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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这5年
了不起的我们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指出，这五
年来，四川举全省之力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全省62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8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1501个贫
困村全部退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全面
摆脱贫困，特别是聚力攻克大小凉山彝
区深度贫困堡垒，与全国人民一道步入
全面小康社会，兑现了向全省人民的庄
严承诺。未来五年，四川将统筹推进乡
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

报告背后的四川乡村面貌五年巨
变，与《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下
简称《扶贫开发条例》）和《四川省乡村
振兴促进条例》的出台密不可分。其
中，《扶贫开发条例》是四川首部关于农
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地方性法规。

《扶贫开发条例》在全国范围内创新
性提出了什么理念？是如何构建四川省
大扶贫工作格局的？从脱贫攻坚到乡村
振兴，四川又是如何用两部《条例》进行
有效衔接？四川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对此进行了解读。

立法
全国率先出台

指导脱贫攻坚的地方性法规

记者从四川省人大农业农村委了解
到，制定《扶贫开发条例》是有现实需要
的，即《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扶贫立法，使扶
贫工作尽快走上法治化轨道”。

此外，四川是全国扶贫工作的重点
省份，随着扶贫开发机制创新步伐加
快，有一些新问题和新情况伴随出现，
需要通过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和引导。
加之彼时国家层面尚未出台扶贫开发
的法律，因此迫切需要出台有关地方性
法规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扶贫开发
战略，以此固化和提升此前四川探索总
结的扶贫开发工作经验。

在这样的背景下，《扶贫开发条例》
于 2012 年 10月顺利申报立项，并于
2015年4月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同年6月1日起施行。

在《扶贫开发条例》出台前，全国范
围内没有指导脱贫攻坚的地方性法
规。它的出台，将精准扶贫作为四川省
扶贫工作的原则，明确了贫困户、贫困
村的定义，也明确了四川农村扶贫标准
的制定程序，规定了县级人民政府识别
贫困户、贫困村的权限和程序，确保做
到精确识别、分类扶持，因村施策、因户
施治。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扶贫开
发工作要进一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
求，《扶贫开发条例》就社会各类组织和
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构建政府、社
会、市场等多方协同推进的大扶贫工作
格局作出了明确规定，在总则中规定了
扶贫开发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
作的原则和农村扶贫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相
关工作的管理体制等。自此，构建了四
川大扶贫工作格局。

意义
是四川首部

关于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法规

对四川而言，《扶贫开发条例》具有
重要意义。

首先是政治立意。《扶贫开发条例》
紧紧围绕贯彻党的十八大和省委全会
精神，贯彻依法治国、依法治省战略部
署，全面总结和固化了四川多年积累的
扶贫开发实践经验，确保与中央和四川
省委脱贫攻坚决策部署目标同向、工作
合拍、步调一致。

其次是里程碑式的立法意义。作
为四川省第一部关于农村扶贫开发工
作的地方性法规，《扶贫开发条例》填补
了地方立法的空白。

同时，为推进四川省扶贫开发战
略，依法规范农村扶贫开发工作，解决
扶贫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实
现和维护贫困群众合法权益，推动扶贫
开发工作步入法治化轨道奠定了坚实
的法治基础。

《扶贫开发条例》同样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该条例动员了省内各方力
量积极参与扶贫开发，形成强大合力，
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

监督
6年专项监督

开展8次执法检查

执法检查、听取专项工作报告、专
题询问、工作评议……为了确保立法实

施效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于
2015年通过了《扶贫开发条例》六年专
项监督工作方案。

就开展执法检查来说，从2015年
到2020年，省人大常委会连续开展了
八次检查，检查行动快、力度大、全覆
盖、方式新、重实效、效果好。

2017年至2019年，执法检查对全
省88个贫困县及当年计划摘帽贫困县
实现了检查全覆盖；2020年，重点选取
6个国定贫困县、省定贫困县和有扶贫
任务的非贫困县进行检查，实现了检查
类别全覆盖。

同时，检查方式高度重视暗访，为
掌握客观真实情况，获取第一手资料，
每次执法检查均采取不打招呼、随机选
点、随机抽查、随机走访等方式深入贫
困一线干部群众进行暗访。

接力
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实施
续写乡村振兴大文章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后，四川是如何继续做好乡村振兴
这篇大文章，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
群众生活改善的？

