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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余丽芹）自2014年开展科技体制改
革工作以来，我州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政策措施、推进
改革举措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取得良好成效。

加强组织领导、保障工作落实。2014年9月，州科技
局牵头召开动员大会，对科技体制改革工作进行动员和
部署，成立科技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积极牵头做好政策
文本起草、改革举措落实等各项工作。三年来，召开工
作部署、督促检查等各类会议23次，组织开展调研5次，
征求各类改革意见建议9次，有效推进了各项改革工作
的落实。

完善政策措施、营造良好环境。科技部门积极开展
调研和征求意见，并结合全州科技发展现状，围绕建立
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等，起草了《迪庆州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报送州委、州政府审定。

三年来，结合科技体
制改革，我州下发了《中共
迪庆州委、迪庆州人民政
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意
见》，先后出台了《中共迪

庆州委、迪庆州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云南省委、
云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建 设 创 新 型 云 南 行 动 计 划
（2013-2017年）的决定〉的实施意见》《加快科技服务业
发展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推进迪庆州科技人才队伍
建设的实施办法》《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养管理办法（试
行）》《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科技项目经费管理实施
细则》《科技创新团队培育管理实施办法》《科技专业技
术学科带头人和科技创新后备人才选拔培养工作实施
办法》等政策措施。

推进改革成效明显。全面实施了云南省农业科技
进藏区行动，通过实施“十大工程”，有效推进“五进五落
地”，全州累计完成特色粮油作物和特色经济作物基地
投资11577万元，累计巩固和新建优质农产品基地53.44
万亩，完成特色畜产品基地投资3322万元，规模以上特
色畜禽养殖场累计达到628家，全州农产品加工业总产
值预计达到61390万元，科技投入不断得到增加。实施
了国家、省、州科技项目 185 项目，投入财政项目资金
7750万元。通过项目推动，全州产业结构得到一定程度
的调整，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得到不断强化，产业核心竞
争力不断的得到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强
度达到1.0%，累计培育认定了116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等各级各类经营主体，研发出青稞、牦牛系列等一系列
产品，梅里冰酒等 5 个产品还通过省级重点新产品认
定。全州专利申请350件，授权量144件，发明专利有效
量19件，香格里拉市被确定为全省知识产权强县试点。
通过开展各类人才认定，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等方式
积极加强人才培引。全州累计培养省级技术创新人才3
人，“三区”技术人才26人及一批科技创新带头人，认定省
级科技特派员14名，省级科技辅导员12名，州级科技特派
员96人，州级科技辅导员219人，建立省级专家工作站2
个，壮大了我州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增强了创新创造能
力。积极开展与云南农业大学和中国药科大学的州校合
作，创新开展的“一名专家、带领一个团队、服务一个产业”
的“1+1+1”专家工作站运行模式，为我州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同时，通过组织参加科技入滇等
大型推介会，进一步促进了我州企业和产品走出去和引
进来，2016年拟签约推荐项目10项，创历史新高，对外交
流合作不断得到加强。结合云南省农业科技进藏区专家
服务团、科技活动周等平台，在全州举办以葡萄种植、青稞
栽培、养鸡养牛养羊等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实用技术
培训共697期，培训82382人次，全民科学素养得到大幅提
升、增收致富的技能不断得到强化和丰富。

我州扎实推进科技体制改革
本报讯 （记者 杨云萍 卓玛拉初） 记者从香格里拉市外事和旅游发

展委员会获悉，国庆长假，该市各涉旅部门通力协作，旅游行业全力备战，
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实现安全、秩序、质量、效益“四统一”目标。

据统计，长假期间，香格里拉市共接待游客444670人次（比去年同期
37.59万人次增长18%），其中，一日游客23.55万人次、过夜游客20.92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22590.22万元（比去年同期18248.97万元增长23%），酒
店平均入住率为53.43%。

长假前，香格里拉市外事和旅游发展委员联同市发改、市场监督管
理、国税、消防、公安、安监、交通及市电视台等成员单位对全市旅游景区
景点、酒店、214沿线商铺等进行卫生和安全大检查。对存在问题下发整
改通知。

长假期间，香格里拉市外事和旅游发展委员会进一步明确责任分
工，由班子成员带头，分单位内业值班组、市场巡查及查验点值班组、联
合执法检查组三组，加大对辖区旅游市场的联合执法检查、信息上报、
案件跟踪力度，督促旅游企业按时整改存在的不足。通过持续有效的
联合检查，为广大游客营造一个安全舒适、和谐稳定的旅游市场环境。
期间，全市旅游接待情况良好，旅游市场井然有序，无重大旅游安全责
任事故发生。

