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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泽尔登，男，藏族，四川理县人，
1967年10月出生，1992年6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87年7月参加工作，
四川省委党校函授学院法律专业，
省委党校在职大学学历。

现任四川省阿坝州政协副主
席、若尔盖县委书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祥龙王攀 泽尔登（左一）在基层调研。

人物名片

姚永红，男，汉族，1968年2
月生，四川盐亭人，大学学历，经
济学学士，1992年7月参加工作，
199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
任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委书记、
二级巡视员。

6月29日下午，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表
彰会议在京举行，绵阳市安州区委书记姚
永红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说到就要做到，不能放空炮。”“工
作干得好不好，群众说了算！”这是姚永
红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在干部眼中、群
众心中，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为官一任、造福一
方的责任担当，奏响了务实为民、真抓实
干的时代强音。

讲政治
“政治建设的成效如何，不仅

要看学得怎样，更要看做得怎样！”

“党的书记，任何时候都要讲政治。”
一直以来，姚永红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做到思想上对标对表、行动上
紧跟紧随、执行上坚定坚决，当好“两个
维护”的忠诚践行者。

“一个地方政治生态的好坏，决定着
事业发展的成败。”姚永红深知，营造良好
政治生态，不是喊喊口号、唱唱高调，而是
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他坚持再忙也要

挤时间学习，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治国
理政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与时俱进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与此同时，他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作为区委常委
会会议的第一议题，组织编印“口袋读
本”供干部日常学习，创新推行“周五下
午学习日”等制度，推动学思践悟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区上
下蔚然成风。

抓发展
“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担当，一

抓到底！”

“定下来的事情，就要一以贯之、一
抓到底！”在姚永红看来，绘就的美好蓝
图，是全区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不动
摇、不折腾，就是对历史负责、对组织负

责、对人民负责。
安州，绵阳最年轻的市辖区，2016年

建区，更好融入主城区，实现绵安同城化，
既是使命所在，又是群众所盼。如何才能
加快把美好蓝图变成现实？安州区干部
群众最终形成了发展共识：抢抓科技城新
区建设的历史机遇，把安州片区建设作为
前沿阵地，把城市和交通体系完善作为主

攻方向，把产业发展作为重要支撑，推动

城市、交通、产业与主城区深度融合，打开

“绵阳向西、安州向东”的发展空间。

方向定了以后，关键在于抓落实。

安州区以打造全省最大新能源与智能网

联汽车基地为牵引,带头招商引资、争资
跑项，两年多时间引进项目110余个，到
位国内省外资金近 200 亿元，连续两年
投资总额目标完成率位列全市第一。
2019年，全区GDP增长8.5%，增速排名

全省类区县第 11 位，与 2018 年相比上
升7位。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暴
雨洪涝灾害的严峻形势，稳住了经济社
会发展的基本盘。

重民生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保障和

改善民生就是最大的政绩！”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保障和改善民
生就是最大的政绩！”姚永红经常说，服务
民生贵在“实”与“细”。一直以来，他始终
保持深厚的为民情怀，把群众安危冷暖放
在心上，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用自己
的辛苦指数换来了群众的幸福指数。

如今，洋马路——安州水韵风情一
条街已成为安州夜经济的“引爆点”，安
县纸业重组后实现产值12亿元，安州获
评全国信访工作“三无”区。2020年，把
加快教育事业发展作为民生大事，新改
建学校 6 所，新增学位 2790 个，公办幼
儿园在园幼儿占比由2019年的27.93%
提升到2020年的53.45%。

“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困境显情
怀。”姚永红用身体力行来告诫自己、鼓
舞干部。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他从正月初二开始驻守一线；
面对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强暴雨洪灾，
他连续 8 天钉在抗洪一线现场指挥，用
最短时间爆破了50余米新勘堰溢流坝，
降低了洪水对两岸堤防的冲刷，保障了
新堪堰两岸和安昌河下游 10 余万群众
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除了实干，没有任何捷径可走。”这
是姚永红的座右铭，他过去这样做、现在
这样做，将来依然会这样做。

除了实干，没有
任何捷径可走。

——姚永红

绵阳市安州区委书记姚永红（右）经常深入一线现场办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周洪攀姚茂强 王祥龙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姚永红：

工作干得好不好，群众说了算！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泽尔登

呵护家园 带领群众治理沙地46万余亩

6 月 29 日，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表彰
会议在北京举行，四川 5 人得到表彰。
阿坝州政协副主席、若尔盖县委书记泽
尔登以“做高原群众的贴心人”为题，在
大会上发言，讲述了自己带领若尔盖干
部群众谋发展的历程。

民族团结互帮互助
发展中药材产业脱贫奔康

阿坝州若尔盖县地处川甘青三省结
合部，平均海拔 3500 米，是红军长征经
过的地方，也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世
代居住着藏、羌、回等12个民族。

2013年5月，组织派泽尔登到若尔

盖县担任县委书记。“面对沉甸甸的担
子，我深感重任在肩，誓言以担当书写忠
诚、用实干践行使命，绝不辜负组织的信
任和群众的期望。”泽尔登说。

推动共同发展，做各族群众的贴心
人。泽尔登坚持把民族团结作为最大的
群众工作，组织全县干部和1.8万余户各
族群众联户联情，推动各民族共同发展、
共同进步。

在基层调研时，泽尔登发现阿西镇团
结村中，藏、汉、回等民族群众生活长期处
于贫困状态。于是他进村入户想办法，因
地制宜发展中药材规模化种植加工，动员
在外务工的汉族群众返乡种植、先试先

行。试点成功后，泽尔登又引导汉族群众
无偿向藏族和回族群众传授技术，共享销
路，推动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共同富裕。

近年来，若尔盖县围绕共同发展主
题，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短板弱项，不
断改善民生、发展生产，全县各族群众更
加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拥抱在一起。

2020年，若尔盖县成功创建四川省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

呵护草原湿地家园
8年治理沙地46万余亩

泽尔登介绍，上世纪以来，因气候、

鼠害、过度放牧，导致若尔盖的草原沙
化、湿地退化，最严重的年份沙化递增率
达 10.4%。面对严峻挑战，泽尔登坚决
扛起生态保护责任，与干部群众多次寻
找封沙育草、草障固沙良方，但常常是

“风吹沙走、百草存一”，有的群众甚至说
“治沙是个填不满的坑”。

面对失败，泽尔登没有灰心，他与林
草“土专家”、乡村干部反复实践论证，找
准固不了沙、聚不了水的症结，摸索出一
套“高山柳沙障”防风固沙治理办法，成
功锁住了流动沙地。

8 年来，若尔盖全县有效治理沙地
46万余亩，恢复干旱半干旱沼泽2万余
亩，广袤的若尔盖大草原已成为无数游
客心中向往的“云端天堂”。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若尔盖县
坚持把绿色生态作为最大优势、最大财
富，先后创建黄河九曲第一湾等A级景
区5个，探索推广“放牧+补饲+圈养”养
殖模式，有效提高草场利用率和科学养
畜水平，2020年全县142个示范牧场带
动群众增收5500余万元。生态好了，环
境美了，群众的腰包也鼓了，农牧民都说
党的富农政策好。

“这次，中央给予我这么高的荣
誉，我既紧张又激动。我想，这份荣誉
应该属于我们集体，属于全县各族干
部群众。”泽尔登说，今后一定牢记初
心使命，始终冲锋在前，努力把若尔盖
发展得更好，让全县老百姓生活得更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