2018年，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
部署，省人大常委会将制定《四川省乡
村振兴促进条例》确定为年度立法调研
项目。2021年，该条例正式颁布实施。

记者从四川省人大农业农村委了
解到，下一步，省人大常委会将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省委乡村振兴战略，强化
立法监督，依法履职尽责，综合采取多
种方式，充分发挥各级人大职能作用。
并将持续形成工作合力，全力助推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
生活改善，为四川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贡献人大智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澜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孜孜不倦地探
索着宇宙，梦想有一天能读懂宇宙传递
的信息，揭开宇宙诞生的奥秘。如今，
在位于甘孜州稻城县海子山海拔 4410
米处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正
孜孜不倦地探寻着宇宙线的痕迹。

欢迎来到“拉索”，这里是地球“天字
一号宇宙驿站”——目前是世界上海拔
最高、规模最大、灵敏度最强的宇宙射线
探测装置。它于2017年破土动工，2021
年完成全阵列建设并投入运行。

如何在高海拔的原始无人区建成
如此规模的大科学装置？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对话了“拉索”项目首席
科学家、项目工程经理曹臻。

开启“超高能”新时代

公元1054年，北宋司天监杨惟德
观测到一颗仅次于月亮的明亮天体，更
为奇怪的是，这颗星星在白天依然散发
着光芒，当时中国、阿拉伯和日本天文
学家都记录下了这一奇异天象。

此后人们证实，这是一次超新星爆
发，这次爆发所产生的蟹状星云，是人
类历史上首颗被确认为超新星爆发遗
迹的天体。在往后的日子里，人们在各
种不同波段上研究了其光谱，使得蟹状
星云成为人类认识最全面的天体之一。

不过，在蟹状星云的图景中，仍然
缺失着重要的一环，那就是超高能的伽
马射线，“拉索”的出现，让人类得以通
过全新的视角观测蟹状星云。2021年
7月，科研人员用仅建成四分之三的“拉
索”，精确测量了蟹状星云的亮度，该成
果发布在《科学》杂志上。

超高能伽马射线研究意味着什
么？曹臻打了个比方说，“这就好比在

‘拉索’建成前，我们只能看到太阳光光
谱中的6种颜色。”

2017年，“拉索”在稻城县海子山上
破土动工。曹臻说，之所以选址稻城，是
因为宇宙线粒子穿越大气层时容易被吸
收，越是在海拔高、空气稀薄的地方设置
探测器，其捕捉的灵敏度更高，接收到宇
宙线粒子信号的可能性越大。

每天迎接数十亿天外来客

从高空俯瞰，占地1.36平方公里的
“拉索”由3个探测器阵列组成：5195个
电磁粒子探测器和1188个缪子探测器
组成的地面簇射粒子阵列；7.8万平方
米水切伦科夫探测器，分为3120个探
测单元；18台广角切伦科夫望远镜。

“三种探测器阵列分工有所不同，
相互间可印证且补充。”曹臻举例，望远

镜阵列记录的是宇宙线到达地面前在
空中发展的全过程，而其他两个阵列则
捕捉到达时的瞬间信息，“这样高度复
合型且能够覆盖多能段的探测阵列在
全世界少见。”

在无人区建设如此浩大的工程，首
先需要克服的困难就是基础设施需要
从零做起。曹臻介绍，第一拨建设团队
进驻稻城站址时，就发生了惊险的一
幕：因为没有可居住的房屋，只能扎帐
篷睡觉，当时还下着雪，群狼围着帐篷
边转边叫，但好在并没有冲进帐篷。

如今，建成后的拉索每天都会“迎
接”数十亿“天外来客”宇宙线，成为地
球上最繁忙的“宇宙驿站”。未来，“拉
索”还将通过对这些宇宙线的研究，发
现更多的宇宙奥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彦霏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乡村面貌5年巨变背后
四川两部《条例》统筹推进乡村建设

四川海拔4410米的原始无人区

5年时间建起“天字一号宇宙驿站”

◀
2018年10月
9日，在甘孜
州丹巴县开
展检查时，牧
民握着省人
大常委会副
秘书长、办公
厅主任吕华
（右）的手表
示感谢。
孙信志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