡日安村
文化室，宽敞明亮的阅览室里，墙壁
上整齐地挂着《农家书屋管理规定》

《出版物借阅制度》《管理员岗位职
责》等标识标牌，几十平米的书屋里
聚集了不少村民，他们有的正在阅
读种植养殖书籍，有的则聚在一起
讨论着书中的内容，交流着各自的
经验，书屋里洋溢着浓厚的学习氛
围。图书管理员宾巴笑着说，自从村
里有了农家书屋后，前来借阅的人
是越来越多了。日安村是甘孜县
220个农家书屋的一个缩影，如今，
农家书屋在该县已成为农牧民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读书热在甘
孜县乡村已经蔚然成风。

据甘孜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甘孜县把农家书屋工
程建设纳入重点工作，先后投入资金
580余万元，在全县219个行政村和
1个社区建成农家书屋220个，配置
图书37万本（册），惠及农牧民群众
4.2余万人，农家书屋在全县范围内
已实现全覆盖，从而解决了群众“买
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等问题。

据悉，甘孜县始终把农家书屋
建设作为全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
重要工作来抓，为确保农家书屋规
范有序运行，该县采取层级动态管

理制度，明确乡村两级文化干部责
任，根据各自分工，履行不同职责，
逐级解决书屋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保
护、更新、投入等问题；针对部分农
家书屋存在的图书编目、编码不清、
制度执行不到位，书屋管理人员缺
乏系统专业知识等问题，举办了“村
级农家书屋管理人员培训班”，邀请
专业人员对图书分类等相关内容进
行授课，提高管理人员业务知识和
管理能力，使书屋管理趋于专业化、
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发展，确保
正常运转。

“农家书屋建在村民身边，村民
利用农闲时间，到农家书屋查找资
料、看书、学习，充实了村民们的闲暇
时间，丰富了村民们的文化生活，并
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村民们的生活观
念。村里农闲之余玩麻将、打扑克的
人少了，到农家书屋交流沟通的人多
了，村民越来越和睦，村里的风气越
来越好。农家书屋正在成为村民们工
作、学习、劳作之余的‘充电站’和精神
家园。”斯俄乡党委书记高茂强说。

如今，在甘孜县的农村牧区，农
家书屋正润物无声般的滋润着一方
渴望知识的人们，并不断成为他们
学科学、用科学、闯市场、快致富的

“加油站”。
县融媒体中心 李珍兰 文/图

农家书屋成为
甘孜县群众的“精神家园”

甘孜日报讯 为丰富景区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2019 年 12 月 26 日
至27日，由海螺沟景区管理局宣传
文化科牵头，联合社会事业科、农业
农村科、林业保护站、公安（交警）、
消防、磨西法庭等相关单位和部门，
在磨西镇、燕子沟镇举办了“送文
化、送科技、送卫生、送法律、送安全
知识、送惠民政策”六下乡活动。

活动现场，设置了资料发放点，

群众可以领取感兴趣的宣传资料；在
义诊服务点，群众秩序井然，排队等
候磨西镇、燕子沟镇卫生院医护人员
为他们提供免费的血压测量、血糖测
试、常规体检等医疗服务。此外，工作
人员还在现场为大家宣讲了法律法
规、艾滋病防治、消防交通安全、车管
业务办理等知识，期间还穿插了云中
贡嘎歌舞团的歌舞表演。

海管局融媒体中心 邓璐

海螺沟景区管理局
“六下乡”活动受欢迎

村民在农家书屋看书。

去年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理塘县在全县30座寺庙实施了“水、
电、路、通讯网络、广播电视”五通工程。目前，已有26座寺庙实现“五通”，极
大地方便了僧侣的生活。图为2019年12月30日，僧侣达瓦在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忙着上网学发视频。 县融媒体中心 叶强平 曲扎 摄影报道

（上接第一版）
会议强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加强顶层设
计和统筹协调，突出中心城市带动作
用，强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牢固树立一
体化发展理念，做到统一谋划、一体部
署、相互协作、共同实施，唱好“双城
记”。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增强协同创新发
展能力，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推进体制创新，强化公共服
务共建共享。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
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列席会议。

据新华社

（紧接第一版）常态化做好“以案促
改”工作，以钉钉子精神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坚决让不想
为、不敢为、不愿为的慵懒散干部

“丢帽子”，让不履责、不尽责、不负
责的无能无德干部“腾位子”，让搞
变通、打折扣的违法违纪干部“挨板
子”。认真规范痕迹管理，从效果导
向、从实际成果、从群众反映抓督查
检查，大幅精简督查检查事项，切实
为基层减负。要坚定不移推进反腐

败斗争，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
倒性胜利。

全州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
积极行动起来，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作为终身课题，推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心里
走、往深里悟、往实里做，切实提高
各级党组织把方向、谋大局、定政
策、促改革、抓发展、保稳定的能力，
为实现长治久安、建设美丽生态和
谐小康甘孜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从严治党夯实长治久安的组织保障

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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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理论学习
坚定正确政治方向

土登郎卡始终把学习作为提
高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他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不断用党的理论知识武装头
脑，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素
质和政策理论水平，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
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
省、州、县、委保持高度一致。他带
头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州、县委关
于维护藏区稳定的各项部署，并
要求全体政协委员自觉维护祖国
统一，维护民族团结，旗帜鲜明地
同一切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
作斗争。

