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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富民

“全要了，

难得买到‘高原

特产’，口感就

是 不 一 样 。”

2019 年 12 月

13 日，在 2019

年粤港澳大湾

区（江门）名特

优新农产品推

介暨农业重大

项目签约系列

活动上，来自康

定原生态、无公

害的高原农特

产品受到当地

市民的青睐。

“希望借助

这个平台，宣传

推介我们的优

质农产品，让更

多的高原农特

产品走进粤港

澳大湾区，让广

大市民吃上高

原 生 态 农 产

品。”康定市农

牧农村和科技

局局长杨国勇

告诉笔者。

因 地 制 宜

科学布局特色

产业，打造大渡

河流域“ 果菌

药”园，建集体

牧场让农牧民

尝到“甜头”，打

响高原特色农

产品品牌……

近年来，康定市

念好高原“特色

经”，让不少农

牧民走上了脱

贫致富路。

奋进甘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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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声

脱贫“新三十六计”

优化+防控
乡城县确保生猪养殖业健康持续发展

甘孜日报讯 成都市郫
都区第五批援藏工作队到位
以来，紧紧围绕脱贫攻坚“两
不愁三保障”，聚力聚焦就业
扶贫，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期、全面收官期，精准调研、
多维度帮扶，帮助道孚县贫
困群众走上就业岗位，促进
家庭增收。

郫都区委区政府、道孚县
县委县政府每年都会联合举
办大型招聘会，2019 年，共
60 多家企业参加，包含郫都
区丹丹豆瓣、富士康、友联味
业等 18 家企业，提供了财务
会计、安保等 6000 多个工作
岗位，吸引来自州内 4300 余
名求职者到场求职，现场求职
登记人员 1823 人，其中含建
档立卡贫困户 660 人。同时，
还开展牧民专项就业扶贫，
2019年，在郫都区的帮助下，
12 名来自龙灯乡的青年背上
行囊，奔赴位于郫都区的四川
品品食品有限公司从事食品
生产相关工作。

2020年，脱贫攻坚进入全
面收官期，特别又因为疫情，很

多原来计划外出务工增加收入
的群众，岗位丧失，家庭收入受
到影响。郫都区一方面对之前
安排就业的道孚县群众做好稳
岗工作，一方面积极开展返贫
和边缘户“大走访、大排查”，做
好返贫预警，精准制定帮扶措
施。对于确实不能外出务工的
困难群众，通过协调本地打火
队、草管员、护林员等公益性就
业岗位，开辟就业绿色通道。
2020年3月，成都市整合对口
援藏各区县资源，与阿坝州、甘
孜州联合举行就业扶贫大型网
络招聘，200余家企业提供了
3000余个岗位，郫都区企业积
极参与。

近年来，郫都区通过每户
资助8万元撬动麻孜乡沟尔普
村 10 家藏家乐示范打造，在
龙灯乡燃姑村等地打造牧旅
融合经济，培养了群众旅游创
收的意识。郫都区围绕餐饮服
务和旅游接待等群众急需掌
握的旅游服务技能开展培训
200人次，帮助了道孚群众在
当地就业。

成都市郫都区援藏工作队

产业+人才
郫都区精准帮扶道孚县就业脱贫

“今年3月，在驻村工作队
的动员下，我买了奶牛来养
殖。现在，我家这头奶牛产奶
量很好，完全够我们一家人喝
的。今年我家儿媳妇生孩子，
奶水不足，也全靠这头奶牛供
给。真的非常感谢帮扶单位，
让我们生活变了样。”近日，炉
霍县雅德乡小安批村村民拥
初感慨地说。

小 安 批 村 2019 年 脱 贫
了，脱贫后如何巩固脱贫成
果？该村驻村工作队让农户养
殖奶牛，成了持之以恒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长久之计”。

“奶牛养殖项目是咱们驻
村工作队按照‘脱贫不脱帮
扶、扶上马送一程’的工作要
求，在充分实地调研后，结合
高原群众生产生活实际，想出
了用‘养殖奶牛来巩固脱贫成
果和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的思
路，并将此形成具体方案提交
给省总工会，积极争取帮扶资
金，得到了省总工会的大力支
持。”在小安批村已驻扎了两
年的田锋将当初发奶牛的事
由娓娓道来。

