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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激励先进，近日，四川省交通

运输厅发布2024年度省重点交通项

目推进“红榜”。S204线诺（水河）华

（蓥）公路通江县城至诺水河段新建

工程、G318提质改造工程辅助通道

普巴绒至所地村、广安市畅通联网快

速通道工程、G549线石棉（雅安界）

至九龙段公路工程、G664线稻城香

格里拉镇至各卡乡（思子功）段改建

工程（含俄初山隧道）、诺水河至光雾

山公路（米仓大道）、G351线夹金山

隧道工程等7个国省干线公路项目

评为“项目推进红榜”。

据了解，2024 年，四川交通运

输系统攻坚突破，交通强省建设按

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实现

了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 1

万公里、“十四五”以来公路水路建

设投资突破 1 万亿元“两个一万”

的历史性突破，创造了连续 4 年超

2000 亿元、连续 14 年超 1000 亿

元的纪录，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

出了突出贡献。

州交城投集团

四川2024年交通建设“红榜”出台

州交城投集团3项目榜上有名

近日，白玉县麻绒乡群众四郎

彭措在该乡如当村境内发现了一处输

配线安全隐患点，并立即拍照通过“甘

快传”微信小程序进行了上报处理。经

平台审核后获得了白玉县首笔来自

“甘快传”微信小程序的线索奖励。

为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安全监督，

提升甘孜州安全保障水平。2 月 21

日，由甘孜州数据局牵头开发的甘孜

州首个基层事件智慧化直报平台“甘

快传”微信小程序上线并试运行。

“上报处理完后给我奖励了

100元。作为一名青年党员，监督此

类安全隐患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在

今后如果发现类似的安全隐患，我

还会积极上报。”四郎彭措说。

与此同时，麻绒乡快速响应、迅

速动员，组建干部队伍对隐患点位

及周边潜在风险进行处理。据悉，前

期麻绒乡针对道路两侧的杂草、线

下可燃物、树线交叉、输电线路等进

行了大规模清理，清理面积达 200

余亩，可燃物清理达150多吨。

“为鼓励和动员全社会积极参

与安全大监督，麻绒乡积极开展‘甘

快传’微信小程序宣传推广使用，通

过线上宣传、线下入户讲解等形式，

扩大了宣传覆盖面，自推广以来，乡

村两级干部群众反应热烈。近期我

乡群众通过‘甘快传’微信小程序上

报输配线隐患，获得了全县第一笔

‘甘快传’线索奖励，极大激发了群

众参与的积极性。”麻绒乡应急办公

人员呷玛银巴表示：“下一步，我乡

将持续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强化对

群众上报隐患的处理反馈，进一步

筑牢安全‘智慧防线’。”