国庆长假香格里拉市接待游客44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王靖萍）记者从德钦县旅游局获悉，长假期间，德钦县
加强组织领导，提前安排部署，落实工作责任，全面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全
县社会秩序和谐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旅游安全顺畅、秩序井然。全县
共接待游客112136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530.1万元。

长假期间，德钦县内虽然出现短暂降温及阴雨天气，但游客游兴不减，
旅游市场持续火热。自驾旅游群体已成为假日旅游的主力军，过境游比例
有所上升。

据悉，长假期间，该县进一步强化旅游安全监管责任，优化经营环境、
服务环境，及时公布旅游咨询、投诉电话，规范完善各类标识标牌，加大对
不法经营行为的打击力度，节日期间旅游投诉明显减少，游客满意度不断
提高，全县旅游市场运行平稳，没有发生一起旅游安全事故，期间妥善处理
了1起旅游投诉，实现了“安全、秩序、质量、效益、文明”的目标。

德钦“双节”旅游收入6千万元

秋天是个收获
的季节。连日来，香
格里拉市金江镇新
建村邓德品老人高
兴得合不拢嘴。今
年，他家与云南金锄
生物科技公司订单
种植的 14 亩蔬菜喜
获丰收，这几天正是
西红柿采摘期，他每
天起早贪黑忙得不
可开交，但是一算产
量和价格，他更是精
神百倍，忙得不亦乐
乎。

在离邓德品家
蔬菜地不远的云南
金锄生物科技公司
蔬菜基地，记者遇到
了正骑着三轮车来
交 番 茄 的 邓 德 品 。
他说：“今年家里种植了14亩番茄，这几天天
气好，也正是番茄采摘期，每天都有几千斤番
茄要采摘和交货，着实有些忙，家里两个人忙
不过来，还请了邻居帮忙。按照目前的产量来
看每亩估计在8吨以上，合同价每公斤3元，亩
产值在25000元左右，因为公司为他们提供了
种苗、竹架、肥料等，自己的种植成本只有地租
以及劳力，一季下来，每亩利润在一万多元，苦
点累点也是值得的。”

与邓德品交流才知道，以前他在村里也是
有名的“庄稼汉”，多年来一直在调整种植产业
上下功夫。十多年前，村里大规模种桑养蚕，

可是后来蚕茧价格一波动，村里的养蚕户都把
桑树砍了，改种其它作物，只有他家不仅坚持
了下来，还扩大了桑蚕种养殖规模，不仅卖蚕
茧，还学会了抽死和加工丝棉被，成了种桑养
蚕“能手”。近年来，随着蚕丝价格的上涨，他
家的收入也逐年增加。

“今年上半年，我种桑养蚕，下半年就种蔬
菜来，一年下来虽然辛苦，但是收入 10 多万
元。”邓德品感慨地说，“现在党和国家政策好，
政府就应该多引进农业企业，充分发挥群众有
田地、有劳力的优势，因地制宜带动老百姓调
整产业种植结构，增加收入。”

邓德品的致富经
● 石显尧

本报讯 （记者 王沙沙） 日前，记者从州热力开发有限公司了
解到，今年11月，香格里拉市有6个片区有望实现集中供暖。

据了解，目前，香格里拉市城区已有6个片区实现集中供暖，分
别是1区思给洛供热站、3区坛城供热站、9区云丹路供热站、14区五
凤山供热站、23区新校区供热站、25区东城区供热站。今年新增加
的5、7、11、12、15片区及2区供热站经过几个月的建设，目前，已基
本完成，香巴拉小镇、敬香村、建塘路、仁安路、祥巴林卡、仓房街等
片区有望下月实现集中供暖。

据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每个供热站的外网都有好多管
道，有些管道已经完工，有些仍在施工，部分片区供暖时间将会延
后。另外，今年，香格里拉城区还有8个片区（25、27、22、10、34、4、
36、37）正在建设中，龙潭南路、格咱路、旺池片区、新城片区二区和
四区等地明后年可实现供暖。香格里拉市地处高海拔地区，冬季寒
冷，本地居民多以燃烧木材、炭火等取暖，对生态破坏十分严重。为
了早日让城市居民能享受到冬日里的温暖，减少生态该破坏，目前，
工作人员正在加紧施工，力争早日完成工程建设，让广大居民度过
一个温暖的冬天。

集中供暖项目具有极高的生态效益，从目前已实施并投入试运
行的片区运行情况来看，当城市集中供热达到300万平方/时，每年
可节约 37.5 万立方米的木材和 3 万吨煤炭，减少烟尘排放量约为
1130吨、二氧化硫排放量约为115吨、灰渣约为0.75万吨。目前，德
钦县和维西县目前正在开展可研、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全州有
望在2020年实现全面集中供暖。

