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十一年风雨历程，阿坝藏羌儿女与全国人民一道，走过了艰

难困苦、经历了巨变沧桑，正一步步走向胜利辉煌！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长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通讯员 杨 骁

▲进入5月以来，草莓基地需要大量用工进行采摘，除了与入驻农业公司签订劳务合同的固
定用工，丁龙义通过自己建立的村组微信群，联系附近几个组的乡亲，组织好临时用工抓紧采摘
转运草莓。 银 琪摄

四川阿坝四川阿坝：：内生动力克难关内生动力克难关 雪山草地谱新篇雪山草地谱新篇

71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71年薪火相传、披荆斩棘。伴随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壮阔历程，底色鲜红的四
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大地
日新月异、生机勃勃。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阿
坝经受住了多重严峻考验：疫情
防控阻击战、疫后重振攻坚战、
防汛救灾突击战……硬仗一场
接一场，“大考”前所未有。

非常之年要有非常担当，特
殊时期要用特别之力。面对“大
考”，州委、州政府团结带领阿坝
人民心连心、手牵手，讲大局讲
奉献，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以击
鼓催征的姿态书写经济发展新
篇章，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年中
答卷：全州经济发展由一季度

“按住暂停”全面下滑，转向二季
度“重启恢复”反弹回升，经济运
行总体复苏态势持续向好。

危难时刻，更显作为。风雨
过后，阿坝经济充满韧劲、生机
和希望。

风雨无阻向前进
渡尽劫波再出发

回顾今年2月17日，春风送
暖，从阿坝州人民医院传来的好
消息迅速激动了整个阿坝，斑斓
的色彩在人们心头逐渐蔓延开
来。经过20多天的诊治，在医护
人员的轮番接力下，全州唯一一
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全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清零。

当天，阿坝州召开新闻发布
会，州卫健委主任、州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副指挥长
泽郎达尔基在发布会上宣布：

“我州在全省21个市州中首个实
现确诊病例清零。”

支撑起清零数据的，是州委、
州政府带领94万阿坝人民筑起的
抗疫钢铁长城。在战“疫”的每一
个关键时刻，阿坝州全民参与，
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党员冲锋
在前，广大医护人员、疾控人员、
公安干警、村社工作人员怀揣赤
诚之心，不惧被病毒感染的风
险，放弃和亲人团聚的时光，全
力以赴投入到这个不见硝烟、事
关生死的战场。

全州各行各业、各界人士踊
跃捐款捐物，农牧民群众自愿为
检测点无偿提供帐篷、运送物
资；中医民族医疗机构主动为卡
点和前线人员熬制中（藏）汤药；
2776支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队累
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10万余次，
参与志愿者达6.9万余人……

群之所为事无不成，众之所
举业无不胜。在阿坝州广大干
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疫情防控

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至
今，全州再无新增病例出现。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
“大风大浪见多了，这点风

雨，我们还真不怕！”阿坝人民胜
利的信心，来自劈波斩浪勇向前
的底气，来自斗罢艰险又出发的
志气，更来自万众一心勇夺胜利
的豪气。

当疫情防控进入“下半场”，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成为所有工作的重中
之重，必须持续织牢织密基层防
护网，巩固疫情防控成果。阿坝
州将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实
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三年
行动计划（2020年—2022年），
建立统一指挥、协调有序、功能
完善、技术先进、运转高效、保障
有力的州、县、乡、村四级公共卫
生应急体系。

慎终如始，不胜不休。在疫
情防控下半场考验中，不松劲、
不麻痹、不厌战的坚持，都是在
为赢得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终
胜利添砖加瓦。

铆足劲儿，努力把丢失的时
间追回来！阿坝人民的信心源于
自治州各级党委、政府坚持“人民
至上”执政理念带来的民生厚度。

战“疫”期间，州委、州政府

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出台了一
系列针对性举措支持企业共渡
难关。“欠费不断供”和水电气优
惠价格措施，支持企业抗击疫情
影响和平稳健康发展；企业在停
工期间组织职工参加各类线上
职业培训的，纳入各地相关专项
资金补贴企业职工培训范围，按
实际培训费用给予全额补贴；受
疫情影响的参保企业按规定备
案后，可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和
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期限延
长至疫情解除后3个月内……一
系列政策红利“干货”让企业吃
了“定心丸”，解了后顾之忧。

