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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6月全州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32.5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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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甘孜日报讯 7月20日，记者从

州农牧农村局获悉，近年来，我州充
分发挥自然生态良好的优势，以“育
龙头”“建基地”“搞加工”“创品牌”

“抓农旅”为契机，积极引导、大力发
展高原现代特色绿色生态农业，以
此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产业富民战
略稳步提升。

全州引进和培育涉农企业 556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3717 家、家庭
农场 392 家、种养大户 3497 家。流
转农村土地 7.61 万亩、流转草地
28.76 万亩、流转林地 20.45 万亩，
发展成员 68095 户，带动非成员农
户 56603 户发展和经营特色农牧
业，让农民在土地流转、股份分红
及就地就业中获取更多来自土地
方面的收益。

建基地、抓示范，积极发挥生
态农业发展基地建设的示范引领
作 用 ，建 成 特 色 农 业 产 业 基 地
94.75 万亩、林业产业基地 103.26
万亩，标准化养殖场（小区）81 个，
集体牧场77个。

围绕“圣洁甘孜”酒、肉、粮、
油、水、果、蔬、茶、菌、药 10 大优势
特色产业，建设农产品初加工商品
化处理线 17 条、设施设备 416 座，

年初加工产品能力突破10万吨，农
特产品附加值不断提升，产业链有
效延伸；青稞白酒、红葡萄酒、茶叶
和中藏药业等农产品精深加工业
有序推进。全州农产品加工产值达
4.8亿元。

推进农产品品牌建设，全省首
个松茸及其制品地方标准获批实
施，制定农业地方标准 38 个，累计
登记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199个

（其中：无公害农畜产品 133 个、绿
色食品15个、有机农产品40个、地
理标志产品11个），授权使用“四川
扶贫”商标农产品 87 个，“圣洁甘
孜”成为全省十佳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
农旅融合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
游、农业体验、电商平台等新产业新
业态得到新的发展。全州已创建州
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乡（镇）
12 个、示范村 32 个，扶持发展特色
乡村酒店、示范休闲农庄和民居接
待户 782 家，乡村旅游从业人员达
1.56万人。2019年乡村旅游接待游
客 531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8.5
亿元，乡村旅游业呈现出蓬勃发展
的良好态势。 记者 李娅妮

发展生态农业
助力脱贫奔康

甘孜日报讯“6月18日，省委书
记彭清华在德格牦牛乳生产基地听
取了我的工作汇报，并高度肯定了
牦牛奶产业助推脱贫攻坚带动牧民
致富的做法。希望蓝逸能够将高原
特色与经济需要相结合，走出一条
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的模式，将牦牛
乳产业做大做强，成为当地的支柱
产业。”7 月 20 日，当康定蓝逸高原
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荣看到康定
市折西地区的牧民成群结队地将鲜
牛奶送到公司基地时，他欣慰地告
诉记者，州委书记刘成鸣、州长肖友
才也对公司的发展壮大指明了方
向，当前，公司上下正把省州领导的
巨大鼓舞，转化为加快生产、助推当
地群众脱贫致富的动力，在复工复
产、收购牦牛奶、市场营销等方面取
得了积极进展。

牧民意巴降措正把蓝逸公司提
供的一个个杀菌奶桶从皮卡车上
卸下来。“为了保证奶汁新鲜，我和
爱人凌晨4点就起来挤奶了。”意巴
降措喜滋滋地说，自从蓝逸公司
2012 年 10 月落户康定以来，家里
产的鲜牦牛奶就不愁销路了，价格
稳定，收入也不错，好多村民靠牦
牛奶摆脱了贫困。

张荣告诉记者，经过 8 年的发
展，蓝逸公司已成长为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四川省农牧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四川省企业技术中
心，获得授权专利 40 余项，2018
年，公司被评为四川省优秀民营企
业。2019年，蓝逸公司按照“康定总

部、全州布点、全国销售”的战略布
局，制定牦牛产业发展规划，实现
以康定牦牛奶文化产业园为核心，
以理塘县、德格县为基地，覆盖全
州各牦牛奶产区的发展布局。公司
生产的“蓝逸”格桑梅朵冰淇淋、喜
马拉雅添力牦牛乳清饮料、牦牛奶
食品等产品在全国 20 个省（市）及
电商平台销售。

