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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直播间的朋
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来了
95 家企业和 1111 个岗位供大
家选择，欢迎大家把意向岗位
打在公屏上……”近日，巴塘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开
展的高校毕业生、雨露计划毕
业生专场直播带岗招聘会在直
播间拉开帷幕。随着主播的岗
位信息介绍，直播间里热火朝
天，公屏上岗位咨询信息源源
不断地滚动。

“主持人，我是电商专业的
应届毕业生，想回老家工作，有
适合我的岗位吗？”直播间里热
闹非凡，在就业创业政策解答
环节，求职者们在评论区踊跃
发言，积极咨询心仪岗位的基
本情况。在主持人热情洋溢的
讲解下，求职者对企业的招聘
岗位、任职条件、工作环境、薪
资待遇等相关信息有了深入了
解。直播屏幕上滚动播放的简
历投递二维码，使各类求职者
均能通过电脑端、手机端找到
最能发挥自身优势的职位。

此次招聘活动打破传统
招聘模式，创新推出云端直播
服务模式，通过直播带岗+短
视频实现“屏对屏”的对接，推

行“不见面服务”。为求职者和
企业之间搭建更加直观便捷
的就业“云端桥梁”，为企业寻
人才、为人才谋岗位。同时，为
确保直播招聘活动取得实效，
群众知晓度高，在招聘活动开
始前，县人社局通过各乡镇就
业协理员群、高校毕业生群等
多种平台进行了广泛宣传，确
保将招聘信息送达到每个求
职者手中。并积极组织未就业
群众、高校未就业毕业生及雨
露计划未就业毕业生观看直
播，帮助有就业意愿的求职者
们精心挑选适合自己的企业
和岗位，鼓励他们踊跃报名，
投递简历。

据了解，在持续 2 个多小
时的直播活动中，累计观看人
数达 1157 人次，在线咨询 80
余人次，投递简历56份。

据了解，下一步该县人社
局将采取深化线上线下招聘与
直播带岗有机结合的模式，持
续创新公共就业服务方式，积
极回应群众需求，努力打造更
多具有影响力的就业服务品
牌，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提供
更加优质、全面的服务与保障。

李颖

巴塘县

创新举措
“直播带岗”促就业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农行
甘孜分行紧紧围绕小微企业金
融需求，做到优化流程“送补
给”、线下线上“齐发力”，跑出
服务“加速度”，让小微企业在
经营发展壮大中不再“等贷”，
以真心实意和快捷优质的金融
服务赢得了广大客户的高度认
可，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双丰政。截至目前，该行普惠
金融贷款余额11.88亿元，较年
初增加4.56亿元。

该行把普惠金融作为支
持“ 五 篇 大 文 章 ”的 重 要 一
环，坚持支行、分行联动。分、
支行领导带头深入政府、政
府有关部门及企业，及时掌
握小微企业信息，加强与企
业对接联系，快速解决小微
企业融资困难。特别是针对
各支行不同情况，该行成立
专业团队，实施包片制度，加
强对支行普惠金融的指导，
对区域内小微企业第一时间

给予信贷支持，在服务中快
人一步，赢得市场先机。

针对小微企业短、小、频、
急等金融需求实际，该行积极
拓展服务渠道，创新线上金融
产品，积极向小微企业提供

“抵押 e 贷”“微捷贷”等线上
产品，做到小微企业服务全天

“不打烊”，提升了农行普惠金
融线上产品的便捷性和影响
力，深受小微企业欢迎。

同时，该行聚焦辖内核心
企业，优化企业上下游融资服
务，帮助企业打通产业链上下
游环节，培育小微企业客户集
群，实现批量获客。同时，持续
提升对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上下
游企业服务深度，通过优化业
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加强协
作、创新产品等多种措施，不断
提升服务质效，在社会上产生
了良好影响。截至目前，该行普
惠有贷客户1332户。

晏中华

农行甘孜分行

普惠金融“活水”
润泽小微企业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我州
聚焦营商环境“优无止境”，充
分发挥法治的规范、引领和保
障作用，打好系列法治“组合
拳”，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优质
高效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

精准监督行政执法。全面
落实行政执法裁量权基准制
度，制发《甘孜州行政执法规范
指引》。开展案卷评查 6 次，评
查各类执法案卷 127 卷，发现
问题 39 个，发出《行政执法监
督意见书》18份，运用执法综合
监管平台录入、公开行政执法
活动 232 件，收集整理典型案
例 27 件，审核执法证件 3558
件，培训行政执法人员6472人
次，确保行政执法工作质效明
显提升。