“甘快传”微信小程序作为甘孜

州统一的安全隐患举报入口，利用

数字化实现了“隐患上报—部门核

查—整改反馈”全流程数字化管理。

自平台上线以来，白玉县通过县乡

村三级干部业务培训、线上线下结

合宣传等形式，积极组织人员宣传，

确保每位参会人员都能熟练运用，

为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安

全”的良好氛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县融媒体中心供稿

白玉县发放“甘快传”首个线索奖励

发展是硬道理，项目是硬支撑。

要推动高质量发展，项目建设是重

要抓手。项目建设抓实抓细了，就能

形成“滚雪球”效应，推动我州高质

量发展实现新突破。

项目建设的现场，就是实干比拼

的考场。今天的项目，就是明天的生

产力、竞争力。项目早开工、早投产，

就会早见效、早受益。当前，正值大抓

项目的好时机，各级各部门要以只争

朝夕、不甘人后的劲头，打起精神、冲

锋上阵，对项目建设中的矛盾困难敢

抓敢管、善抓善管，确保以最快的节

奏、最高的效率、最大的力度推动项

目建设。要提高站位、下足功夫、用足

资源，迅速掀起新一轮招商引资热

潮。特别是在重大项目建设上，要紧

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力

争更多项目尽快形成实物量。

项目建设的现场，也是考验作

风的考场。招引一批好项目不容易，

招引来了之后将项目建设好更不容

易。要营造良好的项目建设环境，不

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大力弘扬

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为

项目建设保驾护航。要强化“定制服

务”，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要素跟

着项目走、服务跟着需求走，全环节

跟进、全过程服务、全要素保障，及

时破解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难点堵点

问题，确保项目推进到哪里，服务保

障就跟进到哪里。要大力弘扬真抓

实干的工作作风，以干成事论英雄、

以解决实际问题论能力，以更有效

的方法、更务实的作风抓好项目建

设，确保项目建设高效推进。

项目在手，未来可期。项目建设

的“冲锋号”已经吹响，让我们迅速行

动起来，以决战之态真抓实干、埋头苦

干，努力实现项目建设首季“开门红”。

以决战之态推动项目落实落地
◎晏中华

辉煌75载 拼出新气象

本报讯 昨（11）日，笔者从州经

济和信息化局获悉，甘眉工业园区

紧扣两市州党委、政府工作决策部

署，坚持以“拼”的精神，“比”的劲

头，着力抓好抓实经济运行、项目建

设、要素保障服务，园区发展建设再

创佳绩。2024年园区荣获国家级绿

色工业园区、全国化工园区百强以

及全省优秀开发区称号。

着力经济运行服务。实行全时

段监测管理方式进行运行监测指

导，月初掌握企业生产计划和项目

建设进度，月中摸底企业生产数据

和项目投资数据，月末调度产值和

投资数据，充分稳定存量，深度挖掘

增量；主动帮助企业找订单、稳市

场，强化服务助力企业稳产满产。落

实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若干政策措

施，开展好“千企调研解难题·服务

产业促发展”工作，“一企一策”解决

企业问题困难，全力以赴纾困解难。

2024年，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63

户，实现工业总产值337.95亿元，甘

孜州实现税收分成1.67亿元。

着力项目建设服务。实行园区

项目投资建设“保姆”协调服务机

制，落实一项目一专班，全力促成一

批重点工业项目的储备、开工和建

成。万邦固态电池、启明星技改等16

个项目开工建设，通威四期、莱尔、

澳晟等20个重点项目竣工投产，全

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86 亿

元，同比增长 53.93%，增速居眉山

市区县园区第一，其中，工业投资

82.7 亿元，占园区固定投资比重达

96.1%。储备 2025 年工业和技术改

造类项目24个，计划总投资300亿

元，基础设施类项目9个，计划总投

资38.5亿元。

着力要素保障服务。强化问题

导向，及时收集、研判，解决要素保

障中难点、堵点问题，全力以赴保障

企业正常生产和项目顺利建设。做

好园区企业用能提前预判和保供工

作，科学制定留存电使用方案，合理

分配留存电量，为27户企业落实留

存电 20.3 亿千瓦时，为企业节约用

电成本约 4 亿元，获得留存电量补

偿费7700万元。协调供应园区用水

1318万立方，天然气用量8980万立

方。积极搭建银企对接平台，“一对

一”解决企业融资问题。2024 年园

区企业获得银行授信 187 亿元，成

功融资41亿元，帮助企业缓解融资

压力和防范资金链“断档”风险。申

报各类政策扶持资金1.4亿元，帮助

通威、能投、美科争取智改数转资金

1776万元，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着力项目招引服务。紧盯国省

市产业布局、园区现有产业转型等

重点方向，充分发挥甘孜州资源政

策优势和眉山区位产业优势，不断

“走出去、请进来”。发挥园区通威、

天华等光伏、锂电龙头企业引领带

动作用，以商招商、以企引企；立足

园区光伏、锂电产业企业集群成链

发展，积极谋划产业下游光伏组

件、电芯、储能、电池组件等优质企

业入园布局；强化甘孜眉山协同招

商，依托甘孜州光伏、风能和锂矿

等资源优势，匹配招引风光发电、

能源储备、制氢等项目。全年招商

引资到位资金 69.68 亿元，实现签

约项目15个，其中上百亿元投资项

目1个。

杨华军

甘眉工业园区发展再创佳绩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建设新时代美丽新村

本报讯 近日，持续低温春雪天

气给新龙县牧区带来严峻挑战。为

保障牧民牲畜安全越冬渡春，3月6

日，新龙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紧急

调配 6 吨青干燕麦草，发放至友谊

乡措日村，为受灾严重区域的牧民

群众送去“及时雨”。

初春的新龙县牧区，依旧白

雪皑皑，饲草短缺成为威胁牦牛

生存和牧民生计的突出问题。面

对这种状况，新龙县农牧农村和

科技局迅速行动，前期通过精准

摸排各牧户受灾情况及牲畜存栏

量，科学制定饲草料分配方案，确

保有限资源高效覆盖最急需的地

区。据了解，此次发放的优质青干

燕麦草富含营养，能进一步增强

牦牛抗寒能力，保障春季产犊牲

畜健康。

在发放现场，工作人员认真核

对领取名单，组织牧民有序领取草

料。措日村牧民难掩感激之情说：

“这批饲草来得太及时了，可算解决

了牦牛的‘断粮’危机，这下心里踏

实多了。”

