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日，凉山彝族自治州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西昌市开幕。

会上，“工业强州、农业强州、文旅强
州”“三大强州战略”不断被提及。今年，
凉山州将深入实施新一轮找资源、找矿
突破战略行动，集中开展地下“找”矿产、
地面“找”耕地、地上“找”风光等资源普
查调查，持续彻底摸清资源家底。

“甲古甘洛，千里凉山第一站”。凉
山州甘洛县，素有“凉山北大门”之称，除
了优越的地理位置优势，这里还有“中国
西部铅锌之都”的美誉。险绝峻美的大
渡河大峡谷、西南地区最大的梯田——
普昌水墨梯田等旖旎风光，为甘洛积蓄
了文旅气脉。在“三大强州战略”背景
下，新的一年，甘洛县有着怎样的发展规
划？2月2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专访了甘洛县委书记刘建波。

谈“工业强州”
加大矿产开发

统筹配置清洁能源

记者：今年，凉山州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要实施新一轮找资源、找矿突破战
略行动。甘洛将从哪些方面发力，在摸
清资源家底的同时，进一步打响甘洛的
名气？

刘建波：甘洛素有“中国西部铅锌之
都”的美誉，境内已探明储量矿种29种，
水风光能可开发量达330万千瓦。我们
将全面抢抓州委、州政府“新一轮找资
源、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全面摸清家底、
加大矿产开发，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重
塑凉山“北大门”荣光。

首先，是加大矿业探索勘探。用好
自然资源厅“定点联系”帮扶优势，争取
省州找矿资金投入，加快推进矿石量912
万吨、总价值100亿元的高丰铅锌矿出让
开发。积极开展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
动，力争增加5600万吨以上磷矿石资源
量，实现矿产资源“增储上产”，力争到
2027年矿业产业产值突破12亿元。

其次，我们要合理开发清洁能源。
科学统筹配置水风光清洁能源，加快推
进总投资16亿元的32万千瓦光伏开发项
目建设，力争总投资96亿元装机120万千
瓦的瀑布沟水电站扩机项目纳入国家能
源局大渡河流域能源发展规划，打造瀑
布沟“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力

争到2027年清洁能源产业总产值突破6
亿元。

我们还需要持续做大工业园区建
设，聚焦“打造四川可再生资源综合利用
循环发展绿色产业基地”发展定位，加快
实施总投资6亿元的园区基础设施项目
建设，持续落实“生产提能一批、在建提
效一批、落地提速一批、招引提质一批”
机制，确保7户投产企业和2户试产企业
全能达产，力争今年园区产值突破20亿
元，2026年创建省级百亿开发区。

谈“文旅强州”
全域打造特色文旅产业
呈现更多甘洛之美

记者：甘洛县有着大渡河大峡谷、普
昌梯田、马鞍山等众多美丽的风光，很多

地方值得一去的文旅“秘境”。甘洛将如
何打造特色文旅产业，助力“文旅强州”
战略？

刘建波：“甲古甘洛，千里凉山第一
站”。其实，甘洛的文旅资源是非常丰富
的。我们有国家地质公园——大渡河大
峡谷、省级自然保护区——马鞍山、彝族
神山——吉日坡，以及西南地区最大的
梯田——普昌水墨梯田等自然景观。汉
时的灵关古道、大唐的“南方丝绸之路”
均在此过境设关。我们还拥有四川省非
遗项目“甘洛彝绣”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濒危文化的“尔苏文化”。可以
说，甘洛是一处多民族和谐共处、多文化
交相辉映的旅游度假胜地。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文促旅、
以旅兴文、文旅融合，全域打造特色文
旅产业，力争2027年旅游业综合收入
突破7.5亿元，为“文旅强州”贡献甘洛
力量。

具体怎么做？首先是打造“标识化”
景区景点。抢抓用好动车开通后，日均
5000余人的旅客吞吐量“人气”机遇，打
造形成“彝乡风情畅玩游、古道文化体验
游、自然生态休闲游”等精品旅游线路，
推动民族、红色、丝路等文化资源得到最
大限度的开发利用。其次，我们还将办
好“特色化”的赛事活动，健全“便利化”
的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快旅慢
游”立体交通网、“环线联动”旅游集散
网、“高效智慧”旅游咨询网、“共建共享”
惠民服务网。此外，还要全力激活壮大

经营主体，鼓励支持民营和中小微文旅
企业发展。

如今，从成都乘坐动车，最快1小时
56分就可以直达甘洛。我们热诚欢迎八
方游客到甘洛旅游、度假，感受不一样的
甘洛之美。

谈未来发展
“同甘共苦、一诺千金”