拓展惠企法治服务。坚持
“企业发展到哪里，法律服务就
跟进到哪里”，整合律师、公证、
司法鉴定等公共法律服务资
源，提供法律咨询410余次，开

展专项普法101场次，制发《甘
孜州知识产权公证服务窗口建
设方案》。在康巴拉产业园区成
立甘孜州首家法治惠企服务
站，设立涉企行政复议案件办
理“绿色通道”窗口和服务点44
个，办理涉企复议案件 18 件，
实现助企惠企法治服务更优
质。

优化赋能非诉解纷。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升
级“卡达嘎波”人民调解室。以
劳动合同、工伤事故、生产经营
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为重点，开
展涉民营企业矛盾纠纷专项排
查活动 237 次，成功调解涉民
营企业纠纷88件。依托一站式
多元解纷机制凝聚涉企行政争
议解纷合力，2起涉企行政复议
案件通过行政复议机构全面调
查和有效沟通自愿达成和解，
实现涉企矛盾纠纷靠前化解、
源头化解。

柴自慧

我州

打好法治“组合拳”
优化升级营商环境

经 济 资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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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辆甘孜乡城特色“白藏房”移动体验车正式驻点吴山广场，一场关于高原珍馐与独特风情的探

索之旅正式拉开帷幕。9月8日，“甘浙很甜·爱心优选”消费帮扶爱心车启动仪式暨甘孜特色农文旅推介

会在杭州举行。本次活动由浙江省驻甘孜州工作队、甘孜州商务局、杭州市发改委指导，雅江县人民政

府、乡城县人民政府、稻城县人民政府、上城区发改经信局共同主办。

观生态之美
品高原美味

甘孜，这个在藏语中寓意“洁白美
丽”的地方，正以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
发展的故事。清洁能源的崛起、文化旅
游的繁荣、特色农牧业的兴盛，共同绘
制了“文旅之州”“能源之州”“有机之
州”的辉煌篇章。

推介环节，雅江县、乡城县、稻城
县的代表上台介绍了甘孜的壮丽风
光、深厚文化底蕴和独属于高原的珍
馐美味。

甘孜产松茸，尤以“中国松茸之
乡”雅江县的松茸最负盛名。雅江松茸
协会会长宁伟在推荐中提到，雅江松
茸个头大、肉质细、色泽好、味道香，产
量位居全国榜首，现今创新“数字松
茸”赋能模式，建成全川首个松茸交易
中心，形成国内首套松茸品质溯源“健
康码”。

乡城县文旅局副局长丁丽瑄着重
展示了乡城县独特的文旅资源和民俗
风情，向杭州市民介绍了被誉为“三绝”
的白色藏房、桑披岭寺和传统藏族服饰

“疯装”。她提到，乡城拥有媲美稻城亚
丁和香格里拉的高原风光，因游客稀少

而更显纯净，是探索藏族文化与自然的
理想之地。

除了稻城亚丁的自然仙境、茶马古
道的悠悠历史，稻城还以藏香猪而声名
远播。藏香猪又叫“人参猪”，放养在
4000 米高原上，以山珍为食、山泉为
饮，肉质细腻鲜美、脂肪含量低，烧红烧
肉是一绝。稻城县代表提到，依托浙江
天顺集团供应链，今年稻城藏香猪肉首
次大规模进入杭州市场，全年预计销售
3.5万公斤。

为更好地搭建合作桥梁，真正实现
甘孜农特产品在杭州市场推广，乡城县
经济信息和商务合作局、稻城县发展和
改革局、雅江县松茸协会与杭州久至臻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农村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杭州松鲜鲜自然调味品有
限公司等签订采购协议，签约金额超过
3000万元。

多款“不一样”的
甘孜创意产品亮相杭州

本次活动也是杭州贯彻落实国家
发改委关于推动消费帮扶工作要求的
具体探索，一辆辆爱心车成为一个个消
费帮扶驿站，展现了生产端、流通端、消
费端“三端用力”，政府引导、市场主导、

全民参与“三线齐发”的杭州全链条消
费帮扶模式，深化杭州与甘孜州的对口
支援、产业合作与人文交流，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完善联农带农机制，
进一步扩大甘孜州农特、文旅产品销
售，实现助农增收。

