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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康定市

举办民居旅游接待培训班
甘孜日报讯 近日，记者从康

定市人社局获悉，该市2020年民
居旅游接待“创业+技能”培训班
在雅拉乡王母村圆满结业。

据了解，此次培训邀请了国
际饭店与餐饮酒店行业协会的
专业老师，采取理论学习、现场
教学、分享交流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授课，课程就如何创新思维、
转变思路，挖掘乡村自然和文化
资源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讲
解了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的最新
实践案例，并对特色菜品烹制、

酒店管理、客房服务、商务礼仪、
导游解说、消防安全等内容进行
逐一讲授。同时，培训老师充分
利用“十一”旅游黄金周，精选了
几个有代表性的民居旅游经营
点，采取老师、业主与游客面对
面交流的方式，为学员提供了鲜
活、丰富的现场教学，深化了教
学内容。

据悉，来自王母村40名农家
乐、民宿业主参加了此次为期10
天的培训。

李程 见习记者 周燕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得荣县
在大力培育发展脱贫产业的同
时，积极引导和联系各帮扶单
位、企业和个人开展消费扶贫，
通过认购、采购和消费涉贫产品
的方式，促进区域内各类扶贫产
业不断发展壮大，使其成为巩
固、发展脱贫成果的长效、可靠
依托。

“探索模式”拓销路。该县大
力实施东西协作助销、帮扶单位
订销等“八销”模式，积极打造“阳
光得荣”区域品牌，拓宽农产品销
售渠道。

“云上直播”助推销。该县通
过开展佛山·得荣汉藏家庭暑期

“云结对”活动，以松茸为媒介开
展两地直播连线卖货PK，吸引超
80万网友围观下单16余万元。青

羊区成功促成得荣县粮油购销贸
易公司与四川华业鼎兴农业有限
公司签订得荣县红心马铃薯购销
合作协议，华业将以每斤 2.38 元
的价格订购得荣县500亩红心马
铃薯。

“线上店铺”促营销。该县指
导兴荣绿色食品完成线上淘宝店

（嘉品仓旗舰店）建设，销售绿色
食品 249 单 21837.94 元。驻县企
业德娜食品有限公司和高原树椒
科技有限公司收购当地蜂蜜 30
吨、树椒 11 吨，并分别通过电商
促销和直播带货的方式销售农特
产品 320 余万元，直接带动贫困
户均增收 300 元以上，土地每亩
增收3000元以上，实现贫困群众
增收脱贫致富。

县政府办

得荣县

消费扶贫助脱贫

甘孜日报讯 21日，记者从州
水利局获悉，近年来，该局认真贯
彻落实州委州政府的统一部署，
把解决贫困地区农村饮水安全问
题作为全局水利工作的“头号工
程”，强力攻垒，多措并举，举全局
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让当地百
姓在水利发展中享有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

快速推进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建设。投资 7649.93 万元，解决
67556名群众的饮水安全问题，已
完成 268 个村的建设任务；投资
1596万元，完成建设28口深机井。

稳步开展太阳能泵站项目建
设。石渠、德格等8县太阳能泵站
项目已开工，丹巴县已进入招标阶
段。截至目前，完成工程量30.4%，
完成投资1669.72万元，完成总投

资（6639.44万元）的25.15%。
确保农村水费收缴工作取得

实效。各县（市）按照自身实际情
况已完成水价核定工作，23 处千
人以上农村供水工程处数收取率
78.26%，水费收缴率50.4%；3089
处集中工程，收费处数 1045 处，
处数收取率33.8%，水费收取率为
18.86% ，全 州 共 计 收 取 水 费
135.51万元。

有力推进水利工程巡管员岗
位设置。鼓励各地根据水利工程
管理任务情况，适当增加岗位数，
多渠道筹措资金，确保实际落实
人数不低于省级下达任务数。截
至目前，全州落实水利巡管员
1605人，落实资金723.6万元，已
拨付资金366.44万元。

本报记者

州水利局

抓实农村安全饮水“头号工程”

甘孜日报讯 10 月 20 日，笔
者从泸州市对口帮扶乡城县前方
指挥部获悉，泸州一援建干部为
帮助当地群众将滞销的 2000 多
斤辣椒“变现”，通过微信带货，3
天卖出2000多斤辣椒。

“带货人”是泸县公路运输管
理所党支部书记兼副所长、乡城
县香巴拉镇渔洼仲村驻村干部黄
成。10月初，黄成在下村开展工作
时，看到农户家成熟的辣椒，得知
村民没有销售渠道，辣椒可能要
烂在地里时，黄成便想到通过微
信带货，帮助当地解决秋收辣椒
滞销问题。

据黄成介绍，10 月 11 日，自
己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高原有
机辣椒，没有打一点农药和使用
化肥的原生态辣椒，特别适用做

