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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定县“十三五”
国家支持项目
建设成绩喜人
完成投资5.8778亿元
27个项目建设竣工

甘孜日报讯 12月22日，
记者从州水利局获悉，2016
年以来，全州水利系统积极践
行习近平治水管水新思想，坚
决贯彻执行州委州政府系列
决策部署，坚持以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统揽水利工作全
局，以水利助推脱贫攻坚产
业发展为主线，以饮用水安
全和水环境保护治理为重
点，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与管理，大力推动河（湖）长
制从“有名”到“有实”转变，
深入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
加速融入全省“五横六纵”引
水补水生态水网，加快构建
人水和谐的现代水治理体
系，提升了水利保障全州经
济社会发展能力。

州水利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十三五”期，全州水
利系统紧扣州委总体工作
格局，深入推进重点水利工
程补短板提质量，全面抓实
水利行业强监管优服务，累
计 投 入 水 利 项 目 资 金
34.5792 亿元，新（续）建水
利项目 241 个，为我州经济
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了用水
安全保障与支撑。

优质高效推进重点水利
工程建设。新（续）建48个中
型骨干水利工程、灾后薄弱
环节中小河流治理和主要江
河治理堤防项目，覆盖灌面
40.49 万亩，新建堤防 17.41
公里，综合治理河长97.19公
里，水利基础设施网络更加
完善。水利脱贫攻坚取得新
成效。全力推动水利脱贫攻
坚，累计投入资金 8.7516 亿
元解决了 18 个县（市）1584
个村 15.1258 万名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受
益人口达 48.3539 万人，全
州 农 村 自 来 水 普 及 率 达
85.85%；建成太阳能泵站等
95 个“产水配套”项目和渠
系配套项目，新增有效灌面
43.88万亩，水利保障民生能
力得到大幅提升。

建立各级河（湖）长制领
导体系。设立四级河湖长
5601 名，竖立河长公示牌
1300多个，州县乡三级河湖
长累计巡河 6.87 万次。综合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817.32
平方公里，征收水土保持补
偿费6437.77万元。累计征收
水资源费（税）8.25 亿元，建
成 292 个自动雨量站（水位
站、水文站），完成省级水功
能区划内 20 条河流出境断
面、甘孜州9个重要水功能区
及21处规模以上入河排污口
点位监督性水质监测。完成
应整改207座水电站下泄生
态流量整改销号，建成全省
节水型社会重点县1个和节
水型企业（公共节水型单位、
水利行业节水机关）25个。

记者 张嗥

全州水利系统
为高质量发展

提供强力
“水“支撑

“以前我们为喝水伤透脑筋。
现在可好了，水利局帮我们把水井
打到了自家院外，不管是洗菜、洗
衣、做饭都方便得很。”入冬以来，
虽然德格县寒气逼人，但老百姓的
心却因为安全饮水项目感到温暖。
在谈到现在的安全饮水条件时，曾
经被“吃水问题”长期困扰的格公
村村民白马牛麦由衷赞叹。

德格县地处青藏高原，海拔
5000 米以上的山峰多达 30 座，冬
季最低气温达零下20℃，是四川省
水利厅定点帮扶的国家扶贫开发
重点县。在全县实施安全饮水项目
之前，深度贫困地区特别是高寒边
远地区，老百姓生产生活用水大部

分是到邻近河流或山溪自取，不仅
取水不便、水质无法保证，同时还
可能引发包虫病。

受地理环境等因素制约，我州
大多数地区百姓和白马牛麦一样，
曾经被饮水问题长期困扰。

丹巴县中路乡纵宁村地处半
高山，除生活用水外，田间灌溉长
期缺水，成为全县用水最困难村
之一。从试点建设太阳能光伏提
灌站开始，当地百姓自发地夜以
断日投工投劳，当试水成功的那
一刻，听着“哗哗”流水声，看着曾
经渴望却不可及的河水，连绵不
断注入到村口的高位蓄水池，村
主任巴村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以往每年一到三、四月，村民们就
心急如焚，眼看着山脚下的小金
川河水潺潺流过，回头再看看田
间快焉了的玉米，一愁莫展。巴村
说，“这下有水就好了，今年我们
的庄稼一定会丰收，今后无论我
们种什么都可以，全村通过发展
产业致富有盼头了”。