该局负责人表示，此次行动是

落实“抗灾保畜”机制的重要举措，

通过“摸底数+精准投送”模式，既

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也进一步

拉近了政府与牧民的距离。接下

来，该局将持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和牧区需求，不断完善应急物资储

备体系，筑牢高原牧业防灾减灾屏

障，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全媒体记者 罗文婕

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 文/图

调集青干燕麦草紧急驰援
新龙县措日村牲畜安全越冬渡春有保障

在海拔3800米的格聂山脚下，

沿着蜿蜒的格聂南线前行 90 多公

里，便到了然日卡村。这个理塘县格

聂镇西北面的纯牧业村，因为雪山

连绵，自然景观独特成为游客们喜

爱的打卡地与避暑胜地，村庄旅游

产业、畜牧业、农特产业蓬勃发展。

“村里时常有游客来，给他们提

供吃住，可以获得一笔不错的收

入。”自2021年6月就在村里开民宿

的洛吉村对笔者说。

曾经的然日卡村被落后的基础

设施和单一的集体经济所困，102户

共521位村民，守着一方天地，发展

却举步维艰。

乡村振兴的东风，吹散了笼罩然

日卡村的发展阴霾。在县委“1337”

重点工作引领以及县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格聂镇党委结合当地实际，创

新提出一系列极具针对性的发展模

式，为村子注入了全新活力。

“党支部+网红合作社+产业发

展”模式成效显著。村党支部积极

作为，联合网红合作社，利用网络

平台宣传然日卡村的自然风光与

民俗文化，吸引游客纷至沓来，让

沉睡的资源变成了致富的宝藏；

“党建+人文+旅游”模式，深度挖掘

当地独特的人文底蕴，将传统民俗

与旅游巧妙融合，丰富了旅游体

验，提升了旅游产业的竞争力；“石

榴籽+党员+培训”模式，让党员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参加各类技

能培训，像石榴籽一样把村民凝聚

在一起，共同提升服务水平，为旅

游产业发展筑牢根基。

为推动民宿产业发展，然日卡

村一方面吸引民宿优选企业进驻，

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另一方面，积极

引导村民自主发展，设立致富带头

人、驻村工作队等党员先锋岗位，帮

助民宿业主办理“三证”，解决经营

难题，让村民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

参与者与受益者。

集体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更是

让然日卡村实现了跨越式进步。从

单纯依靠放牧，到如今拥有六大产

业项目，成绩斐然。2016年，格聂之

眼小木屋旅游接待点建成，投资280

万元，年收益 13 万元；同年新建的

温泉酒店及星空帐篷，投入 100 万

元并流转 220 亩土地，带来每年 40

万元的收益，打开了旅游增收的大

门。此后，2020 年改造集体民宿、

2021 年上海交通银行援建藏式民

宿、2023年中央衔接资金建成民宿

集群产业以及民宗局牵头修建旅游

集散中心等项目的稳步推进，每年

为村集体经济带来丰厚回报，村民

每年每户的分红可达1万至2万元。

如今，然日卡村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平坦的道路代替了泥泞

小道，水电网络全面覆盖，曾经贫困

落后的小村落，已摇身一变成为充

满活力的旅游打卡地。在党建引领

下，然日卡村正以坚定的步伐迈向

更加美好的明天，书写着乡村振兴

的动人篇章。

理塘县然日卡村破茧成蝶踏上共富路
◎东珠洛吾

经 济 随 笔

↑领到饲草的牧民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村干部在风雪中有序发放饲草。

乡城县采取措施不断提升文旅

产业、发展农牧产业、扩展清洁能

源，切实筑牢共同富裕根基。

提升文旅产业。定位“田园白藏

房·净土香巴拉”品牌，深度融入“大

横断”“大香格里拉”“南部亚丁”等

精品旅游线路，全面提升全域旅游

服务品质及沿途文化景观，有序推

进相关旅游项目。2025 年，将力争

申报天府旅游、圣洁甘孜民宿 4 家

以上；同时，推广香巴拉七湖、查呈

沟、尼丁峡谷等景区旅游线路，全力

吸引游客65万人次以上，实现旅游

收入7.1亿元以上。

发展农牧产业。全力打造“有机

第一县”，2025 年力争新增 100 公

顷以上有机认证面积，建成青德有

机小镇，推动有机农业发展。计划建

设高标准农田1万亩，打造2000亩

青稞高产示范基地，确保粮食播种

面积稳定在 3.97 万亩，产量达到

9850 吨以上。推动光伏+牦牛养殖

基地全面投产，确保牦牛出栏量在

8500 头以上；完成藏猪基地建设，

积极争取项目落地，提升藏猪、藏鸡

出栏量，促进畜牧业发展。

扩展清洁能源。致力于打造四

川省清洁能源试验基地，加快推进

255 万千瓦新能源项目建设，确保

甘孜南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顺利

核准并开工建设；不断完善清洁能

源产业链，深化与浙江、泸州等地

的合作；积极引进“智算中心”“融

合算力集群”等高端项目，提升清

洁能源利用效率和智能化水平；前

瞻布局氢能产业，为清洁能源产业

注入新动力。

乡城县政府

乡城县“三产”齐发筑牢共富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