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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资 讯

甘孜日报讯 近日，记者从
州水利局获悉，今年来，州县

（市）水利系统采取实地走访、
电话询查等多种形式对全州
7973 处农村饮水工程进行了 2
轮次排查，针对发现问题，加快
补齐短板弱项，牢牢守住农村
饮水安全底线。

拽紧一条线。投资 6150 万
元用于全州农村供水工程维修
养护和26处农村供水保障提升
工程建设，配备净化消毒设施
595处，着力解决农村供水保障
不稳定、季节性缺水、水质不达
标等问题。截至目前，完成道
孚、新龙2处，开工建设康定、雅
江、德格、白玉等 21 处，全面保
障农村安全饮水。

绘制一张图。编制《甘孜州
2022—2025 年农村供水保障
实施方案》《甘孜州农村供水工
程 建 设 和 运 行 管 理 办 法（暂

行）》《农田灌溉发展规划》，按
照“谁受益、谁使用、谁管护”原
则，推进乡村水务建设，项目实
施后将及时移交受益方，明确
管护责任、落实管护人员、明晰
产权。截至目前，完成乡城、丹
巴、道孚、稻城 4 县灌区一张图
编制工作，明确落实管护责任
2392人。

下好一盘棋。着力推动农
村水权水价改革，以精准水权
分配、强化水资源管理、完善
水价机制为抓手，促进水资源
节 约 集 约 高 效 利 用 。截 至 目
前，完善应急供水方案 18 个，
设立农村水源地保护牌 1000
余个，办理取水许可证 632 宗，
完成非农规模以上取水户计
量设施安装 77 户，实施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 21 万亩，破解水资
源制约瓶颈。

州水利局

我州凝心聚力
保农村供水安全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我州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
于拼经济搞建设的决策部署，
在保障用地指标、集约高效利
用、提升审批质效三个方面持
续用力，为大力推动项目建设
提供了土地要素保障。

着力“增”字，保障用地指
标。提供“用地保姆”式服务，

“一对一”指导用地报件，有效
保障国省重大项目用地需求。
截至 8 月 15 日，保障各类建设
项目所需耕地占补平衡指标
122.5815 亩，统筹配备规划指
标 59.3 公顷，安排用于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专
项计划指标720公顷。

助 力“ 高 ”字 ，集 约 高 效
利 用 。以 国 土 空 间 规 划 为 引

领 ，正 确 处 理 高 质 量 发 展 与
高 效 利 用 之 间 的 关 系 ，建 立
建设用地“增存挂钩”机制，
开展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起
底 大 调 查 ，全 面 细 致 摸 清 底
数，严格供地及供后监管。截
至 8 月 15 日，处置批而未供
土地 1445.85 公顷、处置闲置
土地 175.3 公顷。

聚力“减”字，提升审批质
效。针对“9·5”泸定地震灾后重
建甘孜州本级项目的用地预审
与选址，开放“绿色通道”，实行

“远程申报、容缺审查、即报即
审、全程辅导”，涉及重大项目
的容缺条件适度放宽，实现要
件审批在法定时限缩短50%的
基础上再缩短50%。

杨丽

我州强化用地保障
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甘孜日报讯 近日，州市场
监管局结合部门工作职责，采
取有效措施，持续推进制止餐
饮环节浪费工作走深走实。

强化宣传营氛围。发出制
止餐饮浪费行为倡议书，引导
消费者合理消费，督促餐饮单
位主动引导文明用餐，将制止
餐饮浪费行动纳入餐饮服务全
过程，努力形成“浪费可耻、节
约为荣”的良好社会风尚。截至
目前，开展反浪费“光盘行动”
集中培训会 27 场次，宣传培训
市场主体2600余家，发放餐饮
领域相关标准2600余份。

统筹推进促落实。将制止
浪费纳入日常巡查监管的常态
化 检 查 项 目 ，与“ 春 雷 行 动
2023”、食品安全“守查保”等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协同

推进，以农村集体聚餐现场、学
校食堂以及美团、玩转甘孜网
络订餐平台等为重点，督促引
导餐饮服务单位在保证食品安
全基础上，在原料采购、加工制
作、供餐服务等全过程中厉行
节俭，减少餐厨垃圾。截至目
前，检查各类餐饮单位2800余
家次。

