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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管行业必须管行风纪检监察机关履行“监督的再监督”

我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
突出问题开展系统治理

中共甘孜州委机关报 甘孜日报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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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讯“从今年 5 月开
始，利用半年左右时间，在发改、
住建、卫健、人防等 4 个重点行
业领域集中开展突出问题系统
治理工作。”记者近日从省纪委

监委获悉，省纪委监委印发《关
于开展重点行业领域突出问题
系统治理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推动相关系统进一步转变政风
行风，提高履职效能，持续涵养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更好服务
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发展。

一段时期以来，在一些重点
行业领域，特别是管资金、管项
目、管审批、（紧转第四版）

甘孜日报讯 日前，记者从我州
2020 年度扶贫开发暨党风廉政建
设会上获悉，在过去一年，我州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用实际行动书写了扶
贫开发机构新生运转的首部“荣誉
榜”，用辛勤汗水刷新了扶贫移民史
上的最炫“记录薄”，扶贫开发工作
呈现“五个直上”，为全年扶贫开发
工作交上了满意答卷。

脱贫攻坚实现“青云直上”。扛
牢政治之责，攻坚意识全面提升，
确保了全州脱贫攻坚始终沿着正
确方向前进；记牢使命之责，责任
体系全面优化，脱贫攻坚的体系更
加完善；把牢增收之责，愁吃愁穿
全面解决，贫困群众人均纯收入得
到增长；抓牢惠民之责，民生短板
全面补齐，贫困代际传递得到有效
遏制；树牢减贫之责，退出目标全
面完成；系牢提质之责，排查问题
全面整改；筑牢奔康之责，贫困堡
垒全面攻克。

水电移民实现“扶摇直上”。信
访矛盾化解攻坚战平稳推进；遗留
问题化解攻坚战加速推进；“金上”
移民工作攻坚战规范推进；“后扶”
成效提升攻坚战有力推进。

两资管理实现“稳步直上”。优
化流程，积极争取项目，高起点谋划
两资项目，落实两项资金；狠抓落
实，紧盯项目建设；严把关口，抓好
全程监管。

以工代赈实现“迎面直上”。以
工代赈支撑更强劲；易地搬迁建设
更规范；易地搬迁后扶更有力。搬迁
户后续发展特色农林业、发展现代
服务业等，搬迁群众发展后劲和增
收能力得到不断增强。

社会扶贫实现“乘势直上”。中央
单位定点扶贫和省内对口帮扶力度
更大；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
作成效更显；其他社会扶贫工作力量
更多，成功组建扶贫开发协会、扶贫
基金会、老区建设促进会等。

记者 兰色拉姆

着眼“五个直上”
一路“攻城拔寨”

我州扶贫开发工作交出满意答卷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我州牢固
树立“抓人才就是抓发展”理念，以
实施“康巴英才雄鹰计划”引导各类
人才汇聚基层，促进“四方英才”充
分发挥正向作用，全力助推脱贫攻
坚决战决胜。

用准“坐镇攻坚”之才，为脱贫
攻坚开足马力。围绕脱贫攻坚大局
调兵遣将、排兵布阵，选派 4222 名
驻村工作队员、1360名第一书记下
沉基层、定点帮扶，多渠道确定帮扶
项目、多方位落实帮扶任务、多角度
开展定向服务，制定村级脱贫规划
和贫困户脱贫方案 54278 个，对接
落实资金515305.743 万元，帮扶发
展产业项目7109个，协调解决困难
问题66744个。针对雅砻江上游4县
24个深度贫困乡镇现状，定向增派
驻村工作队员 114 名，全力攻克脱
贫路上的贫中之贫、坚中之坚，坚决
做到脱贫路上不落下一户一人。

用活“把脉开方”之才，为脱贫
攻坚增添动力。借助四川省“科技扶
贫万里行”活动平台，邀请346名专
家人才到田间地头、养殖厂房，“面
对面”解决种植养殖难题 151 个，

“一对一”讲解种植病虫害防治、养
殖疾病预防等知识117场次，“手把
手”演示播种技巧、施肥方法等耕种
技术 192 场次，促使农牧民群众听
得懂、看得明、能理解、善运用。从基
本的耕种技能到现代养殖技术，从
村子现状分析到村子未来发展，专

家们倾情指导，引进新品种106个，
推广新技术 120 项，开发新产品 7
个，切实解决群众脱贫路上的难题、
堵点和痛点，为脱贫致富提供了强
大科技支撑。

用足“传经送宝”之才，为脱贫
攻坚注入活力。借力“省内对口帮
扶+东西部扶贫协作”这双“援助之
手”，近年来，1700余名省内外援藏
干部人才扎根高原藏区，将先进理
念、成功经验注入到甘孜发展民生
稳定各领域，采取“1+1、1+N”帮带
模式，帮助本地 10400 余名干部人
才增智提能。面对产业项目、教育
卫生、基础设施等瓶颈短板，援藏
干部人才把内地先进发展理念与
藏区独特优势资源有机融合，发展
特色产业项目 155 个，推动建成 76
个中小学校，援助医疗卫生设备
900 余套，有效助推全州脱贫奔康
跨入“快车道”。