密切联系群众
扎实开展脱贫攻坚

土登郎卡坚持在工作中扑下
身子、真抓实干，以说实话、鼓实
劲、干实事、求实效的工作作风，
积极关注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
题，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努力做好
理顺关系、化解矛盾、凝聚人心的
工作。

为开展好脱贫攻坚工作，土
登郎卡多次深入到包点联系乡镇
中咱镇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慰问
困难群众和僧尼。在深入了解基
本情况的基础上，按户针对性地
拟定帮扶计划，坚持把结对认亲
户、贫困户当做家人、亲戚，走亲
串户拉家常，在重大节日、维稳敏
感期、虫草采挖季节深入一线，组
派工作组背包进村，与群众同吃、
同住、同劳动，力所能及解民忧、
济民困。为贫困户解决水泥等物
资，捐赠电视机、洗衣机、电冰柜
等家用电器。同时，开展帮扶“回
头看”“回头帮”工作，经常开展走
访慰问，强化富民惠民、脱贫攻坚

政策宣传，引导群众摒弃陈规陋
习等。2016 年至今，共走访慰问
贫困群众 500 余户（次），个人自
掏腰包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 2 万
余元。

推进产业发展
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中咱镇波浪村地处边远，因
交通通信落后导致发展滞后，村
集体经济十分薄弱，是中咱镇贫
困村之一。土登郎卡作为中咱镇
的包乡领导，通过深入调研、进村
入户了解情况，结合气候条件，针
对性地提出了发展毛桃种植、打
造毛桃基地、走“产村相融、农旅
结合”的产业发展新路，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地
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这一提议
获得了群众的广泛赞同。一年时
间里，土登郎卡带领相关部门，开
展市场调研、招商引资、争取项目
资金，轰轰烈烈地开启了中咱毛
桃基地建设。

在建设中，他带领一班人，不
辞辛劳、爬山涉水，走遍了毛桃基
地的每一寸土地，整合 2500 亩荒
山荒坡，科学种植毛桃11.2万株，
梯田式成片建设毛桃基地 2300
亩，林下种草 2300 亩；完善配套
了太阳能光伏灌溉体系，建设太
阳能光伏提灌站3座；修建毛桃基
地环线公路 14.553 公里，与 G215
线相连；同时按照农旅结合的思
路，配套实施了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截止目前，已完成投资共计
5000 余万元。通过打造毛桃基
地，把昔日杂草丛生的荒山荒坡
建成了风景别致，与中咱镇波浪
村、任免村、仁德村民居建筑交相
辉映的景点。每当毛桃花开季节，
粉色、白色的桃花姹紫嫣红，在绿
草绿树的映衬下，掩映着藏家小
院、村落、小桥流水，一幅生态、美
丽、幸福的新村画面展现在眼前，
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客人。

针对漫山遍野的毛桃即将挂
果的现实，土登郎卡再次踏上毛桃
桃胡、桃仁促销之路，先后与云南
绿生药业有限公司、云南中药材
批发市场等商家联系，掌握了市
场需求和销路，并初步达成了供
销意向，解决了桃胡、桃仁的销售
渠道。毛桃产业发展将惠及中咱
镇 3 个村 243 户 1364 人，群众的
致富之路将越走越宽。

认真履职实干
推动工作取得实效

在日常工作中，土登郎卡坚
持抓重点难点、抓大事要事，为巴
塘的发展、民生和稳定寻找最大
公约数。

他组织开展“脱贫攻坚产业发
展”调研、“十免四补助”调研、“省
道459线”视察、“中咱毛桃基地建
设”视察，形成了相应的调研视察
报告并报县委、县政府，提出针对
性的对策建议 50 余条，突出了政
协调研视察的针对性、时效性，为
县委、县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了有
力依据和支撑，做到了政协“参政
不行政”“帮忙不添乱”。他始终贯
彻落实中央、省、州、县委《关于进
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政协工作
的意见》，有效发挥提案的民主监
督作用，抓好提案征集、审查、立
案、督办、反馈、评议等每个环节，
完善工作机制，优化办理效果。通
过公开征集提案线索、编发提案参
考题目、严把审查立案关等方式，
切实提高提案质量。在全县广大干
部群众反映较大的清理整治违章
建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问题
上，及时组织政协委员深入开展相
关工作调研，全程参与县委、县政
府相关依法整治行动，并适时在县
电视台等媒体表明态度，发表倡
导，强化正面舆论引导，全力支持
县委、县政府依法行政，为促进全
县各项社会事业良好有序发展献
计出力。

凝心聚力促发展
不忘初心担使命

记州政协委员、巴塘县政协主席土登郎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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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永 强 ，藏
族，中 共 党 员 ，
现 任 康 定 市 孔
玉 乡 色 龙 村 支
部书记，2016 年
当 选 州 十 二 届
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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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翰 悦登

土登郎卡，
州政协委员，十
二届巴塘县政协
主席。他组织带
领巴塘县政协和
全体政协委员，
牢牢把握团结和
民主两大主题，
忠实履行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参
政 议 政 三 大 职
能，紧紧围绕巴
塘县委、县政府
中心工作，认真
落实州政协历次
全会和常委会精
神，深入调研、广
泛协商、积极建
言，为促进巴塘
发展建设贡献了
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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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孜 发 布

康 巴 传 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