提升水平细管理。切实抓
好餐饮源头菜品减量，努力提
升餐饮服务单位精细化管理水
平，要求餐饮服务单位在菜单
上准确标注每一份菜品具体份
量，倡导全州餐饮服务提供者
研发提供半份餐、小份餐，并体
现在菜单或标价牌上，引导消
费者按需点餐，确保餐饮浪费
行为遏制在源头。

州市场监管局

我州持续推动
制止餐饮浪费工作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白玉
县依托禀赋生态资源，打造“察
青松多”有机藏香猪品牌，全力
发展高原有机藏香猪产业，积
极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藏香猪又名“人参猪”和
“蕨麻猪”，因其脂肪含量很低，
营养丰富，深受广大食客的喜
爱，市场前景良好。2006 年，白
玉察青松多生态旅游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远赴西藏林芝等地偏
远村寨，择优选购当地原生态
无污染纯种藏香猪进行饲养，
并先后投入资金270万元，建立
藏香猪良种繁育基地和育肥基
地，同时，购买粉碎机、拌料机、
铡草机等各类养殖设备。

在麻通村的藏香猪育肥
场，圈舍里喂养着待出栏的成
品猪和小猪崽。育肥场负责人、
拉龙林场党支部书记蒋松武介

绍，目前，育肥场建有藏香猪猪
舍 3 栋 64 个。公司采取以“公
司+基地+专业人员”生产运营
模式，依托市场需求，采取“对
外销售+对内销售”等方式提
高效益。截至目前，实现藏香猪
年存栏 800 头以上、出栏 400
头以上，年销售额达 80 余万
元。

据了解，在满足市场需求、
进行对外销售的同时，每年察
青松多公司还将一部分藏香猪
以普通猪肉价格配送给白玉县
各幼儿园和中小学校，让学生
们能够吃上放心肉、营养肉。

“下一步，我们准备把这个
育肥场做大做强，争取扩大生
产，未来目标达到 2000 头左
右，为白玉经济社会发展增添
动力。”蒋松武说。

尼玛 郎呷

白玉县

强力推进
藏香猪产业发展

踔厉奋发拼经济 团结奋斗搞建设
深入开展“怎么说·怎么办·怎么看”活动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甘孜县
坚持把党建引领作为推动乡村振
兴的“第一抓手”，认真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
通过选强“领头雁”，创新思路抓
发展，党员冲锋作表率，大力发展
林下经济，让林生“金”，实现农牧
民持续增收，引领乡村振兴跑出

“加速度”。
依托资源优势，做好“增升”

文章。庭卡乡、来马镇、仁果乡等
乡镇盛产黄菌，这种野生菌味道
鲜美、营养丰富，是当地农牧民增
收的“香饽饽”。各乡镇党委不仅
在林业草原资源管护、森林草原
防灭火上持续发力，还探索出“党
建+林下经济”的绿色发展路子，
积极动员党员、农牧民、公益性岗
位人员在开展巡山护林同时，捡
菌卖给合作社，并签订“食用菌”
收购协议，形成“致富雁阵”，把增
值收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

坚持创新驱动，做好“品牌”
文章。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
甘孜县立足资源优势，坚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全面落实林长制，构建出“一长三
员”分林区负责的网格化管护体
系，牢牢守住林业生态安全底线。
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发展林下
经济，念好“山”字经、做活“林”
文章、做强“菌”经济，努力实现生
态改善和绿色发展“双赢”，打造
了“护林生金、绿富共赢”的高原
野生菌品牌。8 月，庭卡乡苦绒村
每天采菌人数达 150 人，优质黄
菌产量3000斤，实现人均日增收
300元。

强化党员齐动，做好“服务”
文章。乡镇党委切实挑实担子，推
动党建与营销工作的双向融合，
全面建立乡镇党委统筹、村党支
部落实、党员带头、全员参与的采
销模式，结合野生菌食用价值特
点，与抖音平台达成合作关系，确
立了“小产品、大布局、创品牌、争
效益”营销目标。同时，党员亮身
份争先锋，积极践行“有事找党
员+”我为群众办实事生动实践，
全覆盖开展野生菌科普讲堂，教
拾菌人员分辨野生菌；并搭建移
动临时休息室、为巡山和拾菌农
牧民提供热水和急救服务，切实
提高党员服务质量。