用好“思家恋乡”之才，为脱贫
攻坚竭尽全力。牢牢把握本土人才

“爱家乡、知乡情”的共性特点，全力
搭建“在县能创业、在家能致富”的
就业创业平台，引导2998名农民工
和4万余名本州籍大学毕业生逆向
流动，鼓励支持建成创新创业孵化
基地 17 个，探索建立资源综合利
用、农副产品加工、现代服务等产业
链，孵化创新创业成果 70 余个，辐
射带动整村脱贫致富。

州委组织部

“四方英才”聚基层
释放人才“正效应”

我州厚植人才沃土助推脱贫攻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5月6
日召开会议，听取疫情防控工作中央指
导组工作汇报，研究完善常态化疫情防
控体制机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
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党中央决定向湖北
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督促贯
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工作各项
决策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第一线
工作指导。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
各族人民大力支持下，中央指导组同
湖北人民和武汉人民并肩作战，突出

抓好源头防控、患者救治、物资保障三
项重点，下最大气力控制疫情流行，努
力守住全国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展
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
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
阻击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当前，境外疫情扩散
蔓延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国内个
别地区出现聚集性疫情，新冠肺炎疫情
还有很大不确定性。湖北省疫情防控已
由应急性超常规防控向常态化防控转
变，但并不意味着防控措施可以松一

松、歇一歇。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联络
组，加强对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防控后
续工作指导支持。要继续指导做好治愈
患者康复和心理疏导工作，督促落实常
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要毫不懈怠抓好各项工作，巩固疫
情防控成果，决不能前功尽弃。要协调
推动湖北省和武汉市在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推动支持湖北省经
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落实到位，加快
恢复生产生活正常秩序。

会议要求，及时总结和运用好湖北

省和武汉市疫情防控实践中行之有效的
做法，围绕暴露出的问题补短板、堵漏
洞、强弱项，理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疾
病预防控制体系，提升疫情监测预警能
力，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健全重
大疫情、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和救治体系。
要坚持预防为主，创新爱国卫生运动的
方式方法，推进城乡环境整治，完善公共
卫生设施，大力开展健康知识普及，提倡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据新华社

甘孜日报讯 昨（7）日，记者从州
民政局获悉，按照中央、省、州关于困
难群众走访救助工作安排部署，经过
为期一个月，两大阶段的全面走访和
摸排，我州集中走访救助受疫情影响
困难群众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此次开展的走访救助对象以零
就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临时陷入
生活困境的未就业农民工、深度贫
困家庭、经济困难家庭学生、困难职
工、未就业人员、滞留我州的湖北人
员和我州滞留湖北人员等 12 类为
重点，共摸排受疫情影响困难群众

120831人。
走访期间，有关工作人员持续

实施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
涨挂钩联动机制，及时向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孤儿等困难群众发放价
格临时补贴，发放 3 月价格临时补
贴 17.6 万人，共 1532.86 万元。与此
同时，工作人员对走访、了解、排查
发现的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生活
困难家庭，分类实施救助，共救助各
类对象 71437 人次，共支出救助资
金2171.7万元。

记者 兰色拉姆

我州集中走访救助受疫情影
响困难群众

发放临时补贴1532万元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

听取疫情防控工作中央指导组工作汇报
研究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四川日报记者
梁现瑞 朱雪黎 罗之飏

4月30日晚，第26届自贡国际恐
龙灯会重启暨中华彩灯大世界恢复开
园。这天，距1月23日灯会因新冠肺
炎疫情中断，已过去3个多月。几乎同
时，成都、遂宁、南充等地的多个灯会，
纷纷在“五一”期间重新亮灯。

巴蜀大地的夜晚再度璀璨，恰似
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隐喻：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的巨大考验，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四川
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各族人民，一手
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
危中寻机、机中求变、变中谋新，努力
克服疫情和全球经济发展受挫等影
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步向前，
交出了“总体平稳、稳定增长”的一季
度答卷。

定与稳
越是形势严峻复杂，越要坚定信

念，专注发展定力不动摇

4月26日，四川成都航空产业园
项目（二期）在成都市新都区正式动
工建设，距其一期项目开工建设刚好
一年。项目脚步不停的背后，是四川
航空产业发展不变的良好态势。

“五一”节后上班首日，四川第二
个省级新区——成都东部新区正式
挂牌。成都东部新区，定位于国家向
西向南开放新门户、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新平台、成德眉资同城化新
支撑、新经济发展新引擎和彰显公园
城市理念新家园。

产业升级迈向新高度，区域经济
重塑新格局……每一步落子的背后，
都是四川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四
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为统领，确

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
的生动实践。

回首来路，挑战与困难重重。观
察四川发展轨迹，全面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始终是极为重要的视角。

这个视角，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精
准施策——

聚焦产业体系不优，四川提出扎
实推进“5+1”现代工业体系建设，加
快建设“10+3”现代农业体系，着力构
建“4+6”现代服务业体系；

聚焦市场机制不活，四川大刀阔
斧深化“放管服”改革，重点改革领域
扎实推进，创新产业活力不断激发；

聚焦协调发展不足，四川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为
统揽，加快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战

