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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近期，泸定县迎来花
椒成熟时节，在兴隆镇化林村，全村
3500亩花椒林成熟待摘，一颗颗色泽红
亮、结实饱满、麻香浓郁的花椒拥挤叶
间，它们一团团，一簇簇，在蓝天、白云、
古楼的映衬下醒目艳丽。

化林村属于泸定县高山村，全村
242 户 722 人，当地地理气候条件十分
适合种植花椒，因此花椒产业也成为当
地村民的特色支柱产业，全村花椒年产
量100到120万斤，不少村民靠着花椒
增收致富。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徐国强
介绍：“我们从七月中下旬就开始摘花
椒了，与往年相比，受新冠疫情、销售市
场等综合因素影响，今年的行情要差一
些。但这也为我们在花椒产业中如何延
长产业链条，减小市场价格波动影响，
实现村民种植收益最大化提出了新的
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徐国强告诉笔者，将鲜花椒制作成
干花椒，就是延长花椒保存时间，避免
鲜椒滞销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村民普通
做法是晾晒，但对于大批量烘干，传统
方式明显不起作用，延长花椒产业链迫
在眉睫。

“为把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州第
十二次党代会精神贯彻落实在具体工作
中，我们围绕县委‘12345’工作思路积极
谋划行业工作，在兴隆镇新建年加工
2500 吨的鲜花椒加工厂房，其中包含
500吨的高品质干花椒生产线，250吨花
椒油生产线和相关生产线2条，目前‘三
通一平’已全面完成。”泸定县农牧农村
和科技局现场负责人辜伟说。

“我们施工单位一定高质高效推进
项目建设，按照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强
化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目前，项目的
主要设备材料已进场，力争在9月底完
成钢管桩、防滑桩、堡坎的建设，下一步
在业主方和监理单位的管理下，优质高
效进行项目建设，为泸定县经济发展，
百姓增收贡献力量。”施工单位负责人
肖必康介绍。

目前，泸定县共种植花椒4万余亩，
在花椒加工厂房建设项目有序推进的
同时，当地也进一步探索发展“数字农
业”，打造具有高附加值的农特品牌，促
进农业高质高效，确保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何荣川

甘孜日报讯 金秋八月，正值花椒
采摘季。日前，笔者来到了九龙县乌拉
溪镇河坝村子耳石组林晟合作社花椒
基地，站在高处，映入眼帘的是漫山遍
野的花椒树，散发出阵阵浓郁的麻香，
油亮、圆润、饱满的花椒粒挂满枝头，椒
香扑鼻，村民们忙着采摘，田间地头一
派繁忙景象。

“我利用假期来这里兼职，一天能
摘四五十斤，按照花椒基地给我们的
工资，一天能挣两百元，收入算是非常
可观的。非常感谢合作社给我们这个
平 台 ，让 我 们 可 以 在 假 期 里 兼 职 挣
钱。”子耳石组大学生罗洪克拉说。

据了解，林晟合作社花椒基地于
2019 年建成，总面积约 200 亩，今年初
步投产，产量约8万斤，平均每天需要聘
请120人左右采摘花椒。合作社通过与
双富花椒油厂达成购销合作，进行直采
直销。截至目前，已采摘销售4万斤，预
计销售额80万元左右。

林晟合作社管理员尼胡达里说，子
耳石林晟合作社今年在乌拉溪镇党委、
政府的支持下，在这里打工的有乃渠
镇、乌拉溪镇、雪洼龙镇、三垭镇等地的
一百多名群众。群众在家门口上就能挣
钱了，大家非常高兴。

近年来，乌拉溪镇以产业结构调整
为主线，提早布局，因地制宜，鼓励支持
农民以土地、资金、技术等为纽带开展多
种形式参与花椒产业发展，并建立有效
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产业富农的目的。
如今第一批花椒已经陆续成熟采摘，调
整产业结构种植花椒的优势正在显现。

