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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援藏医生到基层义诊双流援藏医生到基层义诊 双流援藏干部到藏区农村实地调研双流援藏干部到藏区农村实地调研

双流发动社会爱
心人士向藏区贫困孩
子捐赠的学习用品

双流对口援建的巴塘教育园区

巴梦河奔腾不息，在高山峡谷中蜿蜒前行，汇入金沙江。地处川滇藏
三省区交界的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虽然有“高原江南”之美誉，但受高山
峡谷地理环境的影响，是全国的贫困县，也是四川32个藏区贫困县之一，基
础设施落后、产业支撑乏力、民生难题突出。

2012年以来，成都市双流区根据四川省委对口支援藏区决策部署，援
建巴塘县，在这场脱贫攻坚的战役中，双流区瞄准制约巴塘经济社会发展
的民生、产业、内生力等难题，精准施策，将“双流速度”和“双流效率”融入
对口支援全过程，先后投入援建资金1.33亿元，实施援建项目28个大项、60
个小项，有力助推了巴塘经济社会发展。

巴塘县委书记汪玉琼说，双流对口支援巴塘五年来，巴塘县经济增长
速度和发展质量实现“双提升”，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9.9亿元，是2010年
的两倍；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由2010年3243万元倍增至2016年1亿元，是2010
年的3倍；城镇居民、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也位于全甘孜州前列。

民生解难——国家级贫困县崛起两个“高地”

教育靠等，生病靠忍，孩子读书上学难、藏区群众因病致穷、因病返贫
曾一度是巴塘面临的两大短板。

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苦孩子；再穷，也不能让藏区群众看不起病、看不
好病。

双流区带着这样的承诺，从援建巴塘伊始，就把支援的靶心对准了教
育和医疗。

巴梦河畔，G318线边上，一座现代化的教育园区成为巴塘县城的新地
标。园区不仅现代美丽，而且硬件一流，可与内地学校媲美。这个教育园
区就是双流援建的。

双流对口援建巴塘后，着眼巴塘教育发展，投资近4000万元对巴塘中
学、两所小学和一所幼儿园的教学设施设备进行全部援助。

“在双流的援建下，我们的教育条件由全州落后一跃走在了全州前列，
成为全州最好的学校之一。”巴塘中学校长扎西说。

为提升巴塘教育水平，双流还采取送骨干教师进巴塘支教，分批次选
派了30余名优秀骨干教师到巴塘任教，将双流先进的教育理念、办学思路
送进巴塘。同时，双流还大力开展藏区学生“三进”活动（进成都感受祖国
繁荣、进学校体验现代教育、进家庭结对认亲）、选送藏区优秀学生到双流
读书、选派藏区教师校长到双流跟班培训。截至目前，双流已组织 10批、
575名巴塘中小学生赴双流参加“三进”体验活动，已选送 119名巴塘籍中
学生在双流中学、棠湖中学就读，有35名教师和校长到双流参加跟岗培训、
教学观摩、座谈交流和参观考察，极大地提升了巴塘的教育水平。

