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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
庆祝大会14日上午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共甘孜州委机关报 甘孜日报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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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特别看点

《金山银山》
闪耀第十一届康巴艺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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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屋新房话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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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
庆祝大会将于14日上午在广东省
深圳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

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
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

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
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
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据新华社

甘孜日报讯 10 月 10 日晚，庆
祝昌都解放70周年暨第十一届康巴
艺术节甘孜州专场文艺演出——大
型民族歌舞剧《金山银山》在西藏昌
都市康巴演艺中心精彩上演。州委副
书记、州长肖友才观看演出并看望慰
问主创和全体演职人员，肯定了大家
的辛苦付出和精彩表现，鼓励大家再
接再厉，不断提高艺术水平，打造文
化精品，为甘孜争光添彩。

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格绒，州
政府副州长冯俊锋一同慰问。

演出结束后，肖友才看望慰问
了全体演职人员，祝贺演出取得圆
满成功，并代表州委、州政府及全州
各族人民向大家表示亲切的问候。
他说，《金山银山》在昌都的专场演
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得到了昌都、
玉树等兄弟市州领导以及昌都各界
观众的高度赞扬，这不仅是对这台
歌舞剧艺术水准的肯定，更是对我
州近年来繁荣民族文化、发展文化
产业、建设文化强州不断取得的丰
硕成果的充分肯定。肖友才勉励演
职人员要树立精品意识，发扬团队
精神，努力提升剧目质量，力争使作
品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准。希望大家

精益求精，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演
出中，把人物塑造好，认真掌握动作
要领，不断完善细节，切实把这台大
型歌舞剧做出彩；希望大家继续保
持高昂的斗志和顽强的作风，振奋
精神，在接下来的广场惠民演出中
向观众奉献一场具有民族特色的精
彩演出，展示好甘孜文化，展示出甘
孜人民的精气神，为家乡争光。

肖友才强调，甘孜州是康巴文
化核心区、藏文化的发祥地，人杰地
灵，历史悠久，是一片充满活力与希
望的沃土，特别是民族文化独特而
底蕴深厚，是艺术创作的不竭动力
与源泉。大家要通过州民族歌舞团
这个载体，深度挖掘、整理民族文化
元素，推动剧目创作，进一步提高创
作质量和水平，努力创作出更多群
众喜闻乐见的精品节目、剧目，满足
各族干部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进
一步把康巴文化发扬光大。全体演
职人员要坚持长期训练，苦练基本
功，通过自身努力和组织的培养培
训，加快提升专业水平和创作能力。

州政府秘书长尹天飞，州级相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慰问。

记者 张涛 张嗥

肖友才慰问我州参加第十一届
康巴艺术节的演职人员并勉励大家

不断提高艺术水平
为甘孜争光添彩

甘孜日报讯 10 月 10 日，甘孜
州草牧业发展及产业经营战略研讨
会在康召开，省政协农业和农村专
委会专职副主任傅强，省政协社法
专委会副主任李佳蔚，省农业农村
厅一级调研员薛建平，州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舒大春，州政协一级巡视
员蒋秀英出席会议。会议由民进四
川省委秘书长张宏主持。

研讨会结合我州具体情况，就
种草养畜，推进生态草牧业发展，促
进农牧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作了
交流。

傅强表示，今年气候对于传统
养殖业的挑战较大，因此通过草牧
业基地建设，让养殖业从传统到现
代转变有利于草牧业发展。甘孜州
要上下联动，转变思路，立足实际推
进草牧业各项工作。

舒大春说，近年来，我州坚定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以“围绕一个目标，突出两个关
键，抓好三件大事，补齐四大短板，
夯实五大基础、实施六大战略”的

总体工作格局为抓手，凝心聚力打
赢脱贫攻坚战，全州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目前，在饲草种植方面，
我州已经有五个饲草基地，饲草长
势喜人，成效显著。按照此次战略
研讨会的要求，在下一步工作中，
我州将积极引进龙头企业，调动乡
村基层的积极性，通过“公司+合作
社+村集体经济+研发基地+销售和
市场”的方式，持续巩固提升发展
成果。

会议期间，四川农业大学唐祈
林教授向与会人员作了《我省三州
农牧区种草养畜的发展与前景》报
告，四川禀承实业有限公司汇报了
在甘孜州工作开展情况。

民进四川省委、省政协农业和
农村专委会、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禀
承实业有限公司向我州赠送配方青
贮草饲50吨。