乌拉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从先
说：“通过产业的发展乌拉溪镇目前种
植有花椒 1400 余亩，今年产量预计达
20 万斤，收入 140 余万元，比去年翻了
一番，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花椒种植
面积，加强资金投入和技术指导，力争
种植面积达到 1600 余亩，产量进一步
提升，让农户进一步提高收入。”

张苏菡

泸定县

聚“椒”产业
促增收

九龙县

花椒别样红
采摘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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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州抓重点、强
措施，加力推进全州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编制完成《甘孜州现代农业产业带建
设实施方案》，启动大渡河、金沙江、雅砻
江等 6 个区域性现代农业产业带建设和
国家级牦牛产业集群项目。累计建成高标
准农田 45.95 万亩，规模化养殖场和集体
牧场 135 个，粮食产量连年增长，“菜篮
子”自给能力不断提升。启动建设现代农
业园区 41 个，创建省星级园区 5 个，评定
州级园区 25 个，新改建各类特色农业产
业基地 67.9 万亩。引进培育龙头企业 61
家、农民合作社3922个，家庭农场工商登
记在册 1076 家；扶持发展星级乡村酒店
154家、民宿达标户955家。

本报记者

我州

多点发力推进农
牧业高质量发展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丹巴县采取“点
线面”结合方式，助力电商物流发展。

设立服务点。构建三级物流配送体系，
着力打造全域物流配送网络，统筹邮政等
11家快递（货运）企业，连接97个物流配送
站点，实现县内邮件和乡村农产品24小时
内双向配送。截至目前，乡（镇）物流服务站
覆盖率达 100%，村级快递物流服务站覆
盖率达80%。

连贯政企线。采取“政府主导+企业配
合”的电商运作模式，借助展销会等，积极
推介“美人脆”苹果、黄金荚等特色农产品，
将电商物流促消费、增收入作用发挥触手
延伸至农村末端。截至目前，组织藏味轩等
县内知名品牌企业参加省州各类重大商品
展销活动 6 次，黄金荚、藏香猪等 30 余种
特色农产品进驻盒马鲜生等各大商超。

监管行业面。制发《关于禁止快递末
端网点违规收费的公告》，集体约谈涉及
违规收费的快递企业主要负责人，坚决杜
绝物流快递取件违规收费，切实维护群众
权益。同时，动员县内快递企业联合在新
区五里牌步行街、老城珠市街增设快递驿
站，有效解决快递企业投递成本高、二次
收费等问题。

丹宣

丹巴县

“点线面”助力
电商物流发展

甘孜日报讯 为切实增强广大干部群
众的防汛减灾意识，提高山洪灾害、地质灾
害、地震灾害的自救和逃生能力，在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同时确保白玉县安
全度汛。近日，白玉县在登龙乡开展抗震救
灾综合应急演练现场会。该县防汛抗旱指
挥部、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登龙乡群
众150人参加此次演练。

本次演练按照《演练实施方案》设立应
急演练指挥部、信息组、转移组、抢险救灾
组、保障组和医疗救护组。演练模拟白玉县
登龙乡境内发生局部强降雨过程，导致边
坡塌方险情，易引发山洪灾害，严重威胁该
区域内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须立即组织
村民进行转移。

白玉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立即召开防汛
减灾会商研判会，紧急启动县乡两级防汛
抗旱预案，各部门分工协作，组织抢险队伍
赶往灾区抢险救灾紧急转移灾区群众。指
令下达后，预警系统随即发出警报，村组干
部立即组织村民按指定路线撤离。转移组
在收到救援命令后迅速赶到山洪现场，挨
家挨户搜寻被困群众，妥善安置并救助受
灾群众，并全部安全转移。

此次演练在指挥部的带领下，各小组默
契配合，从气象预警、信息报送、应急处置研
判、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伤员救护等各个
环节，整个演练过程分工有序、配合默契、忙
而不乱，所有演练人员在防汛抗旱指挥部的
指挥下各司其职，团结协作，本着群众为先
的原则，高效率、高质量完成了演练。