今年11月，巴塘县顺利通过省教育均衡验收。在双流的对口支援下，
五年时间，巴塘教育一跃走到全州前列，成为川滇藏结合部最有影响力的
教育强县。

12月7日，西藏芒康县69岁的多吉在巴塘县医院顺利完成了胆结石手术。
“以前，像这样的手术，我们这里根本做不了，没有这样的专业人员，也

没有这样的科室。”院长曲珍说，以前像肝胆结石、心血管等方面的病只能
到700公里外的康定去看，而现在许多手术在巴塘就可以完成，这都是通过
双流支援才实现的。

针对医疗基础条件差、医师技术弱、医疗科室少这些制约巴塘医疗落
后的现状，双流投入1350万元按二甲医院标准，帮助巴塘县医院实施专业
改造工程、配套设施建设和医疗设备采购，有效地改善了藏区群众的就医
环境环境，，提升了县人民医院的接诊能力提升了县人民医院的接诊能力。。同时同时，，还针对藏区高原群众高血压还针对藏区高原群众高血压、、
骨关节病骨关节病、、肝胆结石等常见多发病肝胆结石等常见多发病，，先后选派先后选派1313名骨干医生名骨干医生，，帮助巴塘开设帮助巴塘开设
了中医骨科了中医骨科、、肝胆外科肝胆外科、、心血管科心血管科，，培训帮带巴塘医务人员培训帮带巴塘医务人员8080余名余名，，极大提极大提
升了巴塘医疗水平升了巴塘医疗水平。。

在双流的对口援建帮扶下在双流的对口援建帮扶下，，巴塘县医院住院床位由巴塘县医院住院床位由 20122012年的年的 4040张提张提
高到高到20162016年的年的140140张张，，门诊量从门诊量从20112011年的年的22万余人次增加到现在的万余人次增加到现在的88万余万余
人次人次，，成为辐射芒康成为辐射芒康、、理塘理塘、、白玉等地的区域性中心医院白玉等地的区域性中心医院，，有力助推了巴塘有力助推了巴塘
打造川滇藏医疗高地建设打造川滇藏医疗高地建设。。

激发活力激发活力——强强““基基””更要壮更要壮““骨骨””

每年每年 77--1010 月份月份，，是巴塘各种水果成熟的时节是巴塘各种水果成熟的时节，，这本是喜悦的时刻这本是喜悦的时刻，，
但由于缺乏销路但由于缺乏销路、、产业化水平不高产业化水平不高、、种植户市场观念不强种植户市场观念不强，，虽偶有过路虽偶有过路
游客来采摘游客来采摘，，但还是有很多特色水果因无法及时卖出而落满树下但还是有很多特色水果因无法及时卖出而落满树下，，烂在烂在
地上地上。。

“看着心疼啊，那么好的果
子，就那样烂掉了，拿到成都那
得换多少钱啊？”双流援藏干部
人才领队谭永生说，为了改变
这一现状，必须坚持“走出去”
与“引进来”两条腿走路的思
路，一方面积极推进巴塘特色
生态农产品走出高原，另一方面
广泛引进内地的现代种植技术、
营销人才、投资业主走进巴塘。

特色农产品“躲在深闺人
不识”，这是川滇藏结合部高原
地区的通病。为解决这一问
题，成都市委书记唐良智在对
口支援工作中发出了“三进”的
倡议，即甘孜州特色农产品到
成都进机关食堂、进电商平台、

进各大超市。巴塘县作为甘孜州最西面、离成都最远的贫困县，首要任务
是把产品送到对口支援的成都市双流区。

“运输问题如何处理？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如何解决？原生态的产品
谁来收集、谁来加工？如何取得SC认证这一进入超市的基本通行证？电商、
微商操作人才从哪里找？”双流援藏干部着力寻找破解这些问题的“钥匙”。

谭永生带着援藏干部对巴塘各乡农产品品种、数量以及农业企业、合
作社的情况进行调研后，确定破解难题的思路：双流企业带巴塘企业，巴塘
企业带合作社，合作社带农户。

10月下旬，“三进”活动巴塘营运方比选会在巴塘县农牧科技局举行，
族迹、大鹏两家青年创业企业脱颖而出，正式承担起把巴塘特色农产品推
送到双流乃至成都市场的重任。

与此同步，双流区西航港开发区内一家在电商领域颇有影响力的电商
企业——海汇天佑也开始行动。按照约定，他们将建立巴塘农业企业孵化
平台，以“师父”和“引路人”的角色，帮助族迹、大鹏公司解决产品加工、品
牌包装、市场推广、SC认证等方面的问题。

