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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资 讯

甘孜日报讯 10 月 28 日至 30
日，“让世界爱上亚丁·2023 首届
雪山文化周”系列活动在稻城亚丁
景区启动。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
视员宋俊武，州政府副州长陈波
涛，州政协副主席、文广旅局局长
刘洪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亚丁景区
管理局、稻城县人民政府、亚丁旅
发公司联合举办，围绕“让世界爱
上亚丁”主题，以开幕式、雪山音乐
会、民族风情时尚秀三大主体活
动，同步举办集诗歌创作展、摄影
绘画展、文创产品市集于一体的

“对话亚丁”民族文化展系列配套
活动，多角度呈现亚丁独一无二的
自然之美和多元文化的独特魅力。

开幕式上，稻城亚丁景区与海
螺沟景区、海子山自然保护区、四
姑娘山风景名胜区、丽江玉龙雪
山、梅里雪山相关负责人共同发起

雪山联盟，签署《川滇雪山景区文
化旅游发展联盟合作协议》。标志
着六大景区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强强联合，以“合作共赢、创新引
领”为理念，保护与开发“雪山景
区”区域文化旅游资源，实现“区域
协作、融合发展、创新驱动、共建共
享”，打造“雪山景区”文化旅游品
牌。同时，还发布了稻城亚丁景区
冬季旅游服务保障措施。

稻城县是大香格里拉的核心
区，拥有“天文科研、雪山生态、史
前文化”三大特色资源，作为甘孜
旅游产业发展的龙头，稻城县正按
照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全
力打造“天地人”全时空文旅新地
标。本次活动将成为丰富旅游产品
体系、活跃冬季旅游市场的新亮
点，将成为稻城亚丁对外展示的靓
丽名片和重要窗口。

记者 周燕

“让世界爱上亚丁·2023
首届雪山文化周”启动

甘孜日报讯 今年以来，州银保
监分局加强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管理，主动对接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积极探索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扎实
推进普惠金融政策落地落实。

设网点。制定2023年甘孜州金
融服务空白乡镇网点建设规划，23
个空白乡镇银行网点建设工作稳步
推进（农行12个、农商行10个、建
行1个）。预期年内全州空白乡镇银
行网点覆盖率将提升至95.50%。

强支持。聚焦小微企业融资需
求，引导信贷资源向乡村振兴重点
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重点围绕

“高原粮仓、牦牛产业集群、藏香猪
产业集群、高原果蔬”等四篇文章
做好金融支持。截至 9 月末，全州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21.53亿元，较
年初增长 9.12%，贷款户数 17292
户，较年初增长4345户；普惠型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 71.01 亿元，较年
初 增 长 13.38% ；涉 农 贷 款 余 额
472.60 亿元，较年初增加 65.74 亿
元，增长16.16%。

强保障。与州财政局、州农牧
农村局、州乡村振兴局等部门联合
推动农险遴选工作，为农险规范化
管理奠定基础,全面推行“民生
保”。截至9月末，全州“民生保”已
实现州内 18 个县（市）全覆盖，保
费共计 2320.43 万元，为 15.49 万
户农牧民和城市特困人群提供风
险保障485.01亿元。

局办

州银保监分局

扎实推进普惠金融政策
落地落实

甘孜日报讯“回路解除完毕，
核实带电情况。”10 月 30 日，一场
不停电调试作业正在康定市国道
318旁的220千伏榆林变电站内火
热上演，国网甘孜供电公司变电二
次运检班全体出动，共同经历并记
录着这场特殊的检修作业。

一次设备不停电，对二次设备
开展调试。这在变电检修专业整体
看来，并不是多么稀奇的事情。但
对于人员配置、技术力量及作业经
验相对薄弱的甘孜公司来说，开展
220千伏等级的二次保护不停电调
试，还是头一回。

220千伏榆林变电站作为康定
片区的骨干站所，承担着片区电力
供应及清洁能源外送的重任，站内
母线保护装置，关系着站内两台主
变、4条220千伏线路的正常运行。
早在10月初，此屏柜自身的“外部故
障误动作”家族性缺陷便开始凸显，
察觉到这一不良工况后，检修人员

迅速开展现场勘察，制订合理可行
的检修方案，在经过多次的研讨后，
变电检修专业决定利用此次契机开
展不停电调试，并以此锻炼队伍。

“主控室已经很久没那么热闹
了。”面对难得的学习机会，变电二
次运检班全员无论新老，都争先恐
后汲取着本次检修作业过程中的知
识和养分。调试、观测、讨论……现
场不时呈现出边学边干的场景，机
构装置散热发出的噪声不绝于耳，
但并未影响到众人勃勃的兴致。