略推进格局，组建区域协同发展投资
引导基金；

聚焦开放程度不深，四川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加
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强与浙江、
广东、重庆、广西、贵州等省区合作。

这个视角，是“以不变应万变”的
坚定信心——

2020 年 2 月 3 日，农历正月初
十。四川在科学分析省内疫情发展态
势基础上果断决策：推动重点企业有
序复工。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积极扩大有
效需求，发挥好投资关键作用和消费
基础作用”“稳投资、稳外贸、稳外资”

“抢进度、赶时间、补损失”……随后3

个多月，省委书记彭清华，省委副书
记、省长尹力多次主持召开会议、下
基层调研督导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明
确要求要聚焦全年目标任务，统筹推
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20 余位省领导先后深入企业、
园区、基地和项目现场，实地查看相
关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情况，协调解
决调研中发现的困难和问题。

政策取向，经济运行之航标。2
月5日，四川出台缓解中小企业经营
困难的“13 条措施”，3 月 13 日又出
台应对疫情稳定和促进服务业发展
的指导意见；21 个市（州）相继出台
贯彻实施方案或配套政策，有序推
动政策落地。

（下转第二版）

锁定高质量发展：非常时期书写非常答卷
写在二○二○年省两会开幕之际（二）

4月10日，一列动车驶过成贵高铁宜宾金沙江公铁两用特大桥。曾朗 摄

“嘘、嘘……”五月初，在海拔4200
多米的理塘县奔戈乡卡灰村牧场上，雪
后初霁，牧民洛绒赤乃吆喝着一大群牦
牛在雪地觅草。

时已暮春，但高寒牧区天然草场草
还没发芽，洛绒赤乃只好让牛在雪地里
啃冬天留下的枯草。虽然定居点牛棚里
留的有人工种草储存的饲草，但还是要
备不时之需，因为春夏之交还会经常下
雪，也是牦牛最难熬的时节。

2014年的春天，洛绒赤乃曾有过切
肤之痛。一场雪灾，家中的牦牛死了40
多头，这让视牦牛为“命根子”的他痛心
不已。不过，现在的洛绒赤乃少了一些担
忧，因为他给牦牛拴了“保险绳”。

“一头牦牛只需自己出26元保费，
中央、省、州、县共补贴104元。”洛绒赤
乃口中所说的“保险绳”就是2019年从

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理塘支公
司购买的牦牛保险。今年初，他家死了
一头牦牛，因牦牛植入了电子芯片，提
供了相关资料后，一个多星期就领到了
2000元理赔。

“要是原先能买到这种保险，那年死
的40多头牦牛就可以领到8万多元理
赔，我的损失也不会那么大。”对于有着
160多头牦牛的养殖大户洛绒赤乃来说
显得尤为重要。理塘县人民政府组织相
关人员到阿坝州红原县进行考察交流
后，同意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理
塘支公司于2018年10月在曲登乡、奔
戈乡、村戈乡和集体牧场进行试点，洛绒
赤乃就积极地给牦牛购买了保险。

据卡灰村支部书记阿兵介绍，像洛
绒赤乃一样，村里有55户牧民给牦牛买
了保险，村集体牧场-霍曲吉祥牧场400

多头牦牛投保。去年死了5头牦牛，保险
公司赔了10000元，在降低养殖风险的
同时也为畜牧业产业发展提供保障。

“奔戈乡是纯牧业乡，畜牧业是广
大牧民群众的支柱产业，也是雪灾等经
常光顾的地方，在 13 个村开展政策性
牦牛养殖保险工作中，遵循了政府引
导、牧民自愿、市场运作的原则。”奔戈
乡党委书记杨卫东介绍到。现在，全乡
143户牧民的6769头牦牛参保，自缴保
费175994元。

2019 年，曲登乡混查村牧民贡嘎
单珍将家里 67 头牦牛全部投保。就在
这一年，她家先后出现参保的 10 头牦
牛死亡，这对本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是一
个巨大的损失。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
公司理塘支公司得知消息后，总是第一
时间处理、在最短的时间内支付理赔，

19000元赔款解了她家的燃眉之急。
今年3月15日，村戈乡托仁村洛绒

尼玛家房屋垮塌，8 头牦牛被压死，
16000 元赔款让他重燃养殖信心。“理
塘县在公司参保的牦牛近5万头，赔付
金额3459500元，大大降低了牧民的养
殖风险。今年将在有条件的地方新开藏
猪、藏鸡、水果等特色保险，切实为藏区
群众提供有力的风险保障。”中航安盟
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理塘支公司经理汪
启胜说。

理塘县是全国 120 个、四川省 10
个、我州5个牧业大县之一，牦牛也是广
大农牧民的“命根子”。该县县委副书记
达瓦邓珠说：“按照‘试点先行、分步实
施、全面覆盖’的要求，今年力争参保牦
牛达到10万头，以市场化方式降低养殖
户承担的养殖风险，助力精准脱贫。”

牦牛拴上“保险绳”牧民吃下“定心丸”
◎理塘县融媒体中心 叶强平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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