近日，位于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的鼐思·碧水蓝天景区开门迎
客。这是小中甸镇首家以体验式旅游为主题的乡村旅游点，游客在
这里既能体验藏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又可品尝藏族特色美食。

随着前来体验游玩的游客剧增，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鼐思村鲁
茸一家也忙碌了起来。

来自浙江的游客陈思佳一行一下车，热情的鲁茸一家就迎了上
来，一边说着“扎西德勒”，一边给他们献上了金色的哈达。按照藏
族的习俗，游客用圣水洗过手后就去转转经筒，转过经筒，就来到了
鲁茸家的正厅。“哇塞，藏家的厨房可真漂亮啊！墙壁和屋顶上都画
满了漂亮的图案，有栩栩如生的各种小动物，有含苞待放的花儿，有
用木有雕刻的藏八宝，还有一些精美的花瓶……”

此时，热情的鲁茸一家已经给来自远方的游客准备好了香喷喷
的藏香猪烤肉、浓烈的青稞酒、热腾腾的酥油茶、爽口的酸奶和苦荞
饼。鲁茸热情地为前来参观的游客介绍藏族文化。从器具用品到
饮食文化，从建筑到习俗，他讲得认真，游客们听得入神。“我们被这
些美酒佳肴引得胃口大开，左手拿着牦牛肉，右手端着酥油茶，不一
会儿就把桌上的食物吃了个精光。吃饱了，喝足了，还了解了那么
多的藏文文化，这次旅行真是棒极了。”

一位前来体验参观的游客说：“这里的陈设、装饰都有浓厚的藏
文化特色。我今天尝到了青稞酒，喝了酥油茶，还第一次尝试吃了
香格里拉纯绿色的藏香猪肉，入口即化，味道很鲜。这些都是我以
前从未体验过的。这里的体验式文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一
定会介绍我的朋友们过来参观体验。”

“现在我们村家家户户通过入股分红的形式，与阿佳拉旅游资
源有限责任公司一起发展鼐乡村旅游，我们除了可以在家里接待来
游玩体验的游客，家里人还可以去景区的餐厅打工，每个人每个月
有2500的工资，做得好了还有提成，我们的收入一天天增加了，我
们很开心。”鲁茸开心得和记者谈起了乡村旅游给他家带来的变化。

随着现代旅游的发展，乡村旅游已成为人们回归自然放逸身
心、感受自然野趣、体验农村生活、进行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之一。

香格里拉市六个片区下月有望实现供暖

牧民储备冬季畜草。进入深秋，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尼史村村民
刚收完庄稼后，又积极储备牲畜冬季草粮，为家畜度过漫长冬季做
好准备。 （马建军 摄）

过去，说到池卜卡步行街，相信许多市民首先想到便是垃圾随处可见，
行人要给车辆让路，人在道路两边挤，车往路中窜的混乱现象。“街霸”自行
车、电动车、汽车着实令这条步行街“徒有虚名”。

近年来，我州对香格里拉城区池卡步行街进行提质建设和集中治理，在
提升城市文明形象的同时，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为广大市民和外来游
客构建了一个健康、有序、文明、和谐的购物休闲环境。

作为香格里拉城区唯一的商贸步行街，我州在全面实施该街提质建设
的基础上，重点针对市民和商家我行我素，店外经营、音响扰民、流动商贩随
意摆摊、车辆驶入等不文明现象进行综合整治。

自该步行街提质建设以来，在香格里拉市综合执法局、建塘镇派出所等
相关部门的统筹管理下，瑞保物业管理公司进驻该街，专门负责辖区的环
卫、治安等工作。

如今，走进步行街，你会惊喜地发现，在金桥和红旗路等步行街入口已
建起了挡车柱，这让曾经一度横行的车辆、非机动车望而却步。“以前我最害
怕走这条街了，老人行动迟缓，有时候来不及让车，几声喇叭催得不知所措，
现在，修建了挡车柱，彻底解决在步行街行走时行人的安全隐患，现在到州
幼儿园接送孙女都喜欢走这里，又近又安全。”家住阳塘路的退休干部扎史
取初说。

“我认为最让人惊喜的改观莫过于长征大道和日月星辰生活区之间的
路段了。”究竟是什么样的改观让市民纷纷称赞呢？记者带着问题来到该路
段，果不其然，醒目的“治安·岗亭”执勤站矗立在那里，给人一种治安管理警
示感，还有井然有序的停车位、耐心的特勤保卫员、忙碌的环卫工人构成一
道文明风景线。