蓝逸公司德格牦牛奶生产基地
已建成集体牧场 8 个、乡镇奶站 4
个，可覆盖德格县 13 个牧业乡镇，
村级奶站逐步覆盖 70%的行政村，
惠及 7043 户 29850 人，年产量达
3150吨，牧民供奶直接性收益2800
万元以上，户均增收 4000 元以上。
中期可覆盖石渠、甘孜、白玉、新龙、
炉霍、色达、道孚七县，年产值可达
5000万元以上。

康定总部覆盖4个贫困村，300
多户贫困户。2019 年，收购康定市
呷巴乡俄达门巴村、塔公镇格日玛
村等乡镇牦牛奶总量突破 100 吨，
累计发放奶款 150 多万元，牧户年
均收入3万元左右，最高的牧户年收
入达到了7万元。康定总部增加就业
岗位25个，人均月工资2600余元。

康定蓝逸情歌牧场工厂日处理
可达20吨，牧民人均增收5500元。
可提供放牧、鲜乳品收购、乳品加工
与技术服务等就业岗位 300 余个，
涉及牧户1000余户。同时在折多塘
村流转土地 700 亩，每年村集体通
过土地流转可获得收入35万元。

记者 马建华

做强牦牛乳产业带动农牧民增收

康定蓝逸打造
甘孜产业扶贫新名片

甘孜日报讯 医疗保障制度是
民生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
年来，我州加快构建高效运行医保
制度，全州医保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全州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筹资标
准提高至490元/人，个人参保缴费
标准提高至第一档220元/人、第二
档420元/人，城乡居民住院政策范
围内报销比达到75%。

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
围。目前，州内累计65家医疗机构接
入国家、省级异地就医结算平台和省
级门诊特殊疾病异地结算平台，20
家医院、33家定点药店开通普通门

诊和个人帐户异地结算业务。
践行公开阳光采购。坚持药品、

疫苗、医用耗材、体外诊断试剂、器械
设备省级集中上网阳光采购，全州公
立医疗机构药品上网分类采购率达
到 100%，州级和泸定、康定两县医
院全面实行药品采购“两票制”。

全覆盖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严格执行药品零差率销售规定，
省、州、县（市）政府分别按地区常住
人口数以2元、2元和5元标准纳入
财政预算。落实国家药品集中采购
政策，已实施的第一二批集采药品
价格平均降幅53%。 州政府办

构建高效运行医保制度

撑起百姓健康“保护伞”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
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章
为根本遵循，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
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

组织路线，是新时代基层党组织选举工
作的基本遵循。

通知强调，《条例》的制定和实
施，对于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和保障
党员民主权利、规范基层党组织选
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
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
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

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
战斗堡垒，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
础，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
导，强化监督问责，确保《条例》落到实
处。要认真抓好《条例》宣传解读和学

习培训，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深
入领会《条例》精神，全面掌握《条例》
内容，切实增强贯彻落实《条例》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各地区各部门在
执行《条例》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
及时报告党中央。

（全文详见第四版）
据新华社

甘孜日报讯 今年我州重点项目
250个，年度计划投资306.53亿元，1
至6月累计完成投资132.56亿元，完
成年度计划的43.25%。

续建项目完成投资122.09亿元，
完成年度计划的51.17%；新开工项目
完成投资10.47亿元，完成年度计划
的 15.42%；竣工投产项目完成投资
32.03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65.56%。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52.03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37.39%。

其中：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47.16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37.73%；
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3亿
元，完成年度计划的40.41%；城市基础
设施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57亿元，完成
年度计划的30.42%。

重大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9.81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0.83%。其中：
生态能源业累计完成投资 63.35 亿
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6.74%；生态旅
游业累计完成投资 2.6 亿元，完成年

度计划的15.47%；优势矿产业累计完
成投资 0.42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40.62%；特色农牧业累计完成投资
2.47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64.49%；
战略性新兴产业累计完成投资0.98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48.82%。