康在鑫

“能吃饱”到“吃得好”
群众生活更宜居

走进搬迁点，藏式楼房错落有致，
每栋房子都是独门独院，袅袅的炊烟在
屋脊上盘旋，平直整洁的水泥路面直通
各家院户。

来到朱米家中，木栅栏将房前屋后
隔出小院子，一垄垄玉米、土豆等作物
尽收眼底。

“搬迁后，家里不仅水、电全通，还
安装了光纤网络。就连我在网上购买的
阳光棚伞，都可以直接邮寄到家门口
了，闲暇时光邀请亲朋好友在院子喝喝
茶，聊聊天，十分舒适。”朱米笑着表示，

“比起以前，现在的生活更幸福、稳定，
现代化。”

谈笑间，朱米站起身，指着不远处
的牛棚说：“今年，搬迁点新建了两座牛
棚，对大家的牛进行集中圈养，今天轮
到我去打扫卫生了。”

“为改善搬迁点群众人居环境，今
年新建了两座牛棚，对搬迁户养殖的牛
进行集中圈养，现在两个牛棚共有 56

户参与集中圈养，养了240余头牛。”白
玉县盖玉镇山岩村集中搬迁点党支部
书记吓谱称。

“在村‘两委’的帮助下，我在村里的
公益性岗位就近务工。平日院里种植的
农作物和牛棚集中圈养的牦牛，也能够
减少购买蔬菜和奶制品的支出，足够一
家人的开销。”朱米说道，“感恩党和政
府，搬迁点实现了村民就近就医、子女就
近入学，大家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方寸地”到“致富院”
增收才是硬道理

生活更宜居的同时，如何做好搬迁
点群众后续扶持工作，确保群众利益最
大化？对此，白玉县立足搬迁点资源和
环境优势，助推庭院经济建设。

“咕咕咕……咕咕咕……”随着村
民阿扎的呼唤声，正在嬉戏的十多只藏
鸡不约而同聚在一堆，等待着喂食。

“以前我们就会养殖藏鸡，不同的
是，在搬迁点，藏鸡住进了独栋鸡舍，每
天不愁吃喝。到现在为止，我光卖藏鸡
蛋就已经赚了好几千元。”望着争抢食

物的鸡群，阿扎满心欢喜。
“在结合群众养藏鸡这一传统的基

础上，今年白玉县投入270万元对搬迁
点实施‘庭院经济‘建设。”盖玉镇党委
副书记秦伟介绍。

在具体措施上，搬迁点新建两座牛
棚，对已有或有意愿养鸡的60户群众，
房前屋后新建1间鸡舍，要求每户新购
9只藏母鸡，1只藏公鸡，并引导各户利
用房前屋后空地，种植各类蔬菜。

“今天还有多少藏鸡蛋？”
“阿扎，帮忙留 30 个鸡蛋，等会有

人上门来取，谢谢。”
临近下午，已经有两个人打电话来

买藏鸡蛋。
“每枚藏鸡蛋售价 5 元，每天积攒

起来后，在自家门前就能销售，很多人
还特意留了电话让我给他们存着藏鸡
蛋，根本不愁销路。”阿扎乐呵呵地说。

“发展‘庭院经济’不仅可以给村民带
来经济效益，还能改善人居环境。”秦伟给
笔者算了一笔帐，“60户养殖户的藏鸡每
天约能产蛋300枚左右，按照每枚藏鸡蛋
售价5元计算，每天能增收1500元。”

“方寸地”上做文章
发展庭院经济促增收

◎张莹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
无。近日，笔者从白玉县城
出发，沿着国道215线，前往
该县盖玉镇山岩村集中搬
迁点。

一路上，盘旋曲折的山
路像一架云梯展现在面前，
山路两边漫山遍野盛开着各
种野花，郁郁葱葱的大树尽
收眼底。

2019年，白玉县将地处
偏远的山岩、劣巴、八学、色
麦、然翁等散落的村庄整村
搬迁到距离盖玉镇5公里的
山岩村集中搬迁点。“以前做
梦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生活
会有这样翻天覆地的可喜变
化。”村民朱米激动地说道。

甘孜县

党建赋能
野生菌变“聚宝盆”

魁多镇位于九龙县城东南约99公
里处，东南隔雅砻江与四川凉山州相
望，最高海拔4057米，云雾沿着奔腾的
雅砻江缭绕而上，群山若隐若现，宛若
仙境。这里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因
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以及悠久的历史
得名“云上天乡”。

