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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浩歌起 且看春潮涌
我州召开“六大战略”、乡村振兴现场推进会
暨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侧记

◎甘孜日报记者 杨杰
李娅妮 文/图

挪穷窝，深山牧民搬进路边独院别房；
拔穷根，产业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改穷业，灾
后重建让农牧民吃上旅游饭；摘穷帽，乡村
振兴引领老百姓走向新生活。

5月25日，与会人员行走在金沙江畔的
白玉县，欣喜地看到曾经的满目疮痍，已经

“愈合抹平”重焕生机。2018年，金沙江白格
堰塞湖灾害造成该县“三乡三镇”房屋、农
田、道路、水利、供电等设施严重损毁，直接
经济损失达12.3亿元。

“一年多来，全县党员干部自觉担当、落
实责任、冲锋一线、集中精力推进灾后恢复
重建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州政府副州
长、白玉县委书记康光友在现场介绍说，“易
地搬迁+美丽乡村建设+产业发展+就业扶
持”正是白玉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的创新之
举，“非常典型的就是金沙乡作英村——这
个原本距离乡政府驻地 53 公里的‘深山飞
地’村，在去年9月已经实现整村移民搬迁，
全村13户60人住进新房。”

与会人员被白玉县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的新思路和模式深深吸引，同时也萌生出要
在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谋求新策略
的想法。州政协副主席、州政府副秘书长、州
扶贫开发局局长杨庆华认为，自扶贫攻坚战
略实施以来，甘孜州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
展时期。以白玉县为例，2014 年至 2019 年
间，该县实现 81 个贫困村 2641 户贫困户
12726 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灾后重建期
间取得这样的“脱贫战果”，令人瞩目。

由北到南、行走乡村，最强烈的感受是
“甘孜速度”。

5月27日中午，与会人员在巴塘县中咱
镇，见证了“高科技引擎”助推现代农业发展
的“超前”一幕。

只见该镇仁勉村党支部书记曲批，在手
机上轻轻一点，水肥一体喷灌系统就自动给
桃林浇起水来。“嗡嗡”的声响发出，无人机
盘旋在空中，给桃树喷洒农药，自动管护。

不到两年，横跨波浪村、仁勉村、仁德村
的 3000 亩荒坡，变成全覆盖太阳能提灌站
的毛桃基地，12 万株桃树蔚然成林，桃花旅
游节呼之欲出。

“没想到荒坡还能变青山，这下环境变
美了，村民们也有盼头了。”波浪村第一书记
扎西甲措说。

当得知该基地现已投产的2300亩，综合
估算果肉桃仁、林下经济等，预计年综合产
值可达 1460多万元，人均产值可达9600元
左右时，与会人员纷纷竖起大拇指，点赞该
县“农旅结合、产村相融”的发展思路。

“巴塘县积极构建‘山顶戴帽子、山腰挣
票子、山下饱肚子’的立体生态格局，优化

‘果、蔬、肉、药、蜜’产业布局，加快建设‘两
园一带八基地’。”在现场谈起如何实施“六
大战略”梯度推进“乡村振兴”，巴塘县委书
记汪玉琼如数家珍。

机遇摆在面前，思路已经明确，接下来
就是埋头苦干。怎么干？刘成鸣在现场提出
要求：“紧盯目标真抓实干、因地制宜主动作
为、聚焦重点攻坚突破、统筹兼顾协调联动、
改革创新激发活力”。与会人员听后纷纷表
示，将立足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定位，抢抓发
展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好自身优势，以创
新的理念推动发展。

当天下午，与会人员在乡城县，目睹了
“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的“范本”。

“我们的目标是 5 年后，实现年产值
2500万元！”在位于该县青德镇的现代农业
高原特色水果产业园内，徳园经济林果种植
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军信心满满，而他发
家致富的诀窍就是“种苹果”。

