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
的青藏高原东部，有着一个享有
悬天净土壤巴拉之美誉的地方
——壤塘。受到自然条件等多重
因素的制约，这里曾是集老、少、
边、高、穷、病于一体的国家重点
扶贫县。

肩扛责任，精锐出战，决胜
攻坚。2014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号角吹响神州大地，一场众
志成城的脱贫攻坚战在壤塘的
青山绿水间轰轰烈烈拉开了大
幕。在这当中，带着大责与大爱，
绵阳市商业银行积极响应党中
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绵阳市
委市政府和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四川银保监局关于对口帮扶贫
困县脱贫攻坚工作要求，跨越
600 余公里的山川来到壤塘，聚
焦产业、聚力民生，真金白银、真
帮实扶，在绵阳市对口帮扶壤塘
县前线工作指挥部的指导下，5
年间带着深情累计投入帮扶资
金达到740余万元，以担当实干
助力壤塘脱贫攻坚。

如今，在以绵阳市商业银行
为代表的各界倾情的帮扶下，壤
塘全县的 44 个贫困村 2136 户
10302 人已顺利完成了减贫任
务，贫困发生率从 26.6%降至
0%，并以群众满意度全省第一的
成绩，实现高质量脱贫摘帽。日
前，记者随同绵阳市商业银行董
事长何苗率队的调研回访组前
往壤塘，近距离地感受在这条彰
显中国特色的高质量治贫之路
中，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地方金
融企业的赤忱与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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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示范基地 选育优势新品种
“示范基地建立以来，我们不仅学到了技

术，还增加了收入，过上了幸福生活。”在泸定县
和平村，村民赵朝勇谈到甘孜州农科所特色水果
示范基地给自己带来的好日子，满是感激之情。

2016年，通过土地流转，甘孜州农科所在泸
定县和平村及康定市雅拉乡三道桥村建立44亩
特色水果示范基地。基地引进早、中、晚熟苹果
新品种 10余个，早、中、晚熟桃品种 40余个，中
熟梨品种3个，李子品种5个，草莓品种4个。

在苹果示范园，秦脆、华红、王林等新品种
挂满枝头，果香满园，引来蜜蜂飞舞。“通过基地
示范，选育优势品种，开展技术培训，带动村民
增收。”甘孜州农科所高级农艺师马辉告诉记
者。

通过对品种外观和内在品质的综合评价，
目前，甘孜已建成高效苹果试验示范基地 6个，
推广面积10000亩左右；高原无公害草莓示范基
地 3个，推广面积 500 亩左右，高原绿色李子示
范基地 1个，推广面积 1000亩左右，桃子示范基
地 1个，推广面积 3000亩左右，综合性示范基地

1个，推广面积10000亩左右。
“示范基地不仅增加了收入，我还学到了种

植技术，‘一不小心’还成为村上的技术老师
了。”谈到学习技术，赵朝勇蛮有成就感地说。

通过基地学习，目前她家种上6亩多苹果，5
亩多桃子，预计后年将进入挂果期，到时，通往
牛背山景区的旅游公路也将全面完工，前来的
游客将更多。

近年来，甘孜州农科所按照“一村一产”“一
村一特”的发展规划，在和平村大力发展桃产
业，通过实施高标准建园、土壤有机质提升、

“果-草-畜”循环及病虫害综合防治等技术培训
指导，实现了优质桃子第一年长树、第二年挂
果、第三年稳产的目标，明年桃子将进入丰产
期，预计亩产效益可达2.5万元左右。

和平村是通往牛背山景区的必经之路，下
一步，甘孜州农科所还将协助该村延伸桃、苹果
等特色水果产业链，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乡村
旅游”，让村民们吃上“旅游增收饭”。

“到时，游客可以来果园赏花、采果，吃农家
饭，住农家屋，享农家乐。”面对未来的发展，赵
朝勇信心满怀。

搞技术推广 村民走上致富路
“我们家今年那 400 棵苹果树进入丰产期

了，估计能卖 100000元左右。没想到啊，撂荒地
也能种出好‘钱景’，有专家的技术指导就是不
一样！”近日，在康定市姑咱镇杠江沟村，村民龚
兴凤喜滋滋地说。

杠江沟村地处康定市大渡河畔高半山，受
交通及地理条件的制约，多年来全村没有一个
主导产业，当地村民靠种点土豆、花椒、玉米等
农作物为生，增收困难。眼看增收无望，村民纷
纷背井离乡，举家搬迁。