早在20世纪80年代，魁多镇就开
始依托古茶树发展地方经济，但因交通
不便等诸多因素，国营茶厂停业，很多群
众只能外出务工。为了让茶产业撑起魁
多镇群众的一片天，近年来，农行九龙县
支行积极响应国家及地方政府产业发展
号召，在开展脱贫攻坚工作期间，组成调
研小组多次深入魁多镇里伍村、魁多村
等行政村开展金融扶贫调研，走村入户
了解农户生产经营、信贷需求，以扶贫小
额信贷作为抓手，累计向魁多镇120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投放贷款360余万元，
鼓励群众恢复茶园，扩大规模，实现增

收，在扶贫小额信贷的支持下，魁多镇茶
叶种植面积超过1500亩。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农行九龙县支行紧紧围
绕当地政府产业发展思路，制定以发展
魁多镇特色生态“雪域高山茶”为亮点
产品，以种代养，构建“种养循环 比翼
双飞”闭环产业链条发展的金融实施方
案，并成立党员突击队，走村入户开展
农户信息建档、送码入户一键贷款工
作，实现了惠农 e 贷茶农、养殖大户及
专业合作社全覆盖。有了金融助力，魁
多镇茶叶种植面积再次扩大至3900余
亩，以种代养、以养促种的循环发展理
念落地魁多，第一产业得到有效发展，
建成了州级农业产业示范园区。

以打造“一村一品”农业特色产业
发展为总体思路，以壮大村集体经济收
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根本目标，农
行九龙县支行根据各村集体经济发展

差异，提出创建魁多镇集体经济联合
体，创立茶叶品牌“云上天乡”。今年，农
行九龙县支行通过“管家式”服务，成功
向魁多镇集体经济联合体投放流动资
金贷款300万元，有效解决了该联合体
在茶叶收购和古茶树保护中资金不足
的问题，同时通过消费帮扶策略，将“云
上天乡”茶上线兴农商城，拓展销路。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建设。在农行
九龙县支行260万元的信贷支持下，魁
多镇一家以“普米”“茶马古道”文化产
业发展为主题的手工艺品加工公司得
以建设发展，魁多“普米”文化得到了延
续和发展。同时，农行惠农 e 贷再显身
手，130万元贷款的投放使旧时普米族
民居得到了维护和改造。在金融活水的
浇灌下，魁多镇成为国家3A级旅游景
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了“产
业+文化+旅游+基层治理”高度融合的
乡村振兴发展模式。

“一片叶”铺就乡村振兴路
◎甘富彬 陈建军 文/图

甘孜日报讯 近日，在康定市捧塔
乡各村田地里，一株株繁茂的花椒树映
入眼帘，一簇簇颗粒饱满的花椒挂满枝
头，山风吹来，椒香扑鼻。放眼望去，一
个个“全副武装”的村民正忙着采摘硕
果，享受着丰收的喜悦。

“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的称，然后
到旁边按手印，领取今天的工资。”在捧
塔乡新兴下村花椒烘干房门口，村集体
经济负责人正拿着明细表为务工村民
发放工资。村民们聚集在一起有说有
笑，拿到红彤彤的票子，脸上乐开了花。

“采摘一斤鲜花椒4元，我今年快70岁

了，每天能摘30斤左右，一天收入能达
到 100 多元，再加上花椒基地离家近，
可以照顾家里，真的是打工赚钱两不
误。”新兴下村村民程国秀高兴地说。

一直以来，新兴下村始终坚持以党
建为引领发展富民产业，积极拓宽村级
党组织带领群众致富渠道，发挥资源和
区位优势，借助本地资源禀赋，积极探
索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新路子，形成

“党员干部带头干，群众共同跟着干”的
良好氛围，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跑
出村集体经济发展“加速度”。截至目
前，新兴下村已种植花椒 300 余亩、黄

精25亩、重楼20亩。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基础。近年来，

康定市捧塔乡紧抓乡村振兴发展机遇，
通过种植“规模化”、生产“标准化”、发
展“创新化”等措施，大力推进优良花椒
产业发展。目前，全乡11个行政村已种
植花椒2308.8余亩，建立了3个花椒示
范基地，修建了 2 座花椒烘干房，已基
本形成种植、筛选、初加工、销售为一体
的产业链，进一步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
值，让花椒产业真正成为了农民致富的

“金钥匙”。
乡政府办

康定市捧塔乡
花椒喜丰收 村民采收忙

支行工作人员向茶农宣传惠农金融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