据田锋介绍，在得到省总
工会的大力支持后，小安批村
立刻召开村民大会进行商讨，
大家一致决定奶牛养殖项目

将采取分散养殖、收益自得、
集体补助的模式，省总工会给
17 户农户每户补贴 4000 元，
每头总价 4600 元的奶牛，农
户自己只需出600元。购得奶
牛后，农户自己养殖，收益也
由农户所得，这样既降低了农
户的养殖成本，也将有利于改
善农户的生活。

“现在，小安批村的 17 户
农户都养殖了奶牛，每头每年
能给农户带来2000余元的收
入。”田锋表示，他们将与养殖
户签订协议，约定权利和义
务，帮助养殖户规范饲养管
理，让村民通过自己繁育奶牛
不断拓宽增收渠道。

近年来，在省总工会、州
应急管理局和炉霍县住建局
的大力帮扶下，小安批村基础
设施得到了全面改善，公共服
务明显提升，群众生活有了较
大提高。“村里的钢架蔬菜大
棚、太阳能路灯、网围栏、文体
广场、篮球场等相继建成安
装，最近，我们协调社会资源
为村民筹措的价值3万余元的
社会帮扶物资也陆续到了。我
相信，在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
的配合下，再加上村民的自身
努力，小安批村的美好将来指
日可待！”田锋充满信心地说。

小奶牛带来致富“大希望”
◎炉霍县融媒体中心 马玲

康定，东部为高山峡谷
区，属亚热带气候，物产富饶，
有“康巴江南”之誉；西部为山
原地貌，属高原型大陆气候，
牛羊遍野，是藏区风情的典型
代表。其独有的光热水土资
源，为康定市发展特色农业和
畜牧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脱贫攻坚中，康定市充
分认识到，发展特色产业是康
定的优势所在、出路所在，也
是必然选择。

“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
势，树立‘人无我有、人有我
优、人优我精’发展理念，通过
围绕基地优布局、围绕研发精

加工、围绕市场创品牌，培育
成规模、上档次、有市场的特
色优势产业，实现群众增收致
富。”康定市副市长杨恒说。

按照甘孜州“10+2”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要求、“成片成
带成规模”培育产业的发展思
路，康定市调整优化产业结
构，着力构建“一带两区”现代
特色农牧业区域发展布局；同
时，以农牧民增收、农牧业增
效、农牧区发展为重点，积极
探索“种养结合、农旅互动、产
村相融”的新路子，积极打造
高原特色农牧业。

按照“西山东水”“西大东

精”产业布局，坚持政策驱
动、投入撬动、种养拉动、专
合带动、科技促动、市场推动

“六动结合”，多主体培育，新
业态打造、多要素发力、多模
式推进，多利益联结，推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万
亩羊肚菌、万亩中药材、万亩
小杂水果、万亩高原有机蔬
菜、万亩黑青稞 等“五个万亩
基地”。在折东片区结合乡村
振兴战略，围绕羊肚菌、苹果、
大樱桃等种养产业。在折西片
区重点打造农作物大地景观
旅游示范区，成片成带成规模
建设从瓦泽乡经甲根坝到朋

布西的特色产业基地，积极探
索旅游业+牧业、旅游业+现
代农业模式。

在产业培育中，探索“企
业+基地+农户”合作方式，依托
洞波酒业、达折渚等企业订单
收购，发展11000亩黑青稞基
地，覆盖71个行政村、5022户，
农户增加收入近1500万元，户
均增收2900余元；依托蓝逸牦
牛奶园区、江巴牧场、天界牧场
等牧场，发展牦牛养殖9万余
头，户均增收2000元左右；依
托昌源、三千三等公司发展
5000亩高原蔬菜基地，带动村
民户均增收1500元以上。

唱好高原“特色戏”
铺就群众“致富路”