泡椒哦……”的消息后，陆续有人
在微信联系自己，说想要购买高
原辣椒回去试一试，只用了3天，
2000多斤辣椒全部售罄，还卖了
1万余元，当地15户贫困户受益。

辣椒卖出后，“售后”服务也
是黄成一手包揽。当2000多斤辣
椒从乡城县运到泸州后，黄成联
系交通工具，驱车将已经有“买
主”的辣椒运送至各购买人手中。

“这次微信带货是我首次尝
试，之后也会不断探索应用互联
网，将乡城县的优质农产品带出
去，送上城里更多人的餐桌。”黄
成表示，希望今后能带领更多的
村民进一步扩大辣椒种植面积，
继续实施消费扶贫，探索更多销
路，让群众的钱包更鼓。

魏冯

泸州援建干部

微信带货销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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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稻城县
立足资源特色和发展实际，坚持

“需求导向、人才为先、科技支撑、
统筹资源”，大力培育本土人才，不
断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进
一步发挥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上
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增长
方式的转变，壮大优势产业、提升
特色产业发展效益，持续推动农牧
民群众增收致富。

兴产业，强乡村“筋骨”。结合稻
城县经济生活、生产发展及市场需
求实际，探索产业发展路子，明确产
业发展方向，以项目为抓手，强化科
技扶贫提质机制创新，形成“科技支
撑、精准设计、产业推进”的科技扶
贫整体思路，科学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坚持以优质、高效、生态、安全为
基本准则，优选培育适应本地的种
植品种、养殖方式，并通过引进示
范、做亮试点，不断扩大产业规模，
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在贫困户中掀
起了种植养殖“热潮”，对转变种养
户生产理念、市场观念，开辟新的生
产门路、调整生产结构等方面产生
了积极的引领作用。近年来，稻城县
推广种植大棚蔬菜、核桃、大樱桃，
养殖藏香猪、藏香鸡，择优引进无土
栽培草莓、番茄、萝卜，花椒新品种
等科技扶贫项目10余项，支持经费
150余万元。

重培训，通人才“血脉”。建立
农村科技培训教育长效机制，坚持

“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以“缺
什么、补什么”为基准，采取集中培
训、分户指导、现场讲解、座谈答疑
等方式开展提高性和普及性培训。
近年来，“科技扶贫万里行”专家团
队累计赴稻城县开展培训 20 余场
次，现场技术指导40 余场次；培训
农村实用技术人才 1000 余人次、
本土人才 15 人次、经营主体带头
人 96 人次；培训科技示范户 120
户；发展培养基层农技员、“田秀
才”、“土专家”55 人。同时，采用

“互联网+培训”的模式，通过微
信、QQ 群等方式联线农技专家在
线解答村民棘手问题，从根本上解
决发展难题。

增创收，拔群众“穷根”。根据
产业发展的不同需求，围绕已形成
并初具规模的主导产业，指导建立
畜禽养殖基地、高海拔蔬菜示范种
植基地、冬暖式大棚基地，并与“科
技扶贫万里行”活动专家团队签订
技术顾问协议，借助电商平台，利
用“互联网+农业”模式拓宽销售渠
道，为持续推动稻城县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提高农村产业层次和农牧
业经济效益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
来，稻城县无土栽培种植草莓和番
茄年产量在 8000—8500 斤左右，
通过实地采摘售卖模式吸引大量
游客，实现年收益达8万余元；高海
拔蔬菜种植户通过“线上线下”模
式辐射周边县、乡（镇）以及向当地
饭馆售卖蔬菜、核桃，实现年收益
达15万余元，核桃种植户年收益达
3000 余元；“高原之珍藏香猪养殖
专业合作社”借助电商平台售卖藏
香猪肉实现年收益达5.6万余元。

记者 李娅妮

稻城县
持续推动农牧民群众

增收致富

川藏铁路的“头”——成都到雅安段、“尾”——林芝到拉萨段已经建成和在建，雅
安至林芝段位于中间部分，这一段获批让川藏铁路“头尾相连”。

省内专家纷纷表示，这对沿线经济具有“发展杠杆”“重要引擎”“关键变量”的巨大
作用。它意味着交通的便利、经济的驱动、科技的促进、文化的交融和机遇的汇聚，“对
四川来讲，这是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川藏铁路
雅安至林芝段

林芝

雅安

新建正线

1011公里

全线共设

26座车站

铁路等级Ⅰ级

正线数目

双线
设计时速

120至200公里
牵引种类

电力

闭塞类型

自动闭塞

川藏铁路“最难段”
获批背后

◎四川日报记者 王眉灵

川藏铁路“最难段”获批，代表着
川藏铁路即将全线开建，几代人的梦
想即将成为现实。

自 1951 年开始，按原铁道部安
排，位于四川的中铁二院就开始进行
勘察活动，着手川藏铁路前期准备；上
世纪90年代，川藏铁路开始选线；21
世纪初，川藏铁路勘测设计加快；
2014 年，随着成雅段、拉林段相继开
工，川藏铁路全面开建。

