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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建设团结富裕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甘孜
贯彻落实州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我州聚焦
重点工作，破解基层难题；尊重基层

“点菜式”选择，确保精准赋权；扩权赋
能持续发力，做实两项改革“后半篇”
文章，打通基层执法“最后一公里”。

我州按照省政府统一安排部
署，立足基层承接能力，围绕基层
管理迫切需要，聚焦水土资源保
护、村镇饮用水管理、森林草原防
灭火、农村公路路政管理、安全生
产监管等重点工作，坚持“成熟一
批，下放一批”原则，赋予乡镇（街
道）县级行政权力事项，破解基层
行政管理“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
着的看不见”等问题。

各县（市）人民政府充分调研，
广泛听取基层意见，尊重乡镇（街

道）“点菜式”选择，考虑乡镇（街道）
经济社会发展、客观需求、承接能力
等实际情况，按程序报州人民政府
审核后，确定了第二批赋予乡镇（街
道）县级行政权力事项清单，平均每
个县（市）赋予乡镇（街道）县级行政
权力事项 72 项，实现了“一类乡镇

（街道）、一张清单”。
我州在明确乡镇（街道）法定权

力基础上，陆续赋予乡镇（街道）县
级行政权力事项，着力打通基层行
政执法的“最后一公里”，全面提升
基层行政执法能力和基层治理水
平，为有效推动乡镇行政区划和村
级建制调整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
落地见效打下了坚实基础。

刘帅

我州精准赋权

打通基层执法“最后一公里”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我州切实
加大体育设施建设，壮大体育人才
队伍，广开全民健身活动，大力推进
全民健身，让体育“热”起来。

做好村社活动中心、城镇健身
中心、体育场馆建设，积极构建社区
15分钟健身圈；加强城市公园绿地
等资源公益利用，鼓励各方力量兴
建体育设施；开展健身场地器材补
短工程，投入960万元在全州48个
乡镇各建成700平方米的多功能全
民健身体育场地；推进“双无”县体
育场馆建设，力争 3 年内按相关标
准建成体育场（馆）、全民健身活动
中心24个。

倡导 18 县（市）建设全民健身
志愿者队伍，推动形成覆盖城乡的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队伍；加强社会
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 组织宣传科

学健身知识，开展体育培训、健身指
导等活动，每年发展培训二级社会
体育指导员不少于30名，力争3年
内发展各级各类社会体育指导员
300名以上。

倡导全州 289 个乡镇 2181 个
村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培育民间健
身队伍，展示锅庄、弦子、踢踏等民
族舞蹈魅力及老年广场舞活力，做
强378个中小学校青少年校园体育
及民族传统体育，组织、参与大型
体育活动。今年以来，成功举办甘
孜州第 5 届中小学生运动会，带动
1802 余名学生参与，打破全州 13
项并创新 5 项青少年田径记录；组
队参加四川省第14届运动会，在摔
跤比赛中斩获 2 金、3 银、8 铜共 13
牌奖牌的佳绩。

州教育体育局

我州大力推进全民健身

让体育“热”起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建设新时代美丽新村

8 月 4 日，刚到中午十二点半，
“秀琼凉粉店”几大盆凉粉就已售
罄，几名慕名而来的游客只好悻悻
而去。老板秀琼骄傲地说：“不是我
吹，我们甘孜县的麻豌豆做出来的
凉粉就是巴适。”

甘孜县麻豌豆是甘孜县的一
个农特产品品牌，现已发展到 2
万亩规模。相对于小小麻豌豆而
言，甘孜青稞、甘孜马铃薯的良种
品牌效应就更是响当当。种子是
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农
作物产业发展的关键就是良种的
培育。甘孜县青稞现代农业园区
先后获得“四川省绿色健康放心
食品单位”“四川省质量品牌信誉
3A 单位”“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四川星级园区”等荣誉，是
甘孜县甚至甘孜州的金字招牌。
在这块金字招牌的统揽下，甘孜
县建成了甘孜州最大的良种示范
基地——青稞良种繁育示范基地
和马铃薯繁育示范基地。

据甘孜县哦呀农牧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鄢昌林介绍，甘孜县已
建成 3000 亩青稞良种核心基地、2
万亩青稞良种扩繁基地，有康青 7
号、康青 9 号、藏青 2000、黑六棱

（康青 11 号）四个优良品种，年提
供青稞良种 350 万斤、实现产值
1500 万元。建成 4400 亩马铃薯良
种 基 地 ，有 冀 张 薯 12 号 、希 森 6
号、V7、黑宝石、沃土 5 号、七彩马
铃薯等马铃薯新品种，年提供马铃
薯良种 1000 万斤、实现产值 1000
万元。这些青稞良种和马铃薯良种
除了销售至甘孜州各县（市），还销
售到邻近的阿坝州和青海省玉树
地 区 、西 藏 自 治 区 昌 都 地 区 ，以