康定市特色产业发展纪实

从 2017 年起，一个名叫
“天界牧场”的奶制品走进了
康定市民的视野，玻璃瓶装的
牛奶，倒出来有厚厚的一层奶
皮，牛奶味道香甜浓郁，收获
了不少“粉丝”。

康定市天界牧场牦牛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位于康定
市塔公镇多拉一村，它的经营
者是几位在甘孜土生土长的
藏族小伙子，阿克青就是他们
中的一员。

塔公镇属康定市唯一的纯
牧业镇，当地群众基本以畜牧
养殖业作为主要经济创收手
段。长期以来，由于受技术、市
场等方面的制约，畜产品、奶制
品销售方式都是以路边小摊等
传统的自产自销方式为主。

为打破这一现状，让牧民
的收入持续稳定增加，天界牧
场通过统一收购、统一包装、
统一销售的方式，来促进合作
社的发展、牧民的增收。

合作社先后和康定市塔
公镇多拉一、二村，俄依村的

牧民达成合作，两年多来为老
百姓发放奶款 60 余万元，对
促进当地脱贫奔康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

目前，天界集体牧场牦牛
奶加工厂建设项目正在建设
当中，项目总占地2亩，是一个
日加工量达5吨的标准化奶制
品加工厂。项目一期达标实验
室、奶制品加工厂，已建成投
入使用；二期将进一步扩大生
产、销售规模，引进技术，开发
系列乳酸饮料和保健护肤品
等产品；三期将大面积种植饲
草料，保证牦牛冬季饲草储
量，弥补冬季枯奶期的短板。

项目全部建成后，依托当
地资源优势，采取村民供奶、
集体入股分红的方式让群众
利益最大化，让牧民增收致
富。阿克青表示，“天界牧场作
为创业扶贫的一份子，将一如
既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一定会给家乡百姓带来更多
的实惠。”

在康定市呷巴乡塔拉上

村，60 户牧民集体入股成立
了康定市西出折多养殖专业
合作社，圈养和散养了牦牛
960头，还注册了“西出折多”
和“塔拉牧场”两个商标，开发
了酥油、牦牛酸奶和牦牛奶酪
等产品，通过入股分红带动牧
民增收。同时，该村还利用集
体牧场发展牧场旅游。

合作社每年固定向村集
体分红6万元，村集体不做提
留全部分红给群众，每户能分
到1000元。

目前，康定市共建设特色
产业基地 9.6 万亩，培育酒、
肉、粮、蔬、菌、果、药、奶“七大
产品”体系，“康定苹果”，“康
定甜樱桃”、“ 康定羊肚菌”等
特色产品已成为区域特色品
牌。2017年，康定市被中国食
用菌协会授予“中国高原羊肚
菌之乡”称号。2018年被评为
四川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
四川省三农工作先进县、全省
农民增收工作先进县；2019
年，被四川省列为农业“10+

3”产业体系川药中药材产业
重点县，达杠村被农业部授予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据悉，下一步，康定市将
立足自然优势、资源优势和区
位优势，打造一批具有区域特
色和引领作用的综合性特色
现代农业园区。科学规划园区
布局，推进园区标准化生产，
发展园区农产品加工，培育园
区新产业新业态，加强园区品
牌营销，实现“基地规范化、种
植标准化、设施现代化、产品
品牌化、营销一体化”，从而构
建完善的产业体系。今年力争
建成甘孜州级现代农业园区1
个，2021 年建成省级现代农
业园区1个，并积极争创国家
级现代农业园区。

“我们将以提高农业经济
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
促进农牧业向特色化、高端化
和精品化方向发展，建设高原
特色现代化农牧业基地，打造
现代农牧业发展新格局。”杨
国勇说。

建集体牧场农牧民尝“甜头”

大红苹果挂满枝，漫山遍
野一片香。2019年11月6日，
甘孜州苹果绿色高效栽培新
技术成果展示暨第三届康定
苹果品鉴会在康定市时济乡
杠江沟村举行。

笔者在现场看到，杠江沟
村 300 亩优质苹果今年喜获
丰收，全村 21 户果农们正忙
着采收，一幅“苹果红、日子
美”的甜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目前，康定已发展苹果
3000 余亩，已挂果 1200 亩，
2019年全市苹果产值1350万
元。按照规划，未来该市将发
展苹果产业 5000 亩，预计将