下午 18 时，本次调试作业正
式完工，变电二次专业再次突破了
高原检修工作新的“第一次”。此次
调试，是变电二次运检班落实主题
教育“破难题、促发展”要求的生动
体现，班组全员在确保供区用户用
电体验不受影响的同时，也实现了
设备稳定运行水平和自身业务技
能的双提升。

张登渔 文/图

国网甘孜供电公司

合力调试
突破高原检修工作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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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建设新时代美丽新村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甘孜县坚
持“党建引领、多元驱动、共创共富”
发展新模式，聚焦组织建设、立足资
源优势，创新经营思路，拓展富村渠
道，在“特”字上做文章、在“富”字上
下功夫，采用“党支部+村集体经济组
织+合作社+股民”管理模式，以“保底
收益+盈余分红”的利益分配方式，探
索建立入股分红型合作社，通过“有
钱出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户户入
股的形式，激活村集体经济发展动
能、盘活资源优势、实现了集体受益。

拓宽增收渠道，以“兴办实业”夯
实集体经济“基本盘”。夺多乡瓦达村

“两委”结合自身发展环境和资源禀
赋，突出因地制宜、多元发展的思路，
采取村域统筹、抱团取暖方式，避免

了“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同质化竞
争，打造“东谷亚克”高原牦牛肉品
牌，着力解决因地理位置、市场需求
与本地发展环境不配套的问题，切实
蹚出一条乡村振兴新路径。同时，夺
多乡按照“中省给资金、州县给资源、
牧民得实惠”发展思路，为果木村制
定科学的村集体经济发展规划，利用
牦牛肉产品长期以来优良口碑，积极
建设雪域蓝天牦牛加工基地，进一步
规范牦牛肉加工生产程序，拓宽生产
渠道、形成品牌效应，为村集体经济
种下了一颗真正的“摇钱树”。目前，
该村集体经济每年效益达到15万元，
每名村民每年分红可达500元。

强化创新举措，以“入股分红”激
活集体经济“致富源”。来马镇格通村

为破解“现金流少、无钱办事”的困境，
以“党支部+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
社+股民”的管理模式，积极倡导农牧
民群众以劳动力、草地、资金、牛羊等
形式入股，建立起村集体与群众利益
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实
现双收益、双增收。同时，利用高寒草
场天然优势，大力发展生态畜牧养殖
业，合办了走马养殖合作社，按照“股
权平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积累共
有”的利益联结机制，采取“保底收益+
盈余分红”的利益分配方式，村84户
全覆盖参与，分别以劳动力、土地、资
金等方式入股到合作社，迎来“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牧民变股东”的转
变，实现了入股村民的持续增收。

坚持因地施策，以“多元经营”打

好集体经济“组合拳”。为突出示范带
动，积极探索多元经营模式，发展牧业
村新产业新业态，形成“一村多业、一
村多品”格局，色西底乡恩珠二村按照

“文旅再塑甘孜”发展思路，突出服务
创收、资产租赁等多元经营方式，积极
探索“文旅+农业”的集体经济模式，着
力推动村集体经济从单一“输血帮扶”
向多元“造血自身”转变。为突破地域
发展局限，茶扎乡银多村集体牧场整
合“人、草、畜”资源要素，采取“基层组
织+集体牧场+农户+代销”的经营模
式，形成党委政府统筹、基层组织强化
管理、合作社主体实施，牧民广泛参与
的发展新格局。截至目前，已出栏牦牛
42头，增收19.9万元。

康在鑫

甘孜县

党建赋能固基础
产业振兴共致富

“哒哒哒，哒哒哒……”近日，笔者
走进白玉县阿察镇昌拖村村集体经济
商品房，映入眼帘的是一位正踩着缝
纫机踏板穿针引线，缝补衣服的租客。
他叫白玛，是德格县人，因妻子是该村
村民，结婚后便在此居住，2020年村
里修建了村集体经济商品房后，夫妻
俩经过商量后决定租用进行创业。

“我从小就和父亲学习缝纫技术，
20岁时开始自主创业，租用村集体经
济商品房，不仅可以在家门口就业，还
可以照顾家里。”白玛告诉笔者，“由于
昌拖村的地理优势，我店里的生意日
益变好。今后我还打算教儿子缝纫技
术，让这门手艺一直传承下去。”

据昌拖村原第一书记尼玛泽仁介
绍，昌拖村村民利用集体闲置建设用
地盘活村资源，通过142户村民入股、
集资90余万元，在昌拖村修建了300
多平米的三层商品房，目前一、二楼已
出租，每年收入达21万元左右，目前
三楼也完成装修，将通过抖音、微信等
平台广招租客，为村民们带来更多收
入。通过租赁房屋，年底村民们能拿到
1400元左右的分红，这样不仅盘活了
闲置资源，还为村集体增收拓宽了渠
道。“接下来我们将依托昌拖村的地理
优势，通过招商引资的形式，打造民俗
酒店等继续壮大村集体经济，为老百
姓谋取更多的收益。”尼玛泽仁说。