“优、特、新”打响了甘孜县的“良种
品牌”，为甘孜农业发展探索出一
条新路子。

在高原上竟能看到千姿百态
的热带花草果木，惊不惊喜？意不
意外？可这种惊喜和意外在甘孜县
就发生了。7 月 24 日，走进甘孜县
孔萨农庄的“热带风情馆”，感觉空
气温热湿润，看见热带植物苍翠欲
滴，花卉争芳斗艳万紫千红，置身
其中若身临南国。“热带风情馆”是
甘孜县在对口援建单位中粮集团
的帮扶下，投入 265 万元建成的特
色“植物馆”。馆内种植着香蕉、芒
果树、椰子树等热带树木和花卉观
赏植物，可供一年四季观赏。当地
群众与游客可以亲身体验感受热
带风光，领略科学技术带来的新型
农业。

“热带风情馆”只是孔萨农庄
的一部分。孔萨农庄是甘孜县高原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重要组成
部分之一，位于甘孜县拖坝乡四村
东侧，紧邻国道317线，距离甘孜县
城 9 公里，占地 1100 亩，配套孔萨
官寨、人工湖泊、游客中心、锅庄广
场、步游道等基础设施。项目融入
当地文化，开创性地结合了“农、
文、旅”等主题元素，以大棚农作物
为依托，结合现有青稞田园、山地、
水系等现状自然地理条件，旨在打
造休闲、娱乐、餐饮、农耕体验为一
体的藏式农庄。

“孔萨农庄通过‘农业+’，实现
农旅融合，惠及拖坝乡8个村150户
农户，成为当地脱贫攻坚的‘助推
器’。”甘孜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副
局长郭华兵很自豪地说，这样的特
色农庄在全州是独一份。

（下转第四版）

甘孜县

浓墨重彩织“丰”景
◎沂源融媒

种养科学化
产业增效牧民增收

“目前，九龙县已完成九龙牦牛首次
基因测序，并建立基因库，先后向省内外
调运种牛1万余头。”8月7日，在九龙县汤
古镇九龙牦牛良种繁育场，28头体型高
大、绒毛黝黑丰厚的种牦牛正在草地上悠
闲地吃草。草地一旁，国家畜禽遗传资源
保护与开发利用工程中心和九龙县牦牛
主题综合体验园项目正在加紧建设。

九龙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局长张秀
英介绍，“九龙牦牛作为肉奶兼用型地方
优良品种，被列为我国五大地方牦牛品
种之一。在高标准建设九龙牦牛产业园
区过程中，已成立8个九龙牦牛保种供种
专业合作社，统一选留标准，建立全产业
链溯源体系。”

种养科学化，是甘孜州牦牛产业科
技赋能的第一步。

至 2021 年底，甘孜州牦牛存栏
172.52万头，占全省的41.07%。为做大做
强牦牛产业促进牧民增收，甘孜州确定，
计划用3年时间，实施牦牛特色产业革新
式发展，打造年产值50亿元的国家级牦
牛特色产业集群；实施良繁体系、牧草种
植、科学养殖、产品加工、品牌创建、科技
服务等建设，逐步构建牦牛产业标准体
系，推动牦牛产业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科技赋能，还体现在饲草种植和牦
牛养殖全过程。

8月7日15时，在德格县马尼干戈
镇万亩饲草基地，8台展翼近两米的大
型无人机正对草地进行施肥，两台自走
式大型喷灌机沿地面缓慢作业。

德格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局长春雷
正在向其他县前来考察的工作人员介
绍，该基地以牧草种植、生产加工为核
心，将草场建设、草原修复、现代化畜牧
业发展相结合，已种植牧草超过1万亩。
配套建设饲草仓库、饲草加工厂房等设
施，实现了耕种播收、仓储、生产加工全
程机械化，预计年产鲜草达2万吨。

在理塘县藏坝乡牦牛产业园区，每
天 16 时，工作人员洛泽仁会准时开着
自动撒料车，为圈舍3000头牦牛补饲。
牛舍里实行恒温恒湿智能化管控，终端
根据数据科学指导控制喂养量。

今年以来，甘孜州以现代农业园区
建设为抓手，结合数字甘孜建设，着力
推进牦牛全产业集群建设。目前，集群
内已启动理塘、甘孜、色达、石渠、九龙
5 个牦牛产业园区建设，正在规划白
玉、德格、康定3个牦牛产业园区。

今年7月，投资8320万元的石渠现
代牦牛产业园投入运行，辐射带动全县18
个集体牧场、24个优质牧草种植基地、485
个家庭牧场实现产业增效、牧民增收；依
托园区建设，理塘县带动股份制集体牧场
实现收益4000多万元……件件可喜成效
的助推，让甘孜牦牛产业集群入选2022
年全国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名单。

销售数字化
产销都有新模式

一望无垠的草原上，24间标准化牛
舍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耀眼，数百头牦
牛悠闲其间。在甘孜县标准化养殖和可
视化交易园区，每头牦牛都佩戴了智能
耳标。记者随意扫了一个耳标上的二维
码，手机上即显出这头牦牛的年龄、体
重、产地等信息，以及养殖场或合作社等
基本情况。