民 以 食 为 天 ，食 以 水 为 先 。
2016年以来，全州水利系统从百姓
民生入手，从老百姓安全饮水破
题，把解决饮水安全问题作为一项
政治任务，让老百姓有水吃、吃上
安全水作为最基本的民生保障。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我州
始终把解决农村饮水问题作为改

善民生的大事来抓，紧紧围绕贫
困户“有安全饮水”的脱贫攻坚目
标，加大安全饮水排查，针对性制
定攻坚举措，推进巩固提升和查
漏补缺，补齐安全饮水短板弱项，
聚焦建档立卡贫困户，确保不落
下一村一户，确保“农村饮水安全
有保障”。截止目前，全州完成 972
个贫困村和 612 个非贫困村农村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建设，累计完
成投资 67640.94 万元，让 48.3539
万人受益，其中解决了 1584 个村
15.1258 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的饮水安全问题，为全州 18 个县

（市）全部摘帽退出提供了安全饮
水保障。

水“润”民心百业兴
“十三五”期我州下力气做实“水”文章

◎甘孜日报记者 张嗥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利

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

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

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

2016年以来，全州水利系统积极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治水管水新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州

委州政府系列决策部署，坚持以“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统揽水利工作全局，以“水利助推脱

贫攻坚产业发展”为主线，以饮用水安全和水

环境保护治理为重点，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与管理，大力推动河湖长制从“有名”到“有实”

转变，深入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加速融入全

省“五横六纵”引水补水生态水网，加快构建人

水和谐的现代水治理体系。

据统计，“十三五”期，全州累计投入水利

项目资金34.5792亿元，新（续）建水利项目

241个，为我州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了用水

安全保障与支撑。

甘孜日报讯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全国、省
人大代表集中视察泸定座谈会上获悉，“十三
五”期，国家支持泸定县52个规划项目，涉及
民生改善、产业发展、社会事业、生态环境、基
层政权和社会管理五大类；截至12月初已到
位资金6.2636亿元，累计完成投资5.8778亿
元，其中27个项目已建设竣工。

“十三五”期以来，泸定县坚持用好、管好
国家规划项目，随着一批重大项目落地落实，
对促进全县发展、民生、稳定各项事业发展发
挥了重要作用。

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
困。全面实现44个贫困村退出、3042户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的目标任务，全县贫困发生率从
15.6％降至0%，在全州率先实现县摘帽。

经济保持平稳增长，质量效益稳步提升。
“十三五”期，泸定地区生产总值年均长9％，
预计 2020 年达到 28.9 亿元；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年均增长 11.6％，预计 2020 年达到
8.01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
9.6％，预计2020年达到2.87亿元。全县产业
结构不断优化，三大产业结构调整为14：30：
56，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壮大，全域旅游快速
发展，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现固。

社会事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教育事业全面均衡发展；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健全完善，城乡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达99％，
孕产妇死亡率降至十万分之三十二以内，新
生儿童死亡率控制在千分之七以内；社会保
障实现全面覆盖，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3％，农村
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増长10.6％。

生态功能持续增强，绿色发展成效明显。
目前，该县有效管护森林资源196万亩，巩固
退耕还林成果 6.1 万亩，全县林草覆盖率达
73.53％。几年来，该县成功创建省级生态乡镇
2个、省级湿地公园1个、州级生态村40个、绿
色家园1317户；全面推行河（湖、库）长制，县
城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100%，大渡河出入
境断面、饮用水源地水质均达国家Ⅱ类标准
以上，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及回收处置率
达100，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到省控标准。

基础设施持续改善，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十三五”期以来，雅康高速通车泸定，国道
318 线二郎山至白日坝段路面大修全面完
工，泸石高速启动建设；泸定县建成通村通畅
路137公里、产业路259公里，改造提升农村
公路38公里，建制村实现通达、通畅和通客
运“三个100％”；城乡电网改造成效明显，累
计改造城镇电网11.6公里，完成28个村农网
改造；水利基础设施全面加强，农村安全饮水
工程全面完成；城乡建设提速增质，建成省级
特色小镇1个、传统村落2个，最美乡镇2个、
最美村寨4个，创建省级“四好村”12个、州级