力争2027年全县GDP翻番

记者：凉山州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2024年要对“两区三地一粮仓”的建设迈
出实质性步伐。新的一年，针对打造脱
贫地区乡村振兴示范区的目标，甘洛有
哪些工作安排？

刘建波：新的一年，我们将以“同甘
共苦、一诺千金”的新时代甘洛精神，坚
持跳出衔接看振兴、创新思路促振兴，奋
力打造“脱贫地区乡村振兴示范区”。

我们要坚持“三个精准”防返贫。对
标“不漏一户、不少一人”要求，对全县
4.33万户农户实行“网格化”管理，确保

“监测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以未
消除风险的619户（动态）监测对象为重
点，综合落实“政策兜底、保险守底、增收
托底”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的底线。

二是围绕“三大领域”补短板。围
绕“教育医疗、交通设施、公共服务”三
大领域，加快推进总投资15.4亿元的教
育均衡、医疗卫生等23个项目建设。
启动实施总投资83亿元的国道245改
建工程、42条乡村公路提升改造等51
个项目。全力保障总投资80亿元的城
市污水处理、老旧小区升级改造等39
个补短项目，推动乡村基础设施不断提
升完善。

还有就是，用好“三级政策”促振
兴。以“托底性帮扶”政策为总抓手，充
分整合用好中省定点、省内对口、东西部
协作、“组团式”等中央和省州帮扶政策，
以总投资501亿元的155个重点帮扶项
目建设为重点，推动“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组织”五大振兴齐头并进，力争到
2027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GDP）翻番、
财政收入翻2倍，实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3.57万元、财政自给率达11.75%，全面摆
脱“欠发达”地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石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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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重塑凉山“北大门”荣光
——专访凉山州甘洛县委书记刘建波

2月1日上午，南充市高坪区阙家镇，
十里八乡的老百姓扶老携幼，来赶一场

“新春大集”。
当天，由南充市委宣传部、文广旅

局、科技局、卫健委、退役军人事务局、南
充军分区政治工作处等单位联合主办的
2024年南充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
中示范服务暨全民国防教育“一月一主
题”活动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

上午9时许，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来到阙家小学，学校操场上，26家
部门（单位）将现场围成火红闹热的“年
味集市”。

把文化送下乡，竹编、蜀绘、拓印、刮
画、剪纸等高坪本地非遗展示，都拿出新

创作的“龙元素”有关作品，吸引了不少
观众打卡。操场另一头，南充市和高坪
区的书法家现场写春联、送福字活动，喜
气洋洋，墨迹未干的春联挂在操场旁的
桂花树上，喜庆的红色分外打眼。学校
操场也变成舞台，南充市歌舞剧院、南充

市川剧团、南充市杂技团、南充市大木偶
剧院带来的新春惠民文艺演出，让现场
掌声笑声不断。

把科技送下乡，市科协的服务展区
里，南充市农科院的玉米、大豆、甘薯良种
一目了然，现场发放2000袋应季种子，还
开设农作物病虫害诊断专家通道。不远
处，南充市消防救援支队的装备展示，备
受小朋友欢迎。来自农业农村局的农技
专家，在阙家镇利光村柑橘产业园里开展
柑橘树木管护现场教学。

把卫生送下乡，来自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南充医院的专家团，
早早坐在了义诊区。心血管内科、眼科、
口腔科、神经外科、消化内科、产科等10
多个专科门诊一字排开。在阙家镇养老
院，爱心服务活动同步开展，让养老院的
老人们足不出户就享受到惠民服务。

活动现场，教育和体育局工作人员

答疑娃娃读书问题，南充军分区政治工
作处的军官们解读征兵政策，公安局、司
法局、市场监管局、生态环境局等部门，
也都针对性带来惠民服务。大家不约而
同排起长队，围着专家提出疑惑与需求，
或参与多种项目体验，沉浸在这场文化
科技卫生的“盛宴”中。

据南充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廖雪梅
介绍，南充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开展27年来，各地各部门始终坚持从农村
实际和农民需要出发，广泛动员社会各界
力量参与“三下乡”、支持“三下乡”，在加
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活动日益成为
推动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和文化惠民服
务的响亮品牌和民心工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谢杰
摄影报道

南充“三下乡”示范活动年味足
乡亲们组团赶“新春大集”

现场写春联、送福字，让这场“新春
大集”喜气洋洋。

甘洛县城。阿西立古 摄

甘洛县委书记刘建波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