2014 年，周军流转了 4000 多亩荒坡
地，带着乡亲们开始种植苹果。5年后，一个
规模巨大的果园出现在青德藏乡田园4A级
景区上方，镇上 200 多人都不定期到此务
工，而这片近5000亩的果林，仅仅是产业园
的一个组成部分。

“产业园区辖‘万亩果园’、康南农特产
品加工园区、青德镇4A级藏乡田园风景区，
集种植、加工、观光、体验、旅游、娱乐为一
体，深度融合农村一二三产业。”乡城县委书
记曹建奎介绍道，根据规划，后续将建设特
色水果种植基地25000亩，一个110亩的加
工园区和农旅融合旅游点，以及交通物流网
络设施，“园区规划总投资6.8亿元。建成后，
有望年实现综合产值18亿元！”

大规模、高标准、深融合、全业态、促就
业、助致富……站在海拔3450米的观景台俯
瞰“万亩果园”，与会人员对这座“田园金山”
啧啧称奇。

“今天真是开了眼界，这样大规模的果
园我在省内也几乎没见过，实施‘六大战略’
以来，全州上下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丹巴县委书记何文才感慨道。

“这个产业园，应该说是推进‘六大战
略’取得的一项综合性成果，是州内的标杆，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案例。”州政协副主席、甘
孜县委书记雷建平表示。

“出来看好，会上悟透，回去干实。”考察
中，刘成鸣要求与会人员要树立持续深化

“六大战略”的理念，因地制宜推动乡村振
兴，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和现代特色生态农
业，加快创建现代高原特色农牧业基地。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想、一路学！三天
的考察观摩，一天的现场会议，与会人员认
真参观、感受深刻，深受启发、收获颇丰。这
既是一次解放思想、开阔视野的“大学习”，
也是一次对标先进、寻找差距的“大调研”，
更是一次坚定信心、鼓足干劲的“大讨论”！

雪域暖风来，康巴正迎春。在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
键之年，甘孜踏着“六大战略”的脚步再出发，
向着“美丽生态和谐小康”梦想坚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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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烈阳暴雨，走过

了春夏秋冬。4天7县、14个

点位、横跨南北路两大片

区。5月25日至5月28日，

在全州上下深入学习贯彻

全国全省两会精神之际，州

委书记刘成鸣率参加甘孜

州“六大战略”、乡村振兴现

场推进会暨州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的

与会人员，赴石渠、德格、白

玉、甘孜、巴塘、得荣、乡城

考察观摩。

州领导李康、向秋、冯

发贵、石钢、刘吉祥、李兴

文、舒大春、格绒、邓立军、

谢辉、袁明光、程静、康光

友、冯俊锋、杨庆华、雷建

平、陈天康、付宝等参加观

摩考察或现场会议。

在深入推进“六大战

略”的“棋局”上如何落子？

在接续开辟乡村振兴“路

子”上又如何提速？此行，与

会人员皆揣着“发展数问”

沿金沙江流域，走乡镇、进

企业、访园区、看城建、询百

姓······马不停蹄、活动密

集、行程满档，一路学习交

流、一路比较反思、一路感

悟热议。尤其是当前正处在

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统筹经

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大

家希冀问道取经，以“他山

之石”激发理念灵感，找差

距补短板，为高质量“永动

跑”积蓄不竭能量。

“我们此次实地考察，

就是要学习各地在‘六大战

略’与乡村振兴实践中的好

做法，把点上的好经验转化

为促进面上工作的有效举

措，在全州掀起比学赶超氛

围，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

降到最低，全力以赴推动甘

孜繁荣发展和长治久安。”

临行前，刘成鸣为与会人员

布置了“作业”，并要求在参

观调研过程中多看、多听、

多问、多思、多学，做到学有

所思、思有所悟、悟有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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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4 个考察点位中，半数以上
涉及农牧产业。考察首日首站，观摩
团便“锁定”了位于石渠县洛须镇的
邓玛观光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
全国最专业的青藏高原现代农牧产
业运营发展平台之一。