生产在恢复、信心在增长。
数据是最好的佐证，上半年，阿
坝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7.73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6.42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49.15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102.16亿元；外贸逆势而为实现
正增长，全州10家外贸进出口企
业实现进出口9099万元，同比
增长19.8%，增幅位居全省第七
位，增速高于全国……不断攀升
的数据折射出发展的强劲脉搏。

中流击水，奋楫者进。下半
年，阿坝人继续保持定力、站稳
脚跟，在埋头苦干中增实力，在
改革创新中挖潜能，在积极进取

中拓新局，阿坝州的经济航船定
能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誓摘穷帽拔穷根
看新风貌新气象

走进阿坝，水网、电网、交通
网、互联网宛如玉带通村入户，
凝聚起城乡群众同步奔小康的
梦想；家家有收入、人人有事干，
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
医疗、住房安全、饮水卫生均得
到保障，各族群众过上了幸福的
新生活。

“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
垃圾随意扔，村里臭气扑鼻。”这
是人们记忆中农村的写照。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让农村成为安
居乐业的美好家园，不断增强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脱贫攻
坚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阿坝州
全面整治农村垃圾、污水、厕所，
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让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

走进理县米亚罗镇二古溪村
搬迁安置点，一栋栋错落有致的
藏式民居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
干净的水泥路直通家家户户门
口，健身器材等设施一应俱全。
以前，该村位于国道317线旁，地
质灾害频发，贫困人口较多，
2017年，整村搬迁到安置点后，
村民们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

村民麦斯甲正忙着整理房
间、打扫客厅，精心打理着他的
民宿。“以前在山上，靠挖药材和
种土豆、玉米补贴家用，搬到新
居后，我办起了民宿，年收入有2
万元左右，比以前翻了几番。”麦
斯甲告诉记者。

让乡村更美丽，子孙后代才

想得起、记得住；让乡村更富裕，
八方游客才住得惯、留得住。二
古溪村只是理县扶贫搬迁实现搬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目标的一个
缩影。“十三五”期间，理县共对
107户村民实施了易地扶贫搬迁
和地质灾害搬迁，涉及436人。

漫漫扶贫路，浓浓民生情。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一股股
脱贫攻坚的暖流不断激荡着阿
坝大地。咬住目标任务不动摇，
扭住关键环节不松劲，阿坝州脱
贫攻坚工作进入了啃硬骨头、攻
城拔寨的攻坚期。

“要着力巩固脱贫成果，建
设小康社会，聚焦‘两不愁三保
障目标’，常态化开展‘回头看’

‘回头帮’工作，切实运行好防止
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要全力实
施好24件民生实事，认真落实各
项惠民政策，着力破解群众教
育、医疗、就业、住房、养老难
题。”在阿坝州委十一届九次全
会上，州委书记刘坪的讲话掷地
有声。面对新任务、新目标，阿
坝州干群化压力为动力，变挑战
为机遇，举全州之力，聚焦目标
任务、强化问题导向，将脱贫攻
坚向深处推、朝实处落。

10月2日，理县最后一户贫
困户——甘堡乡甘堡村村民王
光秀家的农家乐又迎来了一批
客人，王光秀和儿子儿媳一道忙
前忙后为客人准备可口的饭菜，
他们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王光秀一家原本家境殷实，
可是丈夫和儿子分别在2016年
和2018年患上癌症，不仅耗尽
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借了一大
笔钱。2019年1月，王光秀一家
被认定为贫困户，甘堡乡党委政