近年来，阿察镇立足实际，积极
探索乡村发展，立足村级资源优势、
产业基础，因地制宜、科学谋划，夯实
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坚实基础。查
科村是阿察村、班充村必经之路，村
民们都会集中在此购买日常用品，查
科村便借地理优势修建了村集体超
市，通过村民自己进货、销售等模式，
每年收益达41万元。

阿察镇政府负责人告诉笔者：
“除了昌拖村、查科村集体经济以
外，镇里还有班充措陌上花开温泉、
阿察村帐篷村 2 个集体经济，下一
步将持续加强集体经济的规划和引
导，深入挖掘辖区资源优势，积极探
索多种经营合作模式，推动当地特
色产业发展，带动居民早日实现共
同富裕，并通过自产自销模式，增加

村集体收入，盘活村集体闲置资产，
提高资产利用效益，实现村集体经
济‘活水长流’。”

近年来，白玉县各乡镇依托资源
优势，抢抓政策机遇，通过抱团联建、
多元发展、创新模式等措施，不断发

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绘就乡村振兴
“实景图”，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提供
坚强保障。

白玉县阿察镇

借力区位优势敲开乡村“致富门”

甘孜日报讯 今年以来，得荣县
紧紧围绕“民生为本、就业优先”工作
主线，多措并举稳定就业存量，扩大
就业增量，提高就业质量，通过落实
扶持政策、促进转移就业、提升培训
效能等各项就业帮扶举措，持续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打好基”。招聘促就业，线上线
下齐推进，稳住基本大盘。依托东西
部协作、省内对口帮扶资源优势，利
用“互联网＋”，开展线上公共就业创
业服务活动，创新采取“线上直播带
岗+线下招聘送岗”同步招聘模式，在

“阳光得荣”“得荣人社一点通”、“掌
上得荣”APP等融媒体平台开展春风
送岗网络招聘会及“对口支援就业帮

扶助推乡村振兴就业专场招聘会”，
350 余名群众参与现场招聘，抖音直
播间访问 3324 人次，79 人填写求职
登记表，电话在线咨询报名32人，切
实为求职者提供了面对面、零距离的
就业服务，实现留岗有关怀、就业有
帮扶、用工有支持。

“把好关”。政策多惠民，多点发
力供服务，兜牢民生底线。深入开展

“送政策下乡，送岗位到村，送服务进
门”等就业创业服务活动，通过“发放
资料+口头讲解+现场解疑”方式，进
村入户向广大脱贫劳动力、待业青年
等提供职业指导、政策宣传等，强化
就业动态监测，及时准确发放各类就
业创业服务补贴436万元。在政府支
持、市场运作、协同联动下，建立州级

党群综合服务示范站1个、党群综合
服务站26个，成立了国有劳务公司1
个，建立各乡镇劳务合作社2个、培育
劳务经纪人43名，推进三级劳务体系
建设，打通劳动力就业服务“最后一
公里”。

“铺好路”。培训提素质，全面提
升促就业，破解结构矛盾。通过下乡
调研、乡镇收集、电话访问等方式，在
全县范围内向广大农村劳动力进行
了培训意愿调查，结合大家都想学、
老师愿意教、政府广搭台，“订单式”
开展了缝纫机、电工、焊工、马铃薯栽
培等工种培训18个班次，通过课堂理
论授课、室外实地教学、园区市场调
研等喜闻乐见方式进行授课，培训
746人次，取得专项能力证书392人，

变过去的就业“输血”为授技“造血”，
提高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促进其稳
定就业。

“护好航”。品牌促发展，特色劳务
树招牌，拓展就业空间。围绕“培育劳
务品牌，绽放就业精彩”工作理念，深
挖本地特色产业，选树了具有地域特
色、行业特征和技能特点的“德隆根羌
技工”（寓意为得荣红酒技工）劳务品
牌，推动农村劳动力，在葡萄种植、基
地建设管理、葡萄酒酿造及销售方面，
通过季节性用工、临时用工、固定用
工、销售用工等带动了2800余人实现
多方就业，不断扩大劳务品牌就业规
模和产业容量，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
高质量就业，助力乡村振兴。

王群英

得荣县

强力推进稳岗就业 共谱乡村振兴和美篇章

白玛正忙着裁剪衣服。

村集体超市商品琳琅满目。 村集体经济商品房。 货物储备充足。
不停电调试作业现场。

◎梁露 郎呷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