“四好村”79个。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发展动力持续增强。

率先在全州启动党政机构改革，乡镇行政区
划调整改革全面完成；率先启动教师编制“县
管校聘”并在全州推广；累计清理行权事项
253项、公共服务事项254项、中介服务事项
34 项、“最多跑一次”事项 527 项，全面实行

“三十三证合一”，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民主法治不断健全，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十三五”期以来，泸定深入实施依法治县战
略，广泛开展“七五”普法，全县群众法治意识
不断增强；服务型基层政权和基层党组织建
设不断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成效显著，成
功创建6个州级、22个县级“文明村”。

记者 刘小兵

甘孜日报讯 今年以来，炉霍县坚持疫情
防控与商务经济发展两手抓两手硬，积极创
新工作举措，推动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聚焦消费促升级。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为拉动全县消费回升和社会经济增长，陆
续打出消费提振“组合拳”，围绕“圣洁甘孜·
悦生活”配套开展了系列消费促升级惠民活
动。截至目前，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
达2.96亿元。

聚焦项目抓投资。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
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谋划储备一批符
合产业政策、符合客商需求的大项目、好项
目，提高项目招商引资成功率。截至目前，实
现招商引资到位资金1.07亿元，签约招商引
资项目3个，组织参加商务推介活动14场次。

聚焦电商谋发展。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带
动和活跃农村经济活力的重要途径，补齐物流
短板，拓宽电商渠道，打通农村快递“最后一公
里”。建设完成1个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
心 、16个乡镇电子商务物流服务站、88个村级
电子商务物流服务点，完成电商普及培训2708
人次、建档立卡贫困户704人次，完成电商增
值培训428人次、建档立卡贫困户101人次。

县融媒体中心

安全饮水润民心

深秋，漫步在甘孜县雅砻弯湿
地公园时，一股微风卷着清新湿润
的空气扑面而来，沿河两畔的柳树
随风拂动，水面时而可见鸟影掠过，
大大小小的鱼儿在清澈的水塘里游
来游去，还有不少野鸭在河岸边嬉
戏。难以想象，眼前如画般的美景，
在过去经常是尘土飞扬、空气干燥。

河湖闪耀，亘古长流。随着河
（湖）长制的深入推进，“河清、岸绿、
水畅、景美”的生态文旅不仅让甘孜
人感到自豪，也让广大游客流连忘
返。“我们从新都桥沿最美景观大道
G318线一路走来，看见甘孜州到处
都是流水潺潺、绿意盎然。这片净土
让我们迷恋。”12月8日，在理塘县
无量河湿地公园游玩的广东游客陈
女士和家人感慨地说。

“最近两年，我们这儿的变化
的确比较大，以前的臭水塘变成了
清澈的景观湖，过去的风沙不见

了。水清了，山绿了，景色美了，游
客也多了。”隆冬时节，康定市色龙
村山峦叠翠、秀水澄澈，吸引了众
多游客前来观光游玩。村民刘光彬
高兴地说，过去我们村民没有保护
水资源的意识，随着康定市深入推
进河（湖）长制工作，全力实施“山
植树、路种花、河变湖”工程后，我
们村子变得越来越美了，大家保护
环境的意识也越来越强。

“十三五”期，全州上下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紧紧围绕川西北生态示范区战略
定位，大力实施“三创联动”，以维
护河湖健康生命、实现河湖永续利
用为目标，积极构建全覆盖治水体
系，全面落实各项工作保障，不断
激发全社会管护动力，全州河（湖）
长制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实现
了“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为全
州生态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据了解，2016 年以来，我州通
过建立各级河（湖）长制领导体系，
设立四级河（湖）长 5601 名，竖立
河长公示牌 1300 多个，州县乡三
级河（湖）长累计巡河6.87万次。正
式实施《甘孜州实施<四川省河道
采砂管理条例>补充规定》。通过强
化水土保持监管，综合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 2817.32 平方公里，征收水
土保持补偿费 6437.77 万元。通过
强化水资源监管，加强用水总量管
控，规范取水许可，累计征收水资
源费（税）8.25 亿元，建成292 个自
动雨量站（水位站、水文站），完成
省级水功能区划内20条河流出境
断面、甘孜州9个重要水功能区及
21 处规模以上入河排污口点位监
督性水质监测，完成应整改207座
水电站下泄生态流量整改销号，建
成全省节水型社会重点县1个和节
水型企业（公共节水型单位、水利