关于进藏铁路，专家提出多条通
道。从距离来看，成都到西藏最近，但
川藏铁路准备多年，迟迟未动，青藏铁
路却在2006年建成。究其原因，川藏
铁路建设实在太难了——从成都向西
行到达拉萨，沿途经过世界上地形最
复杂的五大地形区，穿越了我国最长、
最宽、最典型的以三江并流为代表的

横断山区。线路所经路段，有的地方地
温高达80多摄氏度，有的地方埋深近
2000米、需用多种手段对山体深处进
行探测，有的地方含氧量只有平原
50%，且常年严寒飘雪……

尽管难，但对关键技术的研究从
未停息。雅康高速公司董事长黄兵记
得，在建设雅康高速期间，中国工程院
院士郑皆连等曾多次到现场考察，力
求通过公路建设为铁路建设总结经验
和教训。

建设川藏铁路，线路走向极为重
要。中铁二院几十年来持续勘察研究，
基本探明建设廊道的地质构造和地
形、地貌特征，以及重大地质灾害分布
情况，以“减灾选线”为理念，同步开展
多次研究，以确定线路走向。其间，线
路走向多次调整，正线长度从1800公

里左右调整到1500余公里，概算投资
从2000多亿元增至超过3000亿元。

线路选择还有个小插曲。出于难
度考虑，很长一段时间，川藏铁路都是
按单线、最高时速160公里规划设计，
和青藏铁路一样。近年来，中国高铁发
展迅猛。2016年版本的川藏铁路雅安
至林芝段设计方案中，设计已更改为
铁路双线、最高时速200公里。从国家
发展改革委对雅林段可研报告的批复
来看，“铁路双线、最高时速200公里”
也被保留了下来。

记者了解到，从线路勘测、铁路建
设、后期运营等，我国已形成整链条的
研发、生产和装备力量，直径超10米
的隧道掘进机正在研制中，将用于川
藏铁路长隧建设，适宜运营的动车也
在研发中。

“过去一段时间，大家都在思考：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甘孜、阿坝
如何融入？”曾洪萍说，川藏铁路或许
就是答案之一。在她眼中，川藏铁路的
开建，对于川西北地区特别是甘孜的
经济社会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川藏铁路结束了甘孜没有铁路的
历史。“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货畅其
流”将带来川西北农特产品销售半径
的变化、游客涌入的变化，能够快速拉
动经济增长和农牧民增收致富。

放眼更大的区域格局，西南财经
大学教授、西财智库首席执行官、省决
咨委委员汤继强认为，川藏铁路建设
有利于川藏之间深度融合发展，也将
促进东、中、西部产业协同发展。

站在产业带动的角度，汤继强认
为，川藏铁路在规划、建设、运营的每
个阶段都能够带动一大批产业，提供
远超工程本身的空间。他预计，川藏
铁路的建设运营将带动形成万亿级
的川藏铁路产业带。“对于川藏乃至

整个西南地区而言就是一次强大的
‘正向冲击’。”

除了经济效益外，盛毅认为，川藏
铁路还具有良好的社会、科技效益。一
方面，川藏铁路的建设能够取得增加
就业、提升沿线地区医疗教育水平等
良好社会效益。另一方面，攻克川藏铁
路技术难题的过程，往往也是重大科
研创新的过程，而多学科领域的交叉
融合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重大发现
和发明。

一次强大的“正向冲击”
带动形成万亿级川藏铁路产业带

在省社科院研究员盛毅看来，这
条1000余公里长的铁路，将让四川在
全国铁路网中的枢纽作用更为突出。

摊开地图可以看到，四川向西，是
广袤的山区和川西北高原地区，也是全
国铁路网罕有的“空白区”。而川藏铁路
的建设，让全国铁路网得以向西延伸和
覆盖；全国其他地区与西藏经此通道往
返，四川是必经之地，枢纽地位凸显。

“它让四川铁路网由‘K’字形变
为‘米’字形，铁路网格局发生改变。”

四川省区域经济研究会会长、西南交
通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中心
主任戴宾说。

省经济发展研究院区域研究所副
所长曾洪萍认为，以前西向铁路是四川
的弱项。出川入川的通道，总的来说，还
是东南北三个方向居多。向西，实际上
是经过川北，也就是北向完成的。

川藏铁路的建设弥补了这一短
板，将提升四川在全国铁路网中的地
位，让四川承担更重要职能、发挥更大

作用，有利于发挥四川对西部经济发
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曾洪萍注意到，有了川藏铁路这
个更为“正宗”的西向出川通道，将极
大地促进西藏、四川乃至成渝地区的
西向开放，有利于推动四川形成新的
开放格局。

未来，川藏铁路可通过拉萨连接
西藏亚东和聂拉木两大通往南亚印
度、尼泊尔的陆路口岸，进一步畅通我
国与南亚地区的陆路经贸通道。

一次填补空白之举
提升四川在全国铁路网中的地位，进一步畅通我国与南亚地区的陆路经贸通道

◎四川日报记者 徐莉莎 王眉灵 宁宁

川藏铁路将给四川带来什么？

酝酿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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