“这里 2000多米的海拔，离太阳最近、离城
市最远，远离污染源，是发展优质苹果最理想的
地方。”杠江沟村的撂荒地被省农科院博士谢红
江看中。

2014年，在“院州”合作专家组的指导下，杠
江沟村从省农科院引进优质种苗，规模种植苹
果近 300亩。通过集成苹果栽培技术，实现一年
栽种，两年试花，三年挂果，四年丰产。

如今，杠江沟村家家户户都种上苹果。“今
年全村预计苹果产量将达40万斤。由于品质好，
目前销售还不错，预计将实现产值240多万元。”
康定市脆蜜红富士水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李德华说。

“以前有搬家念头，现在不搬了，苹果成为
全家的致富果，随着大渡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
区建设，来这里赏花、品果、晒太阳的人越来越
多，今后村里会越来越好的。”龚兴凤说，外出村
民都纷纷返乡种苹果。

“今年预计产量达30000斤，现已经销售上万
斤，收成较去年有少量提升。”在泸定烹坝镇黄草
坪村，村民兰树华告诉记者，“以前果树不拉枝、
修枝，苹果品种老化、根本不好卖，现在有专家技
术指导，苹果产量高效益好，还根本不愁销路！”

据甘孜州农科所所长杨开俊介绍，针对全
州“土地碎片化、种植模式传统化、从业人员老
龄化”的产业现状，甘孜建立“首席专家+技术指
导员+示范户+辐射户”的技术服务链，打造“科
研团队+专合社+基地”的成果转化模式，形成了
一套较为系统的科技推广长效机制。

同时，省农科院、甘孜州农科所还采用“讲
给农民听、做给农民看、带领农民干”的方式，建
立示范点 12个、带动示范片 20个，召开培训会
40场次，培训果农 2万余人次，提高了成果转化
率和技术普及率。

连日来，在甘孜州的丹巴、乡城、巴塘等县
（市）的苹果相继进入采摘期，村民们通过批发、

电商等渠道将高原优质苹果推向全国市场，从
而实现增收致富。

创知名品牌 高原果香飘四方
“品质不错，瞧！冰糖心，切一片在阳光的照

射下，晶莹透亮……”在杠江沟村，来自成都的
采购商张小姐说，一口咬下去，皮薄肉多，香脆
里藏着冰糖的清甜，汁水从舌尖流入舌根，再浸
入心田，甜甜的清香让人欲罢不能。

“海拔高、阳光充足、昼夜温差大、山泉水浇灌，
这就是我们苹果种植的特色。”李德华一边介绍，一
边包装，“今天要发50盒10斤装的苹果到成都。”

“我要10盒15斤装，地址微信发给你。”
……
谈话间，李德华不断接到购买的电话。每年

苹果成熟季节，有网络、电话订购，还有自驾来
采摘的游客。

“现在通过网络直销，减少了中间环节，果
农获得了最大效益。”李德华说，今年我们采取
了很多方式进行销售，首先就是通过电商、微商
平台，同时采取订单销售，现在高速路通了，来
购买的游客也多了。

地处川西高原的甘孜，气候宜人、光照强、
昼夜温差大，农特产品有机、绿色、纯天然、无污
染，深受消费者青睐。

近年来，为打造高品质水果，甘孜州依托
“院州”农业科技合作“产业扶贫”“科技万里行”
等项目作为技术支撑，结合区域内生态气候优
势，开展了特色水果绿色高效栽培新技术等关
键技术科技攻关。

好的产品，还要有好的品牌。为培育名牌水
果，甘孜州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全力打造一批品
质好、市场占有率高的知名水果品牌。

每年，甘孜州通过参加西博会、农博会、精
品展等方式加大宣传，全面提升品牌知名度。目
前，康定苹果、康定枇杷、泸定红樱桃等品牌效
应已逐步凸显。

如今，一个个现代化、标准化的特色水果示
范园在雪域甘孜“开花结果”，当地村民挣钱变
得轻松许多，也为当地巩固脱贫成果、振兴乡村
探索出了新路径。

“立足于甘孜州‘两江一河’流域的立体气
候资源，着力建设川藏高原特色水果产业带，努
力打造‘一县一品’的水果产业开发格局。力争
到 2025 年，全州水果种植面积达到 25 万亩，总
产量达到 15万吨，综合产值 8亿元。”甘孜州农
牧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杨琦 文/图

年产各类果品11.36 万吨，实现产值5.06亿元

“院州”农业科技合作 甘孜特色水果香飘四方
“满树玲珑光，新秋著红妆”。11 月下旬的

甘孜高原，在大渡河、金沙江、鲜水河畔，红彤彤
的苹果挂满了枝头，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果园里
的采摘村民喜笑颜开，预示着今年又是一个丰
收年。