在双流的帮助下，巴塘县夏邛镇、竹巴龙乡、波密乡等地，合作社也动
了起来，老百姓手中的蜂蜜、土豆、核桃、苹果统一进入专业合作社，由族
迹、大鹏两家公司统一加工成“五彩藏乡，弦舞巴塘”系列产品销往成都。

“没有双流公司的帮助，我们可能几年时间里都不会发展起来，更别说
品牌战略这些长远的问题”，巴塘县大鹏农产品公司的负责人邓珠说，“在
双流的帮助下，我们解决了巴塘特色农产品加工、进入电商平台等难题，目
前正在积极申报SC认证，为下一步全面进入超市作准备”。

卖产品能解决短暂之需，但要从根本上激发巴塘自身发展的内生动
力，必须认真解决好“壮骨”的问题。除了培植族迹、大鹏这样的农业企业之
外，双流人同时把目光投向巴塘之外的投资业主、合作社和专业技术人才。

针对市场经营主体严重不足的短板，双流充分发挥桥梁作用，积极引
进内地种植业主、农业企业、专技人才，通过示范带动，全力打造农民专业
合作社、家庭农场、现代农业企业三大主体，先后帮助苏哇龙乡王大龙村建成
了200余亩酸石榴种植基地、帮助夏邛镇建成近100亩大棚蔬菜种植基地。
在狭窄的巴楚河床旁，一排排整齐的大棚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平原地区的大
棚蔬菜种植技术首次在这里开花结果。

截至目前，全县已培植专业合作社30余家、家庭农场10余家、现代农业企业
5家，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巴塘特色农产品种植、加工、营销的队伍之中，原生态
的巴塘苹果、核桃、无花果也纷纷转变成苹果脆片、核桃油、无花果干，在双流的
农贸市场、机关食堂、OTO体验中心以及
各个电商、微商平台上陆续亮相……

智力扶助——聚力增
强藏区“造血”能力

“产业是藏区脱贫攻坚的基础，与
时俱进的发展理念、思路才是长续发展
的不竭动力，而这其中人才又是关键。”
双流区委书记周先毅对对口支援巴塘
建设始终坚持一个观念，支援巴塘要把

“有限输血”变为“无限造血”，通过带
动、引领实现“四两拔千斤”的效果。

与内地的干部比起来，除了自然条
件制约这一因素外，藏区许多干部的综
合素质、发展意识、发展观念等都比内
地落后，这也是导致藏区贫困县发展缓
慢的重要因素。

援建过程中，双流区坚持发挥干部
才人的带动引领作用，把内地的先进理
念、干事作风带进藏区，带动引领藏干部
干部群众。结合巴塘县经济社会发展各
方面对干部人才的实际需求，坚持把能力
强、作风硬的干部人才送到藏区。今年该
区选送的干部人才平均年龄为33岁，全
部为区内年轻后备干部人才部为区内年轻后备干部人才。。

““把年轻把年轻、、有能力有能力、、想干事的干部人想干事的干部人
才送去援藏才送去援藏，，目的就是激发带动藏区干目的就是激发带动藏区干
部人才部人才。”。”周先毅用周先毅用““鲶鱼效应鲶鱼效应””来比喻来比喻

援藏干部人才选派。
同时，双流把培养藏区干部作为援建的一项重要内容，先后组织巴塘

干部到双流开展专题培训9期，培训干部1100余人，选派48名巴塘机关干
部到清华、北大、上海浦东干部学院等高校学习，开展挂职锻炼培养17人，
组织巴塘县各部门业务骨干共100余人到双流跟岗培训。

在此基础上，双流还坚持“送智进高原”，先后组织双流30名医疗专家
对巴塘县卫生系统干部进行专题培训和对口指导，组织4批40人次党政干
部及技术专家进藏开展培训，帮助培训各类干部人才1300余人次，通过多
种形式的人才互动带动，将双流先进的发展理念输送到高原巴塘，有效缓
解了受援地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