甘孜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局长其
格介绍，在销售环节，可视化交易中心
充分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客户
通过手机或电脑，在线上就可扫描每头
牦牛的二维码“身份证”，“云端”了解每
头牛的重量、产地、检疫、保险等数据，
再进行预订，从而实现“养殖育肥、出栏
入市、订购交易、中转运输、屠宰冷藏、
成品输出”全程追踪。

“可视化交易还能让农牧民的牛在
交易市场直接交易，简化了中间交易环
节，从而使农牧民能以最高的价格将牦
牛卖向交易市场。”其格说。甘孜县达通
玛片区的牧民索朗泽仁深有体会，“一头
相同重量的牦牛，通过可视化交易，比以
前多卖500元以上。”

据介绍，标准化养殖和可视化交易
园区是甘孜县国家级牦牛产业集群中
心三大园区之一，占地 300 亩，建筑面
积2.5万平方米，（紧转第四版）

科技赋能现代牧业

甘孜牦牛“链”出国门
“第二批酪蛋白，每吨价格

8.3万元人民币，比上批次每吨多
0.7万元。”8月7日，炉霍康巴圣
德牦牛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郑亮
与韩国客商远程洽谈。该公司利
用牦牛奶渣作原料，提炼加工生
产牦牛酪蛋白系列产品，广泛运
用到食品饮料、生物制品、精细化
工等领域。

早在今年5月，该公司就与
一家韩国制药公司达成协议，以
21400美元的价格出口两吨酪蛋
白产品。作为甘孜州牦牛产业集
群深加工领域的一环，炉霍县酪
蛋白实现了甘孜州牦牛产业链出
口业务“零”的突破。

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甘
孜州依靠科技赋能，全产业链开
发、全价值链提升，不断推动牦牛
产业集群化、现代化发展。

◎兰珍

进入暑期以来，我州红色旅游不断
升温。不少游客选择探访红色旧址、重
温红色历史，来一场“红色之旅”，感悟
幸福生活。图为游客在红军长征时路过
的磨岗岭村，身着民族服装合影留恋。

记者 陈杨 摄影报道

重温红色历史
感悟幸福生活

在海拔超过 4000 米的“天空之
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
县，一款名为“语言海洋泡泡”的小程序
正在当地藏族孩子的社群里流传开来。

这是一款普通话学习软件。孩子们
点击手机界面上的海洋泡泡，依次点击

“收听”“我来说一遍”“再听一次”，就可
以跟着语音片段练习说普通话。

这款兼具实用性和娱乐性的小程
序，是由一群大学生开发的。对孩子们
来说，这是一款充满趣味的游戏，对当

地政府和学校而言，则是推广普通话的
有效手段。

理塘位于川西高原，著名的景观大
道318国道穿城而过，每年都有大批外
地游客途经理塘或到当地旅行。不过，
在藏族人口超过90%的理塘县，语言问
题常常成为人们与外界交流的绊脚石。

正在负责杭州市钱塘区对口支援
理塘工作的中共理塘县委常委、副县长
叶小明对此深有感触。日常工作期间特
别是在下乡的过程中，这位浙江挂职干

部常常受到语言的困扰。他说，和当地
群众交流时，自己能从对方的表情、手
势中感受到他们的热情，但往往听不懂
他们说什么。

“如果他们能够听懂我的话，我也
能够听懂他们的话，我们的感情交流应
该会更进一步。”叶小明说。无法用双方
都能听懂的语言来表达民族一家亲的
情谊，成了叶小明的一件憾事，一方面
他努力地学习当地简单的藏语，另一方
面他迫切希望普通话能够在这个藏族

群众聚居区更好地普及。
事实上，推广普通话也是当地持续

推进的一项工作，包括普通话教师培训、
普通话课本出版、普通话实训基地搭建
等，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传统的推
广方式受地域限制，成效并不高。

推广普通话，推进民族团结，铸牢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也被杭州钱
塘区纳入对口支援的重要工作。叶小明
说，语言是打通东西部交流、民族交流
的必要工具，（紧转第四版）

一群大学生为藏族孩子带来“语言海洋泡泡”

“天空之城”里的推普试验
◎雷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

我州优势特色农产品保费收入
同比增幅达187.38%

甘孜日报讯 日前，笔者从甘
孜银监分局了解到，截至2022年6
月末，全州优势特色农产品保费收
入 5184.07 万 元 ，同 比 增 加
3380.14万元，增长187.38%。

其中：牦牛承保数量39.12万头，
同比增加25.85万头，增长194.71%，
保费收入5086.17万元，同比增加

3359.57万元，增长194.58%，占优势
特色农产品保费收入的99.39%。青稞
承保数量6.02万亩，同比减少0.37万
亩，下降5.77%，保费收入65.03万
元 ，同 比 减 少 10.79 万 元 ，下 降
14.23%；花椒承保数量0.13万亩，同
比增加0.13万亩，保费收入17.66万
元，同比增加17.66万元；豌豆承保数

量0.13万亩，同比增加0.13万亩，保
费收入9.13万元，同比增加9.13万
元；仙桃承保数量270亩，同比增加
270亩，保费收入4.86万元，同比减少
4.86万元；藏系羊承保数量406头，同
比减少94头，保费收入1.22万元，同
比减少0.2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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