通过此次演练，进一步提高了白玉县
应对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指挥
协调、现场处理、物资保障等应急能力，锻
炼了抢险救援应急队伍，为日后迅速响应、
应对汛期险情提供了宝贵经验。

梁露

白玉县

开展抗震救灾
综合应急演练

掉边掉角居深山，发展
受限苦难言

道孚县孔色乡约尾村位于
乡政府西北部10公里处，村子下
辖的各依自然组距离约尾村聚
居点非常远，原聚居点有 9 户人
家。因地处偏僻，山高坡陡，土地
贫瘠，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
难，脱贫攻坚期间，7户建档立卡
户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陆续
迁出，而当时担任村组干部的罗
绒降泽和洛吾都是非建档立卡
户，不符合易地扶贫搬迁条件，
原本的生产“领头人”变成了深
山“留守人”。

群众困难有人记，帮扶政策
向群众。罗绒降泽和洛吾向村

“两委”、乡人民政府反映期望搬
迁但无力搬迁的无奈，约尾村

“两委”多次向县乡党委、政府上

报该两户的实际情况。2021 年，
省委、省人民政府、省乡村振兴
局根据涉藏地区实际，下达《关
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
见》《关于做好搬迁脱贫村剩余
掉 边 掉 角 农 户 搬 迁 工 作 的 通
知》，支持掉边掉角独居农户实
施搬迁。孔色乡党委政府及约尾
村“两委”抓住机会，结合实际，
按程序将罗绒降泽和洛吾 2 户
18人纳入2021年掉边掉角户搬
迁范围。

实施搬迁有组织，通力协作
加码力。掉边掉角农户搬迁政策
下达后，县、乡立即成立专班、
统筹协调、精准编制方案、科学
选址，严格落实“清单制+责任
制”，全力推进搬迁工作。为科学
选址，县分管领导多次组织自然
资源局、农牧农村局、林草局等

相关部门对照“三条红线”范围，
反复开展实地核查、选址，各乡
党委、政府多轮协调对接，不断
征求户主意愿后才完成选址。建
房过程更是严格按照安全、质
量、时效同时抓要求，实行全过
程、全覆盖现场跟踪管理，对发
现问题，立行立改。罗绒降泽和
洛吾两户 2021 年 11 月动工建
房，2022年2月底便成功入住。

后续发展有规划，搬迁
也有新开地

为确保“帮扶措施精准、帮扶
责任明确、帮扶效果显著”，按照

“人往哪里去，发展就在哪里”的
要求，罗绒降泽及洛吾入住以后，
孔色乡打出后续扶持“组合拳”。
县、乡两级党委政府精心谋划，结
合当下和未来，将金卡村配套基
础设施与两户后续扶持同步谋

划，完成两户的联户路建设；对接
农科局对保留的原有土地指导科
学耕种，组织家中劳动力参与劳
动技能培训，促进稳定就业创业，
及时消除致贫返贫风险；加大各
项扶持专项资金投入，助力各类
农业产业项目扶持。

罗绒降泽和洛吾只是道孚县
实施掉边掉角农户搬迁工作的一
个缩影。2021 年以来，通过不懈
努力，道孚县全面完成孔色乡、下
拖乡、银恩乡、仲尼乡等4乡12户
掉边掉角农户的搬迁工作，同步
实施技术培训、就业帮扶、产业帮
扶等后续扶持政策，不断提升搬
迁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牢
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
线，为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施乡
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道孚县

不漏“掉角户”搬出新天地
◎何晓红 丁巍伟 文/图

甘孜日报讯 近日，随着农
发行四川省甘孜州分行对理塘
县勒通古镇创 AAAA 级景区旅
游扶贫项目一期工程尾款914万
元的投放，理塘县勒通古镇创
AAAA 级景区旅游扶贫项目一
期工程已经达到可对外试营业
状态。理塘，正为迎接四方游客
而紧张地忙碌着。