实现产值 8000 万元左右。下
一步，康定还将建立苹果的可
追溯体系，突破品牌、物流、冷
链、深加工等短板，让“康定苹
果”为农户带来更大的收益。

“以前有搬家念头，现在
不搬了，苹果成为全家的致富
果，随着大渡河流域乡村振兴
示范区的建设，来这里赏花、
品果、晒太阳的人越来越多，
今后村里会越来越好的。”杠
江沟村民张秀莲说，外出务工
村民纷纷返乡种苹果。

2019 年 5 月 29 日，康定
市甜樱桃采摘品鉴现场会在
大渡河流域时济乡庄上村举

行。“种植了400多棵甜樱桃，
有100多棵挂果，预计产量达
5000—6000 斤左右，实现收
入 10 余万元。感谢省、州、市
专家的技术指导，为我们找到
了致富的好‘钱景’。”采摘品
鉴现场会上，庄上村村民陈洪
芬在谈到今年收入时，掩饰不
住内心的喜悦。

“长势好，产量高，今年平
均亩产 1000 斤，村民增收没
问题。”今年 3 月 27 日，在康
定章古村羊肚菌采摘现场，来
自省、州、市专家现场测产验
收羊肚菌时不约而同地感叹。

据甘孜州三祥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华庆祥介绍，
通过土地流转，规模种植了
100亩羊肚菌，今年羊肚菌亩
产值达5万元，今年羊肚菌将
实现产值500多万元。

“按照特色产业发展布
局，同时结合大渡河流域乡村
振兴示范区建设，我们提出了
打造大渡河流域‘果菌药’园
区的思路。目前，该区域已发
展苹果、枇杷、甜樱桃、青脆李
等特色水果35000亩，以羊肚
菌为主的食用菌 4200 亩，以
重 楼 、白 芨 为 主 的 中 药 材
6000亩。”康定市农牧农村和
科技局副局长陈雩告诉笔者。

打造大渡河流域“果菌药”园区

◎李莉 杨琦 本报资料库图

因地制宜科学布局特色产业

苹果丰收了果农脸上充满了笑容。

甘孜日报讯 今年，乡城
县在稳控新冠疫情的前提下，
将全面稳定恢复生猪生产作
为“三农”工作的重点来抓，从
项目建设、疫病防控方面统筹
谋划，全力恢复生猪生产，加
快推进生猪稳产增产，确保全
县养殖业健康持续发展。截止
目前，全县生猪存栏 15127
头、出栏3860头。

乡城县优化调整生猪养殖
布局，高标准建设本土特色藏
猪保种繁育基地、扩繁基地，引
进、支持和鼓励龙头企业、专业
合作社、养殖大户等适度规模
发展优质、安全生猪养殖，有效
推进全县养殖业从散养向规模
化、示范化、标准化转变。目前，
该县已创建特色藏猪产业园区
1 个，引进“藏乡情”“尚水田
园”等生猪养殖企业5家，培育
青打、冷龙等养殖专业合作社

30余家，力争到年底全县生猪
养殖超过3万头。

此外，乡城县严格落实重
大动物疫病各项综合防控措
施，建立完善动物疫病强制免
疫、动物疫情监测预警、动物
卫生监督监管和应急管理体
系，突出动物疫情应急处置、
生猪运输和餐厨废弃物监管
等现行有效防控措施，持续加
强“非洲猪瘟”防控，压实属地
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养殖场

（户）主体责任，落实疫情监测
排查报告，确保重大动物疫情
0发生。年初以来，累计排查养
殖户 5349 户次、生猪 18400
头次，辖区内“非洲猪瘟”监测
上报 96 次，开展城区农贸市
场猪肉销售情况排查 92 次，
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密度
达95%以上。
县融媒体中心 薛燕 吴远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