在这里，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
设的集“种养结合循环农业”与“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一体的各功能
区，错落有致。入智能育苗温室、出冷
链物流基地，探冬暖式大棚区、访电
商服务中心，察中央集控系统、看观
光科普展厅……

进“园”无数的一众与会人员不
仅瞧得认真、听得仔细，手中快门也
按个不停。他们感叹于曾经的“世界
高城撂荒地”一年化身为“智慧生态
种养园”，他们兴奋于物联网远程控
制、水肥一体化喷灌、空气动力能供
暖在此早已不再是新鲜事物。

“园区总投资 2.62 亿元，规划占
地 3479 亩；投入 1000 余万元，购买
农机器具140多台，配备世界最先进
真空预冷机1套；日处理农产品能力
达50吨，储藏量可至5000吨；此外，
还建成冬暖式大棚区 100 座。”讲解
员亮出“家底”，2019年，累计生产各
类果蔬 5138 吨，接待游客 3.9 万人
次，实现产值3191万元。

除了一个个耀眼的数字、一项项
喜人的指标，让与会人员深感其发展
之快、发展之好外，格外引人注目的是
其通过大力推广“支部+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牧户”的村集体经济模
式，就近吸纳124人就业，让贫困户流
转土地得租金、劳务输出得佣金、按股
分红得股金，实现人均年增收 3.7 万
元，并按每年资本金的5%分红，累计

受益贫困户达423户1568人。
如果说，产业是高质量发展中的

“必答题”，那么富民则是产业发展中
最有分量的“C位”。

“在海拔3100米的‘世界最美湿
地’，炫目的现代科技和实时的生长动
态已经令大家目不暇接，而获得国家
SC认证的特色牦牛酸奶、省级无公害
产品认证的牛羊肉、国家地理标志认
证的藏系绵羊和石渠白菌等一系列

‘石渠造’更是让大家叹为观止。”理塘
县委书记格勒多吉认为，此次学习考
察也再次印证：招引龙头型项目并发
挥其“带头大哥”作用，对产业富民战
略卓有成效，更好带动群众增收、脱
贫、致富，均具“放大器”作用。

对标补短，回去怎么干？在行动
上，九龙县委书记赵景强与格勒多吉
表达了一致的看法：大项目是稳增长
的“压舱石”，是高质量发展的“强支
撑”。回去后，立足“藏彝走廊”特色优

势高起点做好做细做实产业规划，强
化“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工作导向，主
攻有高原缺“高峰”课题，狠抓一批高
成长性、具附加值的招商引资项目。

无论是此后，相继观摩巴塘县中
咱镇千亩毛桃基地、得荣县白松镇高
原藜麦之乡、甘孜县格萨尔青稞文化
产业园，抑或是乡城县青德镇万亩果
园……在以产业富民、扶贫攻坚、乡
村振兴等内容为主题的考察途中，刘
成鸣频频现场点题、布置作业，要求
农牧农村局、市场监管局等州级相关
部门和县（市）负责人以考察学习为
契机，力争解决现代农牧业发展中的

“痛点”“短板”和“弱项”，充分掌握市
场信息、抱团打造拳头产品、畅通产
销对接渠道，从物流运输效率、降低
物流成本等方面入手，助力本地企业
与产业实现更大发展，不仅把粤港澳
大湾区，甚至是北上杭蓉的“菜篮子”
都装上甘孜的“美馔珍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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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青山如黛，近处喷泉炫彩；
藏巴拉山、巴楚河，山水相依。行走
于青松翠绿、月季盛放的“鹏城”，藏
艺石刻、青石路面、骡马雕塑，移步
换景自是不一而足。驻足水幕音乐
池边，一幅水在歌中、歌在城中、城
在绿中、人在景中的画卷，更是徐徐
铺展眼前。