州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州
农牧农村局、州科技局、四川农业大
学、四川禀承实业有限公司、四川省
草业技术研究推广中心相关负责人
参加会议。

见习记者 德央

甘孜州草牧业发展及
产业经营战略研讨会召开

练就过硬本领 勇担时代重任
相关报道详见04版

甘孜日报讯 昨（12）日，在全省河
长制湖长制工作推进会结束后，我州赓
即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全州河长
制湖长制工作推进会，对下步工作进行
再安排再部署。州委书记刘成鸣主持会
议并讲话。州委副书记、州长肖友才，州
政协主席向秋，州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冯发贵，州委副书记石钢出席会议。

刘成鸣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全
州上下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立足川西北
生态示范区定位，围绕“六大战略”“三
创联动”，坚持把落实河（湖）长制摆在
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位置，着力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建立河湖体系、组
织体系、推进体系、制度体系，扎实开展
清河、护岸、净水、保水“四项行动”，水
资源管理保护、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水

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执
法监管成效显著，河湖面貌不断改善，
呈现出持续向好态势，为建设美丽生态
和谐小康甘孜作出了积极贡献。

刘成鸣强调，全面推行河（湖）长
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甘孜州作为川西北生态示范区重要组
成部分，河流众多，水网密布，加之幅员
辽阔，流域保护任务繁重。全州上下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
示精神，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河

（湖）长制工作系列决策部署，牢树“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山水林田湖
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坚持

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协同推进，持续
用力抓实抓好河（湖）长制工作，实现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生态”，以生态
高颜值推动发展高质量，加快推进美丽
生态和谐小康甘孜建设。

刘成鸣强调，各级各部门一要聚焦
重点任务，强化工作落地落细落实。要认
真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全力以
赴推进河湖“清四乱”等专项行动，全面
提升城镇污水处理率，持续加强执法监
管、水环境质量改善、水生态修复。二要
聚焦问题导向，加快补齐短板弱项。要不
折不扣整改销号，确保问题整改不留死
角、不走过场；要动真碰硬督查问责；要
举一反三建章立制；要结合“十四五”规
划编制科学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持
续巩固提升水环境质量。三要强化宣传
引导，形成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要扩大
宣传受众面，不断提高全社会河湖保护

工作责任意识、参与意识；要敢于曝光抓
典型，把压力传导到位，倒逼工作扎实开
展；要引导各方齐参与，自觉接受群众的
监督和评价，倡导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
四要精准压实责任，为全面履行河（湖）
长制提供有力保障。各级各部门要按照
中央、省州部署要求，各司其职、联动协
作、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各级党委政府
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履行好河流治理
的“管、治、保”任务；各级河（湖）长要切
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级河（湖）
长办公室要发挥好统筹、指导、协调、督
导、考核职能，督促相关部门抓好贯彻执
行；河（湖）长联络单位要及时协助河

（湖）长掌握工作推进情况。
州“四套班子”相关领导，州委、州

政府联系副秘书长，各县（市）、州级相
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记者 杨杰

我州召开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推进会
刘成鸣主持并讲话肖友才向秋出席

甘孜日报讯 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
实人社部、省人社厅关于稳就业保就业
和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党中
央和省州委“六稳、六保”系列政策，10月
10日，我州在康定市姑咱镇举办2020年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助力脱贫攻坚就业
创业活动”甘孜州招聘会，建立省内地区
之间、县市之间深入开展人力资源合作
的稳定长效“传输带”，实现公平共建、资
源共享、合作共赢，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省人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田杰在
招聘会启动仪式上表示，今年以来，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

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
务，取得了来之不易的积极成效，全省城
镇新增就业、农民工转移就业、高校毕业
生就业好于预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就
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人力资源服务业
是促进劳动者就业和职业发展、服务用
人单位管理开发人力资源的专门行业。
服务稳就业促就业、优化人力资源流动
配置，是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职责所在。
本次活动是我省持续开展人力资源服务
行业促进就业行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助力脱贫攻坚行动的重要载体，也是疫
情以来在甘孜州组织的规模最大、岗位
最多的扶贫现场招聘会。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由四川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州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承办，是助力我州大中专毕业生实
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的重要载体，省
人社厅、省人才交流中心和州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针对我州应往届高校毕业生、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其他有求职
意愿的各类人员的需求，组织了省内55家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及企业参会，提供就业
岗位5360余个，涵盖建筑、制造业、交通
运输、物流、通信、新能源、金融、旅游、教育
科研、批发零售等领域。