行业节水机关）25个。
州水利局负责人表示，面对即

将开局的“十四五”，全州水利系统
将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治水管水
新思想统揽水利工作全局，认真贯
彻执行州委州政府系列决策部署，
以“全面提升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
的水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为目
标，以“水利工程补短板强弱项、水
利行业强监管优服务”为主线，以

“水利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产
业发展”为重点，紧紧围绕“长江上
游经济带发展、川西北生态示范区
建设、甘孜州六大片区现代农牧产
业发展”，大力推进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持续强化水利行业监管，不
断推进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全力提升水利保障全州经济
社会发展能力，奋力谱写美丽生态
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甘孜水利
新篇章。

山绿水清美如画

灿烂的阳光下，提灌而来的河
水正从引水管道汩汩冒出，流进一
个个蓄水池，再分流到一片片土
地，让土地上青葱的庄稼如饮甘
露。今年1月，得荣县古学乡左贡村
投 入 579.88 万 元 、装 机 容 量
275kw、扬程 820m 的太阳能光伏
提灌站进入试运行。看着清澈的河
水，源源不断地流入蓄水池，村民
们载歌载舞，村民次仁彭措激动地
说：“今后我们再也不愁没水浇灌
地了，再也不用整夜守水放水了，
感谢党、感谢政府，也感谢水利局
给我们修的好工程”。

贫在水上，困在水上，在我州得
荣县尤为典型。得荣县属亚热带干
旱河谷气候区，境内有金沙江、定曲
河、玛曲河、许曲河和岗曲河“一江

四河”，年均总径流量52.28亿立方
米。但得荣县全县山高谷深，极高
山、高山、半高山占土地总面积的
99%，河谷平坝仅占1%左右，峡谷
里的水很难被高山利用，辖区严重
缺水，呈现出“山下水白流，山上土
冒烟”的窘况。同时，由于当地年平
均降水量为347.1毫米，而年平均蒸
发量却高达2368.8毫米，蒸发量是
降水量的6.8倍，日照时间2097小
时/年。因为降水量少、蒸发量大、日
照时间长，得荣成为四川最干旱的
县，被人称为“西南干旱中心”。由于
严重缺水，得荣大部分山地靠天吃
饭，撂荒地四处可见，一些村庄被迫
整体搬迁。生产困于水、百姓穷于
水，缺水问题成为影响得荣群众生
活和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十年九旱，四季缺水。如何解决
“靠水不能吃水”的难题，建立用油提
灌站成本高、机器管护难。得荣县把
目光瞄准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太
阳能。从2016年以来，得荣县先后建
设18座太阳能光伏提灌站，新增、改
善灌面6500亩，惠及基层群众650
户3590人，持续解决得荣县广大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工程性缺水问题。

州水利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我州水利扶贫坚持“水利项目
跟着产业走，产业布局到哪里，水
利项目就跟进到哪里”原则，因地
制宜、对症下药、靶向治疗，始终将
水利扶贫项目规划与脱贫攻坚产
业发展布局无缝衔接，致力于解决
每一个扶贫产业用水问题，做到扶
贫产业用水保障全覆盖，着力破解

扶贫产业发展用水瓶颈。
引来致富活水，助农兴业又兴

产。据了解，“十三五”期，我州大力
推动水利脱贫攻坚，全州水利建设
扶贫专项投入资金17.534亿元，基
本建成了覆盖村庄保障群众饮水安
全和扶贫产业发展用水的供水网
络。同时，为着力解决产业发展用水
问题，有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有效
助推脱贫攻坚产业发展，全州建成
太阳能泵站等95个“产水配套”项
目和渠系配套项目，新增有效灌面
43.88 万亩，2016 年至 2018 年，实
施15个县29个小型农田水利和高
效节水灌溉“产水配套”项目建设，
总投资 23321.5 万元，新增高效节
水灌面7.5163万亩，为群众脱贫攻
坚提供了有力的水利保障。

水利扶贫促增收

炉霍县

推动商务经济
高质量发展

实施水利灌溉工程后的得荣因都坝。本报资料库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