“媲美高原江南、胜似五彩藏
乡”。5月26日傍晚，初到巴塘县的部
分与会人员，着实被眼前的城市夜景
惊艳到了。夜幕降临，“路灯秀”点亮
夏邛、“古八景”扮靓街巷、“弦歌泉”
舞动广场、图书馆闹市取静，从山顶
俯瞰，整体街景宛若一只振翅欲飞的

“鹏鸟”……独特的雅致与富丽的整
洁交织构成的“巴塘印象”，令一行人
回味无穷。

“品位低、功能弱、形象差曾是巴
塘的城乡旧貌。近年来，我们以项目为
基、功能为要、文化为魂，率先采用
PPP和EPC模式，总投资9.53亿元，
实施城乡提升战略项目98个，其中：
投资2.5亿改扩建城市，投资1.49亿
元改造风貌；现如今，城市功能逐渐完
善，城乡风貌整体提升，美丽资源日渐
转化为‘美丽经济’。”巴塘县委书记汪
玉琼向与会人员介绍，下一步，还将致
力于“以生态为主、经济为辅、人造景
观为内核”等做足山水文章，把巴塘打

造成集城市观光、休闲度假、游乐观
赏、健康养生为一体的“318国道最美
鲜花音乐美食之城”“川滇藏结合部的
一颗明珠”和荒山变青山、桃林变桃花
园的“森林城市”。

与此“野心”相呼应的，是由老旧
街区“变身”的茶马古道商业街、由弃
垦荒地“作画”的五彩油菜田园栈道。

“理念新、站位高，重规划、手笔大！”5
月27日清晨，在实地观摩夏邛镇“田
园栈道”景观时，许多与会人员不由
得心生这样的感慨。

但见一边是拔地而起的“五化”
景观，一边是保留了传统文化的历史
街区。此次行来，大家对巴塘县提升
县城能级、壮大美丽经济、发展全域
旅游的好举措、好案例，重点点击、快
速扫描，从中汲取城乡提升战略、生
态文明建设战略“稳准狠”布局的好
经验、好点子。

“积极转变思路、打破固有思维，
让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从而
接地气的市场运营化，白玉就此也探
索出了一条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与会人员
一路走、一路看，一致感受到金沙江
沿岸各地拉高标杆、争先进位，厚植
优势、补齐短板的良好氛围。

车行至白玉县章都乡，芳草茵
茵、春树吐绿、植被葱茏，国有林保护

管理局苗圃基地自1983年建立以来
在这里发展壮大。“天保工程实施20
多年，咱们县的森林覆盖率从11%上
升至今天的43.1%，更激励大家的是
数据递增背后，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
齐头并进，已成为当地经济薄弱村和
低收入群体脱贫增收的主要途径。”
白玉国有林保护管理局党委书记、局
长柳孝林向观摩团汇报基地总体情
况，育苗圃地和大棚发展“成色”时不
无自豪地说。

寻寻大黄秦艽踪影、看看川西云
杉长势、问问变叶海棠年生······与
会人员还不忘仔细听取基地负责人
算了笔林下经济账：目前经营总面积
133.5 亩，育苗圃地面积 127.5 亩，年
出圃合格优质苗木200万余株；从上
世纪末至今，累计销售各类苗木
4000 余万株；近五年，逐步建立起

“以森工企业为中介、上连市场、下连
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产值
6400万元，每年更是适时培训、临聘
农牧民用工 1100 个，辐射带动人均
增收1150元。

基地里、苗圃旁，绿色高质量发
展的生态“剪影”频频跃入眼帘。曾
经，这个业务单一的管理局，缘何能
短时间内引得多种产业项目、新兴服
务业态纷至沓来？大家边参观，边思
考，边学习。

A

B

C

坚定实施“六大战略” 全力推进“三创联动”

与会人员在石渠县邓玛观光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参观品鉴特色农牧产品。

与会人员参观巴塘最美县城建设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