理塘县位于位于我州西南
部，国道 318 线自东向西横穿整
个县境，国道 227 线经理塘至稻
城到云南，是涉藏地区旅游的
黄金十字路口，平均海拔四千
余米，被誉为“天空之城”、“世
界高城”。勒通古镇位于理塘县
城北老城区，古镇内有距今 400
余年历史的仓央嘉措故居——
仁康古屋，网红康巴人“蜡像”
微型博物馆、藏戏微博物馆，优
美的景观、独特的文化、绝佳的
位置成为理塘县旅游业发展的
核心竞争力，加之丁真的宣传
带动，理塘县成为众多游客打
卡向往地，理塘县旅游业发展
迎来新的契机。

近年来，理塘县委、县政府紧
紧围绕旅游全域化工作，切实加
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2016年启
动了“勒通古镇—千户藏宅”创建
工程，2019年勒通古镇成功申报
为国家 AAAA 级景区。据规划，
该项目分为两期建设，景区一、二
期项目总面积约1.5平方公里，景
区着力打造为以体验式旅游为
主，“天空之城——遇见仓央嘉
措”为品牌，以微博物馆群、非遗
文化传承体验群、藏文化创意民
宿群的建设为主线，兼具旅游演
艺、文化创意、农牧产品、餐饮食
宿服务的文化旅游景区。

农发行四川省甘孜州分行
主动站位，第一时间与县政府、
企业对接，了解融资需求，在了

解到该项目实施难度大、资金缺
口大、发展资金少等问题后，该
分行立即组建项目攻坚小组派
驻专员到公司，为企业“送服务
上门”，深度介入，共同疏通堵
点，攻克难点，探索建立了“信
贷+公司+景区+特色产业+农
户”增收增效经营模式，用专业
的服务和敬业精神优质高效的
推动项目快速进入农发行调查
审批流程。

2019年3月，该分行向四川
省分行申报的理塘县勒通古镇

创 AAAA 级景区旅游扶贫项目
1.9 亿元贷款成功获批。项目总
投资2.45亿元，项目建设内容主
要包括景区道路改造、管网、电
力、民宿、旅游公共设施、景观提
升和核心资源挖掘、软硬件设施
建设等。

目前一期工程已顺利完工，
后续将继续以“钱等项目”的方
式做好该项目二期工程进度款
的投放工作。

通过该分行的信贷支持，勒
通古镇已建成由13个藏寨4000

余户藏房集中而成的涉藏地区
最为集中、规模最为宏大的千户
藏寨群，项目直接受益人口4439
人，其中建档立卡脱贫人口1275
人，占项目受益人数的 28.72%。
通过增加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就
业机会、拓宽脱贫人口的收入来
源。目前公司已于 5 名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签订了《劳务用工合
同》，雇佣其在景区部分商业经
营业态工作，每人每年增收约
3.12万元，帮扶效果明显。

方婷婷 桑郎巴姆 文/图

理塘县

着力打造旅游新名片

罗绒降泽和洛吾两家居住
在道孚县孔色乡约尾村各依组
的深山中，从小就是邻居，没成
想在一度时期两家居然成为了
村里的“留守邻居”。

“一座山里只剩我们两家，做
梦都想着搬出去”，独守深山的日
子里，搬迁成了他们最大的心愿。

如今，罗绒降泽和洛吾两户
的搬迁新房建在国道350线的金
卡村金卡组。最近，两个老邻居正
忙着“装扮”新家，内外装修、院墙
堆砌、院落平整，两家人忙得不亦
乐乎。这不，大清晨，太阳没升起，
两家人就早早在院子里忙碌开
了。左边院角边，罗绒降泽迅速和
好一大桶黏土，提到正在修砌的
院墙边，与家人一层层地堆砌着
墙体。右边，隔壁洛吾也吆喝着家
人忙着平整院坝。两家在劳动中
享受着搬迁后的快乐，向着幸福
新生活努力迈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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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的勒通古镇。

减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园

罗绒降泽正在“装扮”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