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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三江六带”行走

结对联谊让我又多了一个好“阿哥”
◎甘孜日报记者 周燕/文 王继祥/图

一家亲

笔记

5 月 24 日，甘孜日报采

访组一行来到甘孜县来马镇

采访。

来马镇地处县城西部，位

于雅砻江上游，海拔3480米，

距离新龙红山景区30公里，格

萨尔机场20公里，素有“走马之

乡”的美誉。

来马镇是红军长征时红

二、红六军团的休整地，是当

年甘孜民众手捧哈达迎接红

军的地方。近年来，来马镇围

绕红军休整地的红色历史，打

造红色文化品牌，推动小镇高

质量发展。5月1日，位于来马

镇的丹霞小镇正式开园并试

运营。丹霞小镇的“丹”意为红

色传承，代表辖区群众一片丹

心永向党，“霞”意为霞光万

丈，代表党恩犹如万丈霞光永

远照耀着这片红色土地。丹霞

小镇利用来马区域特色及深

厚的走马文化底蕴，结合乡村

振兴战略和“五个再塑甘孜”

工程，着力打造文旅融合、农

旅融合特色，将有效推动甘孜

县走马产业、文旅产业发展，

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走马

养殖已经演变成致富产业。来

马镇将走马养殖作为特色产业

发展，以村集体合作社的形式

养殖走马，依托甘孜县传统走

马文化，推进走马文化产业园

建设。同时，利用产业周转金、

土地入股等方式，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扩大当地马匹知名

度，发展旅游业。

乡约

甘孜县来马镇

“旅游+”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出甘孜县城，往东南方向沿雅砻江

而上约两公里，行至康巴大桥旁边的甘孜
镇河坝村，是甘孜县有名的“泡汤”佳地。

河坝村平均海拔3150米，周围群山
环抱、河水潺潺，环境优美、风景秀丽。一
股股热泉从石缝中涌出，升腾起氤氲的水
雾，宛如人间仙境。来河坝村泡温泉的游
客络绎不绝，尤其是周末，更是人流如织。

近年来，迎着乡村振兴的东风，河坝
村修泉池、建酒店、办民宿，完善旅游基
础设施，大力发展温泉产业，让小小泉眼
淌出了助民增收的“金珠子”。

“我们已经把浴池清洗干净了，你们
可以放心洗浴。”“一间浴池 20 至 50 元
不等。”……每天一到傍晚，从县城到河
坝村温泉洗浴的客人就开始增多，河坝
村党支部副书记贺建华收拾干净浴池
后，热情地招呼客人。

来自成都的游客李女士一家再一次
来到这里旅游。她说：“现在这里的设施
已经比较完善，离县城近、吃住方便，环
境好、温泉池多，水也干净，一家人到这
里来放松心情。这一次我准备住上两三
天再走。”

“我开的这家温泉洗浴店有21间温
泉池，在6月到9月的旺季，每天有上千
元的收入。”贺建华介绍说，依靠“温泉
洗浴+民宿接待”，村里人均年收入已经
超过1万元。

“要想搞好温泉旅游，眼光得放长远
些，头脑要灵活些，投入要大胆一些，管
理要细一些。”贺建华细数了这几年村里
的发展变化。

10多年前，村民仅能依靠一个死火
山开垦出来的菜地过活。由于没钱买化
肥，只能挑粪种菜，靠天吃饭，农作物长
势堪忧；2014 年，随着脱贫攻坚步伐加
快，在政策助力下，河坝村发展起了面
积达 3600 平方米的蔬菜大棚，摇身变
成甘孜县的“菜篮子”，村民的收入也随
之增加。

以身作则、踏实努力，思想进步、积
极进取，严于律己、克己奉公是贺建华的
真实工作写照。自任职以来，贺建华始终
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通过真心换真心的办事风格，赢得了河
坝村党员和群众一致认可。

“自身正、办事公、财务清、能吃亏”
这是贺建华与两委一班人的办事原则和
座右铭。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通过村里“一事一议”机制形成共识后，
河坝村的通村联户水泥路工程顺利启
动。为了做好表率，贺建华还带头拆了妨
碍工程的自家院子。如今，通村联户水泥
路建成，大卡车都能够开进村里，村民个
个笑逐颜开。

“改变命运最终要靠自己。”贺建华
告诉记者，20多年前，为供弟弟上学，为
追求梦想，他种过菜、打过工，买了大车
来搞货运、拉砂石，后来开始修建温泉
池，一步一个脚印走上致富路子。

从炉霍到甘孜走亲戚的拉姆，带着
孩子到贺建华的温泉池洗澡。“因为带着
孩子，所以特别要了一个小单间。”拉姆
说，考虑到要给孩子穿脱衣服、洗头发，
担心手上戴的金戒指划伤孩子，洗澡时
她就取下，顺手放在池子旁边的台子上。
洗完澡后就径直回家了，直到晚上哄孩
子睡觉时，才发现手上没戴戒指。