“再过几分钟垃圾车就来了，你们赶紧把垃圾装好。”早上九点多，瑞保
物业管理公司陈林正在忙着给环卫人员和商铺经营者安排垃圾处理工作。

“请把非机动车停在指定位置，请看提示牌，三轮车和自行车要分类
停放。”该公司的特勤保卫员鲁茸江初耐心地向来来往往的车主说。据介
绍，早晨9点左右，是他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前来菜市场商贩、市民络绎
不绝，他要不厌其烦地向车主交代停车事项，有时，遇上不讲理的还得忍
受谩骂。

“自瑞保物业管理公司接手池卜卡步行街，全面负责环境卫生和治安管
理以来，公司分派3名环卫工人、6名特勤保卫员，每天9：30至10点，环卫工人
负责将清理的垃圾统一装车，督促商铺经营者在规定时间内将垃圾倒在指定
位置，有效解决街面上随处乱扔垃圾的现象。另外，还分别在长征大道和日
月星辰生活区入口路段，设置了三轮车和自行车停放处，并安排特勤保卫员
以轮流执勤的方式负责非机动车停放工作，每天从早晨8点至凌晨12点全力
做好辖区内的治安工作，非机动车井然有序的停放着，给行人营造了舒适宽
松的步行环境。”瑞保物业管理公司陈林说。

经过各相关部门的协同整治和
管理，如今，步行街上流动商贩随处
占道经营，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驶
入等不文明行为得到有效治理，街面
变得有序整洁了，市民们纷纷竖起大
拇指为步行街改变点赞。

池卜卡成为名副其实的步行街

记得小学课本上有篇课文叫《挑山工》，
讲的是爬泰山时遇到挑山工的故事，他们坚
持不懈的精神给作者以人生启发也给读者留
下了深刻印象。在虎跳峡也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用自己的肩膀每天担负游客往返景区，
用自己的辛勤汗水换来美好生活，他们就是
虎跳峡的轿夫。

皮肤黝黑、身材偏小和客人说话时嘴角
总是挂着微笑，这是他们留给我的第一印
象。虎跳峡峡谷内的温度常年在20度左右，
到夏天时候最高能到40度以上。由于海拔落
差大，台阶都是45度角，一路上都能看到游客
走几步就要歇一下，喝完水后才能继续赶
路。而轿夫们每天要抬轿走8公里以上山路，
为了保持平稳只能在几个固定点休整，缓口
气接着抬。他们的额头上总是挂满汗水，汗
珠顺着鼻尖不断往下流，身上的衬衣也总是
湿漉漉的。

虎跳峡的轿夫主要来自长胜村、永胜村，年
龄从15岁到55岁不等，人数有100多人。抬轿收
入已成为这两个村的主要经济来源。

罗 兆 荣 从
1999 年 开 始 从 事
这项工作，是最早
的一批轿夫，今年
已经 55 岁。“大叔
您身体真好啊，我
们年轻人要抬上
百斤上山路都很
困难，真看不出您
已经 50 多岁了。”
罗大叔一边擦汗
一边笑着说：“在
家干农活干惯了，
这点份量不算什
么，以前我上山都
不用停的，这几年
不行了，腰和脊椎
都有毛病，走走就
得歇一下，再干两
年就准备回家休

息了。”从大叔口中记者得知，轿夫都是两人
固定一组，他们一个月平均有3000元左右收
入，他家还靠着这笔钱买了车让孩子跑运
输。另一位轿夫代恒品说，刚开始的时候收
入不行，由于价格不规范只能靠客人和轿夫
们自己协商，还存在恶性竞争，最低时候每趟
下来只有30元。现在景区统一规范了价格，
单程是150元，双程200元，各组排队轮着抬，
虽然辛苦些但大家都很知足。

谈起这些年抬轿的经历，轿夫王建荣说，接
触的人多了，什么样的情况都遇到过。今年暑
假期间一位老人观景时中暑，他和朋友免费帮
忙抬上了休息区，临走时老人还是硬塞钱给他
们，说不能让做好事的人寒心，现在想起来心里
还暖暖的。还有一位轿夫友曾捡到过游客遗忘
的相机，后来一直等着失主来取，虽然当天自己
的时间和收入都
耽误了，但赚的每
一分钱都能做到
心里踏实，不赚昧
良心钱。

辛勤汗水换来美好生活
● 杨勇

 






























































































忙着交货的邓德品。

鲁茸一家忙碌的“黄金”周
● 松学宝 杨云萍

虎跳峡的轿夫。

进入10月，梅里雪山迎来最佳观赏季节，10月底至次年5月，当地天气
晴朗，常能看到卡瓦博格主峰。日照金山、梅里雪山献哈达等胜景让众多游
客欢呼雀跃。 （和玉凤 摄）

● 央金拉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