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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能投集团董事长孙云：

投入扶贫资金320亿 以能源扶贫带动产业扶贫

“基础建设的助力属
于‘前半篇’，扶贫的‘后
半篇’是我们要给当地建
立一个长期的产业链。”
在孙云看来，扶贫最重要
的是为当地扶持产业项
目，把增强贫困地区的
“造血”功能作为重点。

在四川西部偏僻山村，40多名年轻
人来到这里，将青春热血挥洒到扶贫事
业中，与当地贫困群众同吃住同劳动，
他们就是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简称四川能投）派来的挂职干
部、驻村第一书记。

近年来，四川能投积极参与四川脱
贫攻坚工作，先后投入产业扶贫资金
320亿元、无偿捐赠帮扶资金6000余万
元，派驻帮扶干部43名，对口帮扶30个
县46个贫困村，助力46万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

在2月25日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大会上，四川能投集团荣获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

以能源扶贫切入
惠及28个县44个村

近年来，四川能投发挥国企产业、
资金、技术等优势，全面开展电力扶贫、
产业扶贫、旅游扶贫，创新扶贫模式，提
高扶贫成效，为长效扶贫探索出新模
式。

据四川能投党委书记、董事长孙云
介绍，四川能投利用在能源领域的专业
技术优势，把能源项目作为在贫困地区

的重点帮扶项目。
“能源供给直接关系到贫困地区

人民群众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改

善，关系到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基本保
障。不少贫困地区，是水、风、光等新能
源的富集区，发展能源产业，也有助于
发挥当地能源优势，培育支柱产业。”孙
云介绍。

其中，在“三区三州”农网改造升级
和无电地区电力建设任务中，四川能投
投资18.62亿元，解决了28个县44个村
的用电问题。

在对凉山昭觉县“悬崖村”实施电
网改造上，四川能投投资1800万元、安
排精兵强将设计施工，彻底解决了该村
长期电能动力不足、可靠性低等难题。

此外，在凉山州4个深度贫困县投
资建设12.8万千瓦水电等项目……

这些项目投产后，不仅为当地经济
社会提供电力支持，增加地方税收，也
为当地很好地解决了就业。

扶贫更造血
建链条式产业扶贫项目

“基础建设的助力属于‘前半篇’，
扶贫的‘后半篇’是我们要给当地建立
一个长期的产业链。”在孙云看来，扶贫
最重要的是为当地扶持产业项目，把增
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作为重点。

因此，除了在基础建设方面助力外，
四川能投还在探索发展优质产业，即以
能源扶贫为切口，继而带动产业扶贫。

产业兴农方面，四川能投首先推动
旅游业发展。近年来，四川能投投资旅
游项目17个，总投资173.32亿元，项目
主要分布在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等
贫困地区。

除了旅游业发展，能投还大力发展
种养殖业，构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特
色产业，与专业公司共同组建高原特产
全产业链项目公司、与省林草局共同推
动贫困地区的扶贫产业园项目。

在近年来的扶贫工作中，在四川能
投的扶贫队伍中，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
党员扶贫事迹。能投水电集团派驻甘
孜州乡城县东尔村第一书记李昊东，挂
任甘孜州乡城县委常委、驻村第一书
记两年，和当地群众结下深厚感情。
在带领旅游专家考察旅游项目时，因
山高路陡马匹脱力，他从 20 多米高的
陡坡上滚落致重伤，先后两次手术缝合
70多针。不等痊愈，他又带着肿胀变形
的伤口赶回乡城县，继续战斗在脱贫攻
坚一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申梦芸

四川能投集团
全面开展电力扶贫、产业扶贫、旅

游扶贫，创新扶贫模式，提高扶贫成效，
为长效扶贫探索出新模式。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四川能投投资建设的凉山州普格县优质羊养殖基地。

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
彰大会上，攀枝花市中心医院被授予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是全省
唯一获得这项荣誉的医疗单位。

作为凉山州木里县人民医院援建
帮扶单位，攀枝花市中心医院提供人
力、物力、管理、技术支持，选派 18 名
医护人才驻扎木里，累计诊疗患者
5.78 万名，业务培训 2059 人次，协助
成立四个科室，有效提高了当地医疗
水平。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党委副书记、院
长张月辉介绍说，援建木里县人民医
院，攀枝花市中心医院主要实施了“传
帮带”“师带徒”“联手建”“送医疗”四项
工程。

从 2018 年以来，攀枝花市中心医
院已连续派出18名专业技术骨干支援
木里县人民医院，并与相关技术人员签
订了“师带徒”协议。目前，已累计开展
手术3532台次，诊疗患者5.78万名，开
展新技术 286 项，会诊疑难病例 1643
次，业务培训2059人次。

同时，攀枝花市中心医院还协助
木里县人民医院成立了新生儿科、血
透室、重症医学科、五官科病房，对木
里县医院普外科、麻醉科、超声科、儿
科等临床诊疗工作进行指导和专题
培训，帮助其顺利通过国家“二级甲
等”医院复审，骨科创建为凉山州州
级重点专科。

张月辉说，为了让当地群众享受更
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还主动帮助改善当地硬件设施，出资购
置 了 数 字 化 医 用 X 射 线 摄 影 系 统

（DR），建成心电远程会诊、远程影像会
诊系统，提高了影像诊断质量。

近两年来，木里县医疗水平有了稳
步提高，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逐步健全，
逐渐实现了“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
的目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湘东肖洋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25日
在京举行，中共简阳市平泉街道荷桥
村委员会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
体”称号。

近年来，荷桥村搭建起荷桥股份经
济合作联合社、荷园现代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梦栖土地股份合作社、花卉种植
专业合作社等集体经济发展平台，通过
推动适度规模化经营和农商文旅融合
发展，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村民变股民，增强了农村集体经济造血
功能，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

随着集体经济“四合一”模式作用持
续发挥，荷桥村的发展方式发生了根本
性改变，由此带来的最明显变化是村集
体经济和群众收入的持续提升。荷桥村
第一书记邓勇介绍，荷桥村共计流转土
地 4884 亩，农村规模化经营水平从
2016年的13%提升至75%以上；村集体
经济收入达78.2万元，较2016年增长
650余倍；农村人均纯收入达21034元，
较2016年增长11991元，增幅132.6%。

荷桥村的发展变化，是简阳市深化

农业和农村体制改革，全面推广农村集
体经济“四合一”模式所取得成效的一
个缩影。2020 年，简阳市坚持把农业
和农村体制改革作为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的重要法宝，重点围绕农村产权制
度改革、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等方面
开展改革试点，进一步激发了市场主体
活力，优化了农村资源配置，加快推进
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增收致富。

“通过充分利用产改工作结果，在
全市推广农村集体经济‘四合一’改革，
探索‘3+N’集体经济增收模式，实现平
台搭建、业务运营、集体经济增长和集
体经济人才‘四个突破’。”简阳市农业
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已累计成
立“四合一”集体经济组织636个，全市
集体经济增长21.5%，集体经济收入超
100万元的村（社区）增加至5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远扬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选派18人驻扎木里诊疗5.78万名患者

中共简阳市平泉街道荷桥村委员会
“四合一”改革 让村民腰包鼓起来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提供人力、物力、管理、技术支持，

选派18名医护人才驻扎木里，有效提
高了当地医疗水平。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中共简阳市平泉街道荷桥村委员会
创新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四合一”

模式，增强了农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
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援建木里县人民医
院，攀枝花市中心医院主
要实施了“传帮带”“师带
徒”“联手建”“送医疗”四
项工程。

近年来，荷桥村通过
推动适度规模化经营和
农商文旅融合发展，实现
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村民变股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