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项目累计完
成投资 9.13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39.68%。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累计完成
投 资 1.6 亿 元 ，完 成 年 度 计 划 的
22.58%。 平丽莎

正值高原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群
山环绕的雨托村生机盎然，欣欣向荣。
雨后的柏油村道格外干净，一排排藏房
错落有致，三五成群的村民正前往村里
的产业基地上工。

雨托村藏语意为“坐落在绿松石上的
村落”，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
县龚垭乡金沙江高山河谷地带，与西藏自
治区隔江相望，是一个布满红色足迹的地
方。雨托村平均海拔3700米，村民依山零
星而居，最远的居住点离公路48公里，过
去这里一直是穷山沟里的“五不通”村，路
电水电话电视几乎不通。全村共有117户
523人，其中贫困户28户125人，一度是
脱贫攻坚工作“老大难”村。

为彻底改变雨托村贫困现状，甘孜
州、德格县认真调研论证后，下决心让
大山里的村民整体易地搬迁。

搬迁面临着重重难题：很多群众守
住“穷窝子”不放，观念转变难；作为县
里最大的整体搬迁项目，在山沟里成片
用地难；如果没有后续支撑，住上好房
子却还过穷日子，“造血”增收难……

但整村易地搬迁是雨托村实现脱
贫摘帽、彻底改变面貌最实际有效的办
法。决心已定，各部门迅速行动起来。

“搬迁难度越大，监督执纪任务就
越重。越是艰巨越要把工作做实做细，
为雨托村实现历史性跨越助力护航。”
德格县纪委常委、县监委委员、分片包

乡联系人罗布拥错向龚垭乡纪检监察
干部反复动员。

为了能近距离监督，更好掌握群众
思想动态和情况反映，及时了解工程进
度和资金使用状况，龚垭乡纪委专职副
书记龚永芳向乡党委申请，带领第一书
记、包村干部直接就住在村子上。

“你们同意搬迁吗，有没有强迫搬
迁的情况？清楚自己该出多少钱吗，筹
集资金有什么困难？对搬迁后如何务工
就业，乡上村里和你们谈过没有？”这些
易地搬迁中的问题，龚永芳走进每家每
户，逐一认真询问了解，发现问题及时
和第一书记、包村干部沟通提醒，尽快
协调解决。

龚永芳在走家串户中发现，有不少
群众对政策并不理解，有的对搬迁后的
生活存在顾虑，不愿意离开世代生活的
土地。龚永芳与第一书记、包村干部和
村“两委”商量，一定要把思想工作做到
位，发挥党员干部的引领作用。18岁入
党的老党员泽登占玛带头同意搬迁，并
和村里的其他 12 名党员一起，分组包
户做工作，龚永芳也一边做监督工作，
一边宣讲政策。在多方努力下，雨托村
实现无矛盾零纠纷易地搬迁。

搬迁只是手段，脱贫才是目的。实
现整村搬迁，“五通”项目顺利落地，成
为雨托村蝶变的起点。但村里可利用
资源少，（紧转第四版）

雨托村的通与变
◎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刘廷飞

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为大
力宣传炉霍县精准扶贫成就、讲好炉
霍全域扶贫故事，7月10日至15日，锦
江区组织成都市美术家协会、蜀都书
画院、锦江区书画家协会的知名书画
摄影艺术家来到炉霍县，与甘孜州摄
影协会、炉霍县书法家协会、炉霍县作
家协会的艺术家携手同行开展文化扶
贫活动。30 多名书画摄影艺术家深入
该县高原现代农业园区、宗塔乡帐篷
城、宴尔龙新村、霍尔广场、秋日河沿
街、锦江路、郎卡杰职业学校、唐卡协
会创作基地、妇幼保健院等地，实地感
受炉霍新发展、新气象；多角度拍摄、
多方面了解该县脱贫攻坚工作中所取
得的新成就、新变化。图为艺术家们正
在创作书画作品。