社会参与——着力构建大扶贫格局

12月5日，双流区西航港街道党工委主任卢光荣致电巴塘县亚日贡乡
党委书记四郎扎巴，双方再一次就帮扶事宜进行沟通。双方约定，明年西
航港街道将组织辖区内的企业为亚日贡乡适龄青年开展一场专场招聘会，
以解决该乡群众的就业问题。

“今年，西航港街道帮扶我们40万元的资金，用于亚日贡乡的基础设施
改善，他们还准备帮助我们解决适龄青年的就业问题。”四郎扎巴说。

今年下半年以来，双流区 12个镇（街道）与巴塘县 19个乡镇进行全覆
盖结对帮扶，以此带动巴塘乡镇发展。

对口援建过程中，双流区不断拓展帮扶外延，着力构建全社会参与的
大扶贫格局。

搭建党政部门、友好乡镇“结对帮扶之桥”。双流区组织20多个党政部
门与巴塘县相关部门结对，通过两地交流、项目帮扶、干部人才跟训等形
式，向巴塘支援规划项目外资金和物资逾 500 余万元，派出专家 100 余人
次，完成各类干部人才跟岗学习、挂职锻炼、业务培训2500余人次，帮助巴
塘把制约发展的“短板”变成跨越发展的“跳板”。

搭建集体经济组织、工商企业“定向扶助之桥”。援建中，双流区积极
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将项目资金引流到高山雪域。依托区工商联对接
双流企业家协会、区妇联对接女企业家协会，大力实施“万企帮万村”计划，
先后促成蛟龙集团、三强轧辊、川开电梯、四川航宇等近20家企业在巴塘开
展定向帮扶贫困村活动，累计投入200余万元帮助夏邛镇夏桑卡村、列衣乡
列西村等10多个村实施了道路通村、合作社扶助、蔬菜大棚建设、太阳能路
灯建设等20多个项目。

搭建社会爱心人士、志愿者“接续奉献之桥”。在对口支援巴塘建设过
程中，双流区援藏干部人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协调社会爱心人士助
贫帮困，在巴塘县建立了“蒙泉爱心基金”，先后帮助114余名贫困儿童联系
到社会爱心人士进行“一对一”、“点对点”长期帮扶，汇聚爱心资金30余万
元。针对巴塘教育、医疗资源缺乏和贫困群众多的实际，双流援藏干部人
才还通过互联网平台，组建了“爱心无敌”、“爱洒高原”等3个社会爱心人士
群，先后吸引了 130余名社会爱心人士和 10余名志愿者向巴塘教育园区、
贫困群众、基层乡镇医院奉献爱心。

在援建过程中，党政主导、企业响应、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初步构建，成
为参与精准扶贫的新生力量。截至目前，双流区行政事业单位、工商企业和社
会爱心人士捐赠的现金、物资累计达1000余万元以上，受益人群达5万人次以上。

下一步，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双流区将投入援建资金
1.395亿元，着力实施住房保障、产业富民、教育惠民、医疗卫生、文明提升

“五大行动”，特别是对最偏僻、最贫穷的甲英乡波戈溪村、普达村等6个村
实施整村易地搬迁，对无需搬迁的 1000 余户农户实施房屋改造和庭院美
化，努力推动巴塘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

成都市双流区对口援建甘孜州巴塘县不造成都市双流区对口援建甘孜州巴塘县不造““盆景盆景””专补专补““短板短板””

对口支援藏区的对口支援藏区的““双流行动双流行动””
双流援建巴塘农业合作社蔬菜大棚双流援建巴塘农业合作社蔬菜大棚

左图：双流规划专家实地踏堪援建项目左图左图：：双流规划专家实地踏堪援建项目双流规划专家实地踏堪援建项目

上图上图：：双流援藏干部下乡途中双流援藏干部下乡途中

双流对口援建的巴塘县苏哇龙乡王大龙村双流对口援建的巴塘县苏哇龙乡王大龙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