启动仪式上，杭州久至臻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联合五位和、天舜食品等
公司，共同发布了多款具有甘孜特色
的创新融合美食。松茸披萨，用土耳其
薄饼做底，铺上香煎雅江松茸，黑松露
蘑菇酱、芝士调味，口感香脆、回味无
穷；牦牛奶冰激凌，制作过程中不添加
一滴水，奶味醇正；牦牛奶茶，浓郁的
牦牛奶冲入甘孜九龙红茶，奶香与茶
香相互交织，口感丝滑、甜而不腻；龙
井苹果茶，用乡城苹果和西湖龙井熬
煮而成，入口先是果味香甜，后调又有
龙井的清香；藏盐巧克力，甘孜藏盐融
入纯可可脂黑巧，咸甜交织、味蕾盛
宴；黑青稞豆沙蛋黄酥、苹果酒酿葡萄
法式乳酪饼等糕点，用乡城苹果、黑青
稞、九龙红茶作馅，风味独特。这些特
色产品都将通过爱心车这个窗口推荐
给浙江消费者，启动仪式当天，消费者
还在爱心车上尝到了用稻城藏香猪烹
制的美味红烧肉。

“甘浙很甜”
民族团结交流的窗口

浙江与甘孜，因对口支援而紧密相
连。三年多来，杭州市帮扶甘孜州工作队
选派人才 574 名、投入帮扶资金 22.03
亿元、开展对口支援项目293个，全方位
推动了甘孜州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此次亮相的“甘浙很甜·爱心优选”
消费帮扶爱心车是由雅江县、乡城县、
稻城县与杭州久至臻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共同打造的消费帮扶重点产品展示
展销新阵地。通过搭建移动车，进一步
拓宽了甘孜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同
时也成了甘孜生态农牧和文旅产品的
亮丽名片。以杭州为起点，辐射长三角
乃至全国，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甘孜这
片神奇的土地。

杭州久至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玲俐表示，未来消费帮扶爱心车
将深入西湖景区、运河景区、杭州西站
等人流密集区域，首批计划投放50辆，
让甘孜的美味与风情触手可及。爱心车
还是稻城亚丁、318 国道、乡城白藏房
等甘孜旅游的展示和销售窗口，将打造
成杭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成为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连接纽带。

甘孜特色搭上爱心车

高原美味与风情“驶入”杭州
◎俞萍丽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建设新时代美丽新村

甘孜日报讯 时下，正值中藏药材生
长好时节，走进白玉县绒盖乡仲学村的中
藏药材种植示范基地，黄芪、羌活、芍药等
中藏药材幼苗长势喜人，与云杉树苗、莨
菪等苗木遥相呼应，散发出勃勃生机与活
力，描绘出一幅特色产业发展壮大的美丽
画卷。

“这30亩羌活是四年前种下的，预计
再过两年即可迎来丰收。”望着眼前一片
片郁郁葱葱的羌活田，村民拉姆满怀期待
地说。

“我们在高原上进行药材研究试种，
目前种植成功的有羌活、莨菪。同时，我们
还在大棚里培育了包括本地野生药材芍
药等中药材的种苗。高原上的药材种类多
且成分稀缺，若能人工培育成功，既可以
满足市场需求，又能进行规模化生产，提
高药材的产量和质量稳定性，为促进当地
经济发展、老百姓增收提供新途径。”基地
负责人介绍说。

过去，仲学村的土地分散经营，效益
不高。如今，凭借土地流转的创新举措，仲

学村成功将零散的土地得以集中起来，实
现中藏药材种植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大
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

中藏药材种植基地为仲学村带来了
新的发展机遇，基地引进了先进的种植技
术、管理经验和灌溉设施，通过科学的施
肥方法，让中藏药材茁壮成长，提高了药
材的品质和产量，同时，基地还吸引众多
专业人才开展药材的研发和创新，为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对当地群
众而言，将土地流转给种植基地，不仅获

得了稳定的租金收入，还在种植基地找到
了工作，学习到先进的种植技术，实现了
增收致富。

下一步，中藏药材基地将认真履行
主体责任，充分发挥传统优势，助力乡
村振兴战略，按照合理开发利用中藏药
材种植、农业旅游和土地资源的要求，
实现农旅一体化，促进绿色高质量发
展，为实现农业提质增效、农村文明进
步、农民增收致富做出更大的贡献。

郎呷

白玉县

种植中藏药材铺就致富路

时下正值中药材川贝母采收期，
丹巴县丹东镇丹东村的中药材种植
基地迎来了采挖季，当地村民抢抓晴
好天气，有序收割，一片忙碌的丰收
景象。

据了解，2022年，该基地首次川
贝母采收即取得了 500 公斤、100 万
元产值的效益。如今，川贝母种植规
模从最初的 30 多亩已扩大至 120 多
亩，预计今年产量将突破一吨，产值
将达到400余万元。

马瑞雄 降初泽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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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在基地中药材大棚除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