炉霍县融媒体中心 艾翁 摄影报道

用作品记录变化
用真情讲述发展

甘孜日报讯 昨（21）日上午，州政
府新闻办在州统计局召开新闻发布
会，发布 2020 年上半年我州经济运行
情况。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
我州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两手抓、两手硬”，坚决落实“农业多
贡献、工业挑大梁、投资唱主角、消费
促升级”的要求，全州经济实现小幅增
长，主要经济指标稳步回升，经济运行
持续向好的态势明显，全州社会大局
和谐稳定。

州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陈林介
绍，根据市（州）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
果，今年上半年，我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161.35亿元，同比增长0.5%。其
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2.75亿元，同比
增长1.1%；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41.73亿
元，同比增长0.9%；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106.87亿元，同比增长0.3%。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
年我州经济运行主要呈现出7大特征：

一是农业生产稳定增长，粮食生产
形势良好。今年上半年，我州小春农作
物播种面积 7832 公顷，增长 5.3%。其

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951公顷,增长
10.1%；经济作物初步预计播种面积
3881公顷，增长0.8%。小春粮食产量达
12855吨，增长12.4%。今年上半年，我
州各类牲畜出栏38.24万头（只），增长
4.1%，比一季度回落 2.1 个百分点；肉
类总产量37775吨，增长2.5%，比一季
度回落 3.2 个百分点；牛奶产量 41936
吨，增长 5.1%；禽蛋产量 277 吨，增长
100.7%。截至第二季末，我州生猪存栏
15.57 万头，增长 0.8%；牛存栏 214.87
万头，下降0.6%；羊存栏77.61万只，下
降15.8%。全州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6.14亿元，增长1.8%。

二是工业生产恢复较快，电力行业
支撑强劲。今年上半年，我州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2.7%，比一季度加快3.7个百
分点。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3.9%（含园区），比一季度回升9.9个
百分点，高于全省水平1.4个百分点。

三是服务业小幅增长，信息技术业
支撑明显。今上半年，我州服务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0.3%，比一季度回落0.5个百
分点，传统服务业降幅收窄。信息、教育

和卫生等服务业保持增长，对服务业增
长起到支撑作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4%，直接
带动营业性服务业增加值增长6.8%，拉
动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3个百分点；上半
年，财政用于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
支出分别达到15.77亿元和13.92亿元，
非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4%，
拉动服务业增加值增长0.2个百分点。

四是投资降幅持续收窄，第二产业
投资增速由负转正。今年上半年，我州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6.7%，
比一季度收窄 24.5 个百分点。其中，
5000万元及以上投资下降11%。

五是市场消费逐步改善，商品消费
持续回暖。今年上半年，我州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47.86亿元，同比下降
9.5%，比一季度收窄 8.9 个百分点。其
中，6 月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57亿元，下降2.4%，降幅比5月扩大
2.4个百分点。

六是财政收入保持增长，金融运行
稳中趋缓。今年上半年，我州实现地方
公共财政收入 21.24 亿元，同比增长

18%，增速比一季度回落 10.6 个百分
点。其中，税收收入 13.78 亿元，增长
2.2%，增速比一季度回落 11.1 个百分
点；税收性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
达到64.9%。地方公共财政支出174.18
亿元，同比下降7.4%，降幅比一季度收
窄0.1个百分点。截止6月末，全州存贷
款余额 1175.27 亿元，增长 0.9%，增速
比3月末回落3.7个百分点。其中，各类
存款余额737.44亿元，下降7.1%，降幅
比 3 月末扩大 4.8 个百分点；各类贷款
余额437.83亿元，增长17.9%，增速比3
月末回落0.4个百分点。

七是消费价格涨势温和，居民收入
大幅回升。据国家统计局甘孜调查队调
查，今年上半年，我州居民消费价格

（CPI）累计上涨6.3%，较去年同期扩大
4.5个百分点，比1-5月收窄0.1个百分
点。今年上半年，全州实现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8300元，同比增长3%，增
速比一季度加快2.2个百分点；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00元，增长8.2%，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2.1个百分点。

记者 刘小兵

力同心抗疫情攻坚克难谋发展

我州经济实现小幅增长
今年上半年我州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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