高原沃土，孕育了甘甜的水果，壮大了特色
产业，富裕了一方百姓……

“因地制宜发展高原特色水果”是 2008 年
省农科院与甘孜州签署的“院州”农业科技合作
项目之一。10年来，经过“院州”专家团队紧密
合作，在特色水果新品种选育、良繁体系建设、
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初步形成了以
高原苹果、高原甜樱桃、高山酿酒葡萄等为主的
甘孜州特色水果产业。

截至目前，全州高原水果种植面积21.01万
亩，年产各类果品11.36 万吨，实现产值5.06亿
元，有效促进了甘孜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乡村
振兴。

甘孜州农科所所长杨开俊在康定市达杠村了解苹果产量

康定甜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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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定县和平村“院州”合作特色水果科技示范基地

5年，740余万元，助力壤塘以群众满意度全省第一的成绩实现高质量脱贫摘帽——

肩扛大责，绵阳市商业银行以担当实干助力脱贫攻坚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
感情有多深，扶贫的力度就有多大！在坚决

按时打赢脱贫攻坚这场历史性战役中，绵阳市商
业银行以解涉藏地区群众急之所急、干涉藏地区
群众盼之所盼，从聚焦草原母亲关爱、到深情孤
儿援助，从推出乡村医生薪酬补助，到助力居家
环境改善，事事具体，件件实在，让扶贫在“精度”
中充满着“温度”。

记者了解到，截至 2019 年末，绵阳市商业银
行开展“草原母亲关爱行动”共资助 40 万元，主
要用于 200 户贫困单亲家庭人员生活困难、子女
就学就业、家庭创业启动资金，每户 2000 元。在

孤儿援助方面，自 2017 年以来，绵阳市商业银行
向壤塘县捐赠孤儿长期帮扶资金 40 万元，主要
用于该县孤儿医疗教育帮扶。

大山深处，路途曲折，交通不便，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在村落中时有发生，健康扶贫是壤塘脱
贫攻坚战中的一场重要战役。绵阳市商业银行深
知稳固基层医疗网底，就必须不断提升基层医务
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让大家劳有所得，优劳优得，
才能用好人才，留住人才。

为破解乡村医疗保障难题，绵阳市商业银行
在医疗保障方面持续用情，自 2016 年以来，每年
投入帮扶资金 21.6万元，实施乡村医生薪酬费用

补助，以每人每年 3600 元标准，支持 60 名乡村医
生工资薪酬，推动健康扶贫政策落地生效，助力
脱贫攻坚。

在居家环境改善方面，绵阳市商业银行持续
用功，出资约 91.2万元帮助石里乡上大石沟村居
家环境改善，主要用于改装电线、购买藏床、睡
床、改水改厕、改楼梯、改厨房、改造危房等项目。
如今走在上大石沟村，感受最多的是环境更美
了，群众的幸福指数更高了。

“最是情深能致远，最是深情能动人”。在绵阳
市商业银行的倾情帮助下，壤塘，这个昔日的国家
级深度贫困县发生着感天动地的变化。初冬时节，

行进高原，踏访农家，绵阳市商业银行调研回访组
在感同身受壤巴拉同胞的深情与暖意的同时，更
加坚定了绵阳市商业银行带着深情持续用力久久
为功地决战决胜脱贫奔康的信心与决心。

为此，何苗表示，未来，绵阳市商业银行党委和
高级管理层将继续把对口帮扶脱贫攻坚作为义不
容辞的政治责任和践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紧
紧抓牢抓实，继续从教育医疗、基础设施、携手奔康
等方面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高质量地打赢脱
贫攻坚战与推动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贡献出不负时代所托、不负人民所盼的绵商银行力
量。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张宇

攻坚脱贫，产业为基。
在精准帮扶中，绵阳市商业银行攥紧产业扶

贫这个根基与关键，变“输血式”救济为“造血式”
帮扶，通过因地制宜地引导与支持壤塘发展农牧
特色产业来实现稳定就业和持续增收。

“以前，我们靠种青稞挣点钱。今年我家种了
7 亩紫土豆，仅土豆收入就已经有了 2.1 万元，加
上年底村集体经济的分红，可以说是翻了几番！”
吾依乡修卡村村民三巴谈及今年的收入，脸上的
笑容格外灿烂。

修卡村平均海拔 3100米，有 121户 598人，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30 户 162 人。对于没有产业的
修卡村来说，如何立足资源禀赋和地域特点，培
育和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在当地政府的主导与绵
阳市商业银行的协助下，确定了修卡村“结合实
际、依托优势、示范引领、循序渐进”的产业发展
思路，以及“党支部+致富带头人+合作社+农户”
的产业发展模式，既让集体经济有了稳定的收
入，又让老百姓的腰包日渐鼓了起来。