“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就业促进
工作，始终把就业扶贫作为重中之重。
全州人社部门强化举措，克服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全力促进就业创业，全力推

动工作落实。”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截至目前，全州
各项就业创业目标任务均已达到预期。
我们积极对接广东、成都、都江堰、眉
山、德阳等地 60 余家企业，提供 2500
余个就业岗位，举办了就业扶贫现场招
聘会、民营企业招聘月等活动，共吸引
3000 余人参加招聘会。通过多措并举
稳就业，动态消除了‘零就业’家庭，确
保了全州就业局势稳定。”

据 统 计 ，本 次 招 聘 会 进 场 人 次
4000 余人，接待人次 3465 人，收到简
历 2260 份，大专及以下 1706 人，本科
554人，现场初步达成意向543人。

见习记者 周燕

落实政策稳就业 强化服务保民生
我州举办2020年“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助力脱贫攻坚就业

创业活动”招聘会

10 月中旬，地处川西高原的理塘
县，牧场上的草已变黄，也是牦牛最肥
壮的季节。近年来，理塘县坚持“增草减
牧、肥畜增收”的发展理念，有力推进了
传统畜牧业向现代草原畜牧业转变提
升，理塘牦牛、牦牛肉已成为地理标志。
图为秋季的理塘县高山牧场。
县融媒体中心 叶强平 陶军 摄影报道

秋草黄
牦牛肥

甘孜日报讯 城市信用是一座城市
的软实力，是城市发展中不可复制的竞
争力。近日，在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
新一期排名中，我州在全国 40 个地州
盟城市总体信用排名中位列第一，首创
历史佳绩。

全国城市信用状况监测排名是运
用互联网信息采集与大数据挖掘技术，
监测一年期内全国261个地级市、40个
地州盟的四类行为主体——政府部门、
企业、社会组织、司法机关在政务诚信、
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四大领
域的信用信息，监测分析数据来源于
10000 多个互联网网站的公开信用信
息，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芝麻信用
提供的信用相关数据，及各城市归集共
享的城市信用数据。通过对各城市在信

用制度和基础建设、营商环境、信用监
管、权益保护四大方面情况的综合评
价，形成城市的综合信用指数并排名。

今年以来，我州深入贯彻落实国家、
省信用体系建设部署要求，克服自身客
观不足，铆足足劲头“赶学比超”，政务、
社会、商务、司法四个领域诚信建设实现

“跨步前进”。其中，作为营商环境和经济
社会高质量晴雨表的城市信用监测排
名，更是连续5个月持续攀升。

信用制度和基础建设不断完善。建
立“1+3+2”组织体系，完善以《甘孜州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为总纲，政务
诚信、个人诚信和电子商务领域诚信3
个具体实施方案为重点专项及文化旅
游、金融、商务、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等领
域制定出台的35个行业信用建设规范

性文件为细化的“1+3+N”制度体系。建
成甘孜州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人口信息
业务备份资源库、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金融信用信息综合服务平台3
个行业信用信息系统的“1+3”信用信息
基础设施，支撑公共、个人、企业、金融信
用信息管理服务。开通“信用甘孜”、全国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川甘孜）门户网站
以及信用甘孜APP。建立信用信息管理
规范，编制发布《甘孜州州级信用信息目
录（2020 版）》，梳理信用信息目录218
项。截至目前，平台归集信用信息数据
595万余条，其中本州行政许可、行政处
罚数据16177条；信用主体数据19408
条，基本涵盖全州所有机关、企事业单
位。实现了所有类别信用信息与信用主
体信息的关联，市场主体公共信用报告

可自动生成及自主查询。
多领域信用监管持续加强。将政务

诚信建设作为“先手棋”，推动政府守信
践诺机制建设，加强公职人员诚信管
理，在公务员录用、调任过程中核查个
人社会信用记录。持续加强政府机构失
信问题专项治理，开展拖欠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账款清理工作，完成了1例政府
机构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将政务失信被
执行人记录修复清零。在金融、司法、纳
税、卫生、市场、生产、民生保障等领域
开展行业信用评价，评价结果记入主体
信用记录，实施分级分类差别化监管，
构建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
其中，已对 7223 户市场主体开展公共
信用评价分级分类，对 7809 户纳税人
进行了信用等级评价，（紧转第四版）

我州城市信用排名位居全国地州盟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