府积极联系医疗部门，为其
丈夫和儿子申请了医疗救
助政策并代买了大病医疗
保险，让父子俩的医疗费用
自费比例控制在5%以内。
此外，县委组织部、统战部、
团县委、红十字会等部门立
足政策实际，纷纷向王光秀
一家伸出援手。同时，王光
秀一家在乡党委政府的帮
助下开起了农家乐。

追本溯源，阿坝州全面
准确落实健康扶贫各项政
策并有一套完整的工作措
施，切实解决贫困群众看病
问题，全力确保贫困群众不
因病致贫返贫。针对贫困
户，该州不仅在医疗健康方
面有完善的政策和措施，而
且教育扶贫、就业扶贫、产业扶
贫等一系列脱贫举措都周到细
致、有章可循。

“脱贫路上不漏一户不落一
人”。一诺千金，意味着责任，更
意味着担当。一家家真情帮扶
的单位带着“干货”来到农村，一
个个实干苦干的干部沉下去，一
户户励志脱贫只争朝夕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行动起来，一条条脱
贫大道铺就在眼前。

从就业到教育，从医疗到住
房……紧紧扭住农村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这个基本保障，阿坝正
在编织一张兜住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的保障网。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摆脱
贫困，产业为先。阿坝州始终把
产业培育作为脱贫攻坚的根本之
策和长久之计，坚持扶贫产业精
准到户，大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为群众稳定增收提供有力支撑。
金川县角木牛村平均海拔

2700米，受地理条件制约，以
前，该村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
设相对滞后，是金川县贫困人口
最多的村。自脱贫攻坚工作开
展以来，该村以支部为引领、产
业富村为抓手，充分利用有利资
源盘活“三资”（资源、资金、资
产），通过引进公司与专业合作
社，采取土地流转和入股分红的
方式壮大特色产业，并以每个村
民小组为单位，针对各组的实
际情况，实现了“一组一产业”的
发展局面，成功摘掉了贫困村的
帽子。

“过去，我们村的青壮年都
外出务工，村里留下的只有老人
和小孩。”角木牛村党支部书记
何万秋说，如今村里大多数土地
按照不同的价格流转给各个基
地，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到基地务
工，既挣了钱，又照顾了家庭。

“2019年，全村就近务工收入56
万元左右，今年这个数还会增
加。”据何万秋介绍，该村还在合
作社托管缺劳力、有残疾的3户
深度贫困户，让他们每年有3500
元的固定收入，为其脱贫后的发
展提供保障。

有恒业者有恒产，有恒产者
有恒心。如何才能尽快让贫困
群众的收入多起来，这是阿坝州
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一直思
考的问题。

基础厚实的生态产业、底气
十足的绿色工业、带动力强的电
商产业、人气火爆的乡村旅游业
共同发力，成为贫困群众脱贫不
返贫的坚实保障。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高亢
的脱贫攻坚誓言回荡在阿坝这
片希望的田野上。昨天，脱贫攻
坚的号角还在巍巍高山间回荡；
今天，巩固脱贫成果的脚步在希
望的田野再出发。

▲汶马高速如玉带，牵着天路进藏寨。龙 刚摄

▲阿坝州中心血站启动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以来，在州（市）机关干部职

工和爱心群众的积极参与下，仅2月份，中心血站共采血257人次、367个单位、

73400毫升，献血率达到5‰支撑起疫情期间全州的临床用血。图为志愿献血的

市民在朋友圈晒出州中心血站颁发的感谢状，传递奉献爱心。 田增涛摄

▼理县蒲溪乡卫生院护士余娟和战友们日夜坚守在桃坪卫生防疫卡点，为群众守
好疫情防线。

孟亚鑫摄

▲阿坝州壤塘县女子宣讲队充分发挥精通藏汉双语，群众认可度高以及知政策懂法律
等优势，深入高山远寨、偏远牧场，为群众讲解疫情防控知识。 罗让东周摄

“5.12”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汶川县城全景。

马尔康锅庄节。周旺波摄

□2020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刘 蕾 □本版美编 龙双雪C12 C13□2020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刘 蕾 □本版美编 龙双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