“我心想澡堂人来人往的，肯定找不
回来了。我亲戚说他去看看。”拉姆说，过
了一会儿，亲戚拿着戒指回来了。亲戚
说，他一见到贺建华，就问那个小单间里
后面有没有人，话一出口，贺建华就说，
你是不是来找戒指，随后从屋里拿出金
戒指。

“当时进去打扫卫生，看到台子上的
金戒指，因为没有联系方式，就先收起来
给保管着，等失主来找时归还。”贺建华
说：“我们打扫温泉池的时候，经常会捡
到顾客遗失的金戒指、珊瑚珠之类的贵
重物品。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诚信。”

“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叫
富。我们党员干部的职责就是带领广大
群众共同富裕，并为之努力奋斗。现在我
们赶上了好时代，政策好了，群众的生活
条件也好了，我们仍不能放松，还要继续
奋斗。”贺建华说：“现在不用外出务工，
在家门口就能赚钱，真的是太好了！今后
要继续发展好我们的温泉产业，这样我
们的腰包才能更鼓，心里才能更踏实。”

“河坝村能有今天，不是说我们有多
大本事，除了我们村发展机遇好之外，最
主要还是党的政策好。”这是贺建华最常
说的一句话。

基层工作永无止境。作为一名基层
党支部副书记，贺建华时刻谨记党赋
予的职责使命和家乡父老对他的信
任。在今后工作中，他将坚定不移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踔厉奋发，勇毅
前行，扛起乡村振兴的大旗，做好共同
富裕的带头人。

人物

贺建华

用心铺筑“致富路”
叩开村民“幸福门”
◎甘孜日报记者 周燕

◎甘孜日报记者 周燕/文 王继祥/图

“我们丹霞小镇的月亮是一个专属于
‘走马文化’的月亮打卡点，这里是中国走马
文化之乡。”今年“五一”期间，甘孜县隆重推
出“遇见甘孜的甘孜·寻找 15 个月亮”系列
推介活动，欢迎广大游客和居民融入其中，
感受走马选手与越野车手的完美邂逅、感受
歌舞的海洋和淘宝的乐趣。

网红小镇、红色文旅驿站、木屋房车营
地、会师走马场和场地越野赛道……做足

“旅游+”文章的丹霞小镇，吸引了众多游客
纷至沓来。

以点带面、连点成线。近年来，甘孜县来
马镇立足文旅做文章，利用来马区域特点及
深厚的走马文化底蕴，不断深挖革命红、红
山红、走马红、长袖红、藏房红等特色的“五
兴红”文化，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和“五个再塑
甘孜”工程，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孜段
重要组成部分——走马文化产业园，有效推
动走马产业、文旅产业发展，激发乡村活力，
助力乡村振兴。

“走马文化产业园是甘孜县委、县政府经
过反复调研而建设的文旅融合、农旅融合的
特色园区。”来马镇党委书记白玛降措向记者
介绍，该园区设置丹霞小镇、会师走马场、马
匹交易中心、长征文化主题最美文旅驿站、汽
车越野赛场、房车营地六个区域。占地面积
320余亩，集走马产业、走马体验、G317旅游
服务、红山景区驿站、致富车间、网红民宿于
一体，力求成为G317丝路文化走廊旅游新
地标，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业态。

丹霞小镇的“丹”意为红色传承，代表
辖区群众一片丹心永向党，“霞”意为霞光
万丈，代表党恩犹如万丈霞光永远照耀着
这片红色土地。小镇分产业用房、致富车
间、群众集中安置三个板块，涵盖了酒店、
餐饮、咖啡屋、茶楼、娱乐等各种业态。将成
为传承长征精神的重要节点，开发红色旅

游的重要地点。
“我们这里有 4 栋轻奢酒店，有全州第

一家正宗粤菜馆，有集视、听、唱于一体的音
乐吧……”正在丹霞·姊妹情香茶馆工作的
拥措告诉记者：“我是来马镇夺日村人，经过
培训后上岗，现在一个月工资3000多元，能
在家门口上班，真是好。”

“像我一样经过岗前培训后在丹霞小镇
上班的村民共有11名，主要从事服务工作。
还有一些是小镇的临时活儿，比如做绿化工
作等等，也是安排我们镇上村民，每天有
130元左右的收入。”拥措说。

蓝天白云下，身穿绸衫、头结彩带的骑手
们，像一簇激情燃烧的火焰，挥舞着双臂纵马
而来……今年“五一”期间，一场走马表演在
来马镇走马文化产业园丹霞小镇激情上演。
活动现场，彩旗飘飘，莽号声声，随着一声令
响，马蹄嘚嘚、欢呼阵阵，骑手们在马背上进
行仰身触地和俯身触地表演，精湛高超的马
术表演与精彩的走马表演赢来阵阵掌声和喝
彩，将活动一次又一次推向高潮。

举行比赛、丰富内涵、弘扬文化，来马镇
将走马产业推向新高点。在来马镇格通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记者看到饲养员向巴正在和格通
村村民达瓦恩珠一起检查马舍的热水器。