2018年，由村党支部培养的致富带头人尕尔
玛勒班带领 9 户村民试点种植生态且营养价值
高的紫土豆 6 亩。当年，紫土豆销售额近 6 万元，

除去成本，每户种植户收益 4200 元，经过两年的
发展，紫土豆试点种植取得良好成效，修卡村更
是于去年顺利实现了脱贫摘帽。

脱贫不返贫才是真脱贫。为提升紫土豆的附
加值，持续带动农民增收，今年绵阳市商业银行再
度赞助修卡村 10 万元用于紫土豆深加工成紫土
豆锅巴，该产品预计年底上市销售，预计纯收益
8.75万元，其中 3万元用于村民分红，剩余 5.75万
元用于建设悬天藏寨高原紫锅巴品牌。同时，在产
品的融合推广方面，绵阳市商业银行表示将协助
村民们闯市场，以消费扶贫消除村民的后顾之忧。

然而，不止于此的是，为多方面帮助壤塘奠
定造血奔康的牢固基础，绵阳市商业银行在近几
年的帮扶中还投入帮扶资金 130.4 万元，支持脱
贫攻坚农牧产业生猪养殖场建设项目，项目占地
1800平方米，计划明年 9月 1日投入运营，预计年
经济效益达 200 万元，将填补该县生猪规模养殖
空白。

植根发展基因，激活发展动力。在绵阳市商
业银行的有为引导中，壤塘的紫土豆、生猪养殖
等产业如今在产业化、规模化与品牌化中加速发
展，正成为这里一方百姓脱贫奔康的重要支撑。

扶贫先扶智。教育是使人走出贫困、迈向富
裕、获得自由的阳光雨露。如果说产业扶贫激活
了致富的动力，那么教育帮扶就能确保这个动力
强劲持久。

“是绵阳市商业银行给了我家女儿和我们
全家希望，让女儿能走进大学的学堂。”调研回
访组来到壤塘县岗木达村村民安真的家，这位
藏族老人紧紧地拉着何苗的手，用并不流畅的
汉语连连感谢绵阳市商业银行对他家的帮助。

安真一家三代有 14 口人，家里人口多、劳力
少，去年 7 月，因他身患重病，让本来就较为贫困
的家庭雪上加霜。这时，他的小女儿色尔准收到

了四川省马尔康民族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正
当安真为拿不出学费送女儿上学一筹莫展之际，
绵阳市商业银行的助学帮扶项目给他家带来了
希望，4300 元的助学帮扶资金迅速到位，解决了
他家的燃眉之急，使他女儿如期步入了大学的校
园。

安真家的事例只是绵阳市商业银行深入实
施助学帮扶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近五年，绵阳
市商业银行每年投入 10 万元，总共已资助壤塘
120 名农村贫困考生。截至目前，还有 43 名农村
中、高职贫困考生申报，助学活动依然在有序实
施中。同时，为开阔学生的视野，增长见识，激发

学习热情，绵阳市商业银行 5年共出资 40万元用
于壤塘优秀贫困中小学生开展冬（夏）令营活动。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
化”。在何苗看来，帮助一个孩子，就是帮助一个
家庭升起希望，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
径。由此，在开展对口支援壤塘的工作中，绵阳市
商业银行始终把教育扶贫作为一项须臾不可懈
怠的重点工程来抓。

而为了持续深入地落实好这一工程，绵阳市
商业银行还在创新深化帮扶模式中，力所能及地
为涉藏地区孩子的实习与就业提供机会。如今，
作为一名绵阳市商业银行的员工，从大山中走

出，又回到大山挂职壤塘石里乡上大石沟村驻村
工作队员的索郎严木参就是其中一位。

2016 年壤塘建档立卡应届贫困学生索郎严
木参，正式成为绵阳市商业银行的一名员工。
2018年受绵阳市商业银行的委派，这位在川西高
原长大的孩子回到故乡从事扶贫工作。“很是感
谢绵商行培养了我，让我能回到家乡帮助自己的
家乡人。”在扶贫工作中，他干中学、学中干，在

“5+2”与“白+黑”中倾情帮助父老乡亲脱贫奔
康，脚踏实地践行一名绵商人的情怀与担当。
2019年，索郎严木参还被绵阳市对口帮扶壤塘县
前线工作指挥部评为“优秀援建干部人才”。

精准产业帮扶，提升造血功能

倾情智力援助，浇灌希望之花

发力民生短板，绘就幸福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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