“这两天天气好，我们准备选个时间给种
马洗澡，先检查下热水器。”向巴在合作社负
责养殖工作，他每天除了给马喂玉米、青稞、
豌豆外，还要到附近山上放马。他告诉记者，
在平常对种马进行的管理中，不能让种马一
直待在马舍中，每个星期都要定期带种马去
户外进行散步。同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给种
马进行沐浴，将身体里或者是马蹄中的一些
脏物驱除出来，这样做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
染上疾病，沐浴以后一定要进行烘干，以防止
因为沐浴而感冒。由于合作社的种马血统良
好，小马驹可以卖到一两万元一匹。

“赛马是比谁跑得快，走马是看谁走得
稳。”向巴告诉记者，走马以碎步快速行走，

需要经过独特的步法训练，具有行走平稳，
耐力好等特点。

据了解，来马镇素有“走马之乡”的美
称，全镇有走马700余匹，近年来，青海、理
塘等地前来的走马爱好者络绎不绝，每年出
售上等走马近百匹。来马镇的走马兼具耐力
与速度，马匹性格温顺步履稳健，在州内各
地举行的大型走马赛中多次获金银牌，在带
动走马交易的同时，还延伸出走马装饰品产
业。据不完全统计，走马已为甘孜县带来上
千万元的产值。

会师走马赛场是G317线规模最大的走
马赛场。搭建了集马匹训练、交易和马饰品生
产、加工于一体的走马产业全链条平台，有效
调动了群众积极性，带动走马产业发展和群众
增收致富。同时，有效降低本地良种走马的流
失率，保护和发扬独具特色的走马文化。

长征文化文旅驿站建设如火如荼。在来
马镇，工人们不畏骄阳烈日，和水泥、贴瓦
片、搬运材料，现场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
繁忙景象。

长征文化文旅驿站建成后将是G317线
规模最大、旅游服务功能最完备的文旅驿
站。驿站所在地是1935年红二、四方面军会
师之地，有着厚重的红色基因和浓厚的红色
文化。驿站以红色文旅为主题，集停车、参
观、教育、餐饮、购物、摄影于一体，为游客提
供集旅游咨询、购地方特产、阅地方文化、观
地方美景于一体的沉浸式、直通式、一站式、
便民式服务体验。

旅游业是综合性产业，关联度高，延伸面
广。近年来，来马镇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大力
实施“旅游＋”行动，推进旅游与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旅游＋”战略的
实施是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的有力实践，既实
现了对传统旅游产业的升级改造，也催生出
更多的旅游业态。来马镇依托良好的资源禀
赋和历史人文优势，不断推动产业提档升级，
将有力促进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这阵子你阿婆的病情好点了没有？恢
复得怎么样了？”前不久，甘孜县政府办副主
任孙宗超走进结对联谊户呷绒益西的家中，
关心她阿婆的病情。

“全靠你及时开车把她送到州医院，现
在好多了。”呷绒益西笑着回答。

去年 7 月，我州启动“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家庭”实践行动，全州
干部职工深入农牧民家庭结对联谊，拉家
常、问冷暖。孙宗超和呷绒益西家结对联谊，
性格开朗、乐于助人的他很快赢得了呷绒益
西一家人的认可。

5月中旬，呷绒益西的奶奶突发疾病，需
转入上一级医院治疗。得知这一情况后，孙
宗超第一时间前去看望，并开车连夜将老人
送到位于康定的州医院。

在开展“民族团结进家庭”实践行动中，
孙宗超以身作则，不论是节假日，还是入户

“全覆盖”期间，他都要定期前往色西底乡去
看望结对联谊户，到家里坐坐、看看，嘘寒问
暖，宣传党的惠民、惠农政策和国家法律法
规。每次都会带点米、面、油之类的东西，只
要来，离老远的，看到他的人都会笑着说，

“超哥，你又来看我们了啊。”
“我们两个很有缘。超哥是巴中人在甘

孜上班，我是甘孜人在巴中上班。”呷绒益西
告诉记者，她是西部计划志愿者，现服务于
巴中市平昌县驷马镇人民政府。“超哥只要
休假回老家，就会来看我，请我吃饭，给我讲
工作经验，鼓励我考公务员。”

孙宗超的种种表现得到了呷绒益西一

家的认可，也得到了他们家族的认可，因为
呷绒益西经常会告诉她的亲戚们，她有一个
汉族的阿哥，叫孙宗超，人特别好。后来呷绒
益西整个家族都认识了孙宗超。他依然是淡
淡的微笑挂在脸上，依然尽心尽力为呷绒益
西家解决好生活上面临的困难，解决好心理
上的疑惑。

“我们是朋友、亲人，只要有事，他都会

帮一把。”呷绒益西说，自己家里贷款在县城
买了房子，妹妹还在读书，家里负担大，超哥
得知她家困难后，帮助她父母找工作，协调
他们在县城一家酒店当保安和服务员，两个
人每个月加起来有五千多元的收入。

在你来我往中，孙宗超和呷绒益西一家
成了亲人。“我认了个好阿哥，他就是我的恩
人。”呷绒益西见人就说孙宗超的好。

丹霞小镇一角。

孙宗超与联谊户其乐融融的打酥油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