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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政事

1991年～2005年，乡城县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人民政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推行民主集中制、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等制度，团结和带领全县

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构建大香格里拉生态经济强县为目标，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和

正确的政绩观，依法行政，认真履行地方人民政府规范化服务职责。随着“八五”、“九五”、

“十五”计划的全面实施，乡城的社会政治经济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十五”期末的2005

年，全县GDP（地区生产总值）达13 479万元，分别是1991年（2 716万元）的4.96倍；农牧民人均

纯收入达1 285元，是1991年（296元）的4.34倍；粮食总产量达8 804吨，自1991年以来一直保持稳

产丰收；畜牧业方面，牲畜头数2005年达119 103头（只、匹），比1991年多18 053头（只、匹），

净增18%；工业总产值达1 660万元，是1991年（675万元）的2.46倍。

一、农村扶贫

1994年，乡城县被国家列为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全县有1 260户贫困户，6 913人生活在温饱线

（国家标准）以下，分别占全县农村总户数和总人口的37%和32%。全县有特困乡4个，特困村20

个。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1999年，全县建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达624元，人均粮食产量399千克，

解决了农村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通过国家、省、州下达的财政扶贫资金、两项资金、以工代赈资

金，先后启动了16所学校、5所卫生院、9个乡（镇）党委政府办公楼以及6个新村的建设任务，完

成107户558人移民搬迁任务，改扩建村道108.72千米，新建和维修农村民用桥梁13座，新建三面光

水渠37.2千米，新建水池7口11 050立方米，安装人畜饮水管道506千米，解决了1 697户11 033人和2

万余头牲畜饮水困难，使农村社会事业和基层政权建设得到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改善。

二、公路建设

1991年～2005年，先后完成桑（堆）乡（城）油路改扩建路面工程80.53千米的建设任务，乡

（城）得（荣）路乡城段油路改扩建工程99.605千米的建设任务，乡（城）香（格里拉）油路改扩

建工程36千米的建设任务，县城“三岔路”至桑（堆）乡（城）路巴姆山园林段、“三岔路”至乡

（城）香（格里拉）路红星桥段共计2.7千米水泥路面改造工程。同时，完成了青德、正斗两乡3.3

千米油路的建设任务，洞松乡4.2千米路基改造工程，然乌景区公路油路的铺设任务。

三、水利工程建设

2003年4月，开工建设了甘孜州最大的水利工程——玛依河水利工程。到2005年底，完成CI标

段马鞍山隧洞双向掘进2 000米，开挖土石方96 965立方米，完成工程总量的30%；完成CII标段冷

龙拥隧洞进水口掘进1 002米，开挖土石方24 775立方米，完成工程总量的20%。2002年1月，完成

了装机1×2 500千瓦的曲堆电站的建设任务。2005年7月，建成了装机4 000千瓦的麻拉生态电站。

至此，全县电力总装机容量达9 765千瓦，12个乡（镇）已全部通电。完成《乡城县定曲河、硕曲

河干流水电流域规划》编制工作。1991年～2005年，全县共计完成12个乡（镇）的人口饮水解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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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共维修改造三面光水渠300多处18 000多米、水池200口，调蓄水量30 000立方米，恢复、改善

灌面2 000公顷，新增灌面333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 100公顷；共修建人口饮水工程150处，安

装管道318 218米，解决了20 176人和47 047头牲畜的饮水困难。

四、农村和城市电网建设和改造

新建和改造35千伏线路长95.8千米、10千伏线路长417.7千米、0.4千伏线路长634.2千米，改造

配电台区261台，容量11 954千伏安。城区路灯亮化一期工程竣工，完成181盏路灯的灯具安装和地

线埋设。2004年10月，动工建设水洼35千伏变电站（容量1×2 500千伏安）、桑披35千伏变电站至

水洼35千伏变电站的35千伏输电线路工程。

五、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1998年9月，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以后，累计完成封山育林13 695.5公顷，人工造林5 070.1

公顷，飞机播种造林11.3万公顷。全县12个乡（镇）共完成退耕还林2 266.7公顷，退一还二荒山造

林1 200公顷。共发放粮改现存折卡4 568本，兑现现金884万元。

六、教育工作

1991年以后，抓住“十年行动计划”和“两基攻坚计划”项目实施的机遇，争取资金2 800多

万元，改扩建县中学、县城小、洞松乡中心校、沙贡乡中心校、定波乡中心校等14所学校，完善

了各学校的现代远程教育设施、实验器材、图书、学生用床等配套建设。2004年10月，乡城县“两

基”工作达标，顺利通过省、州督导评估，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目标。2005年，全县中小学生达

4 063人，比2002年增800余人。

七、卫生工作

1991年～1998年，乡城县利用卫生扶贫项目资金，对沙贡、洞松、正斗等的11所乡（镇）卫生

院进行扩建，使各乡（镇）卫生院的诊治条件有了改善，医疗急救功能有了提升。从2005年开始，

利用国债乡（镇）卫生院建设项目资金对然乌乡、青麦乡、沙贡乡、水洼乡等的4所卫生院进行改

造，新改造的4所卫生院建筑总面积为1 722.28平方米，总投入177万元。

八、广播电视事业建设

乡城县于2000年开始实施“村村通”工程，到2005年12月，共完成洞松、正斗、定波等乡“村

村通”广播电视工程149座。同时，率先在全州开展“户户通”广播电视工程，完成然乌乡250户

的安装调试工作和热打乡近400户的前期准备工作。全县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4.38%和

90.89%。

九、城市经营

先后编制完成《乡城县县城总体规划》，出台了《乡城县经营城市实施意见》、《乡城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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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管理办法》等办法和措施。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土地置换等多种形式，共筹集经营城市资本

626.9万元，对沿街13个部门的15幢房屋进行重建、10个部门的13幢房屋进行“穿衣戴帽”。到2005

年底，旧城改造已完成房屋拆迁3.3万平方米，总投资达7 000多万元。完成投资1 200万元的居民住

宅小区、县“四大班子”办公楼等一批具有民族特色房屋建设。引资4 000万元建设香巴拉休闲广

场（包括160套干部安心工程房）。投资约1 180万元，建设完成城区过境公路香巴拉路长0.97千米

和巴姆路、墨学街、桑披寺街、金珠路、德西街、硕曲河街共计长2.2千米的水泥路路面改造，形

成了“两横五纵”的城市格局。城镇化水平达18％。

十、自身建设

县政府切实加强自身建设，构建服务、诚信、廉洁、务实、高效的政府，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几年来，县政府共接待群众来信5万余件、来访3 860人次。

第三节　办公室工作

一、机构与职责

1981年，设立乡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1998年机构改革后，设办公室主任1名、副主任3名，

县政府法制办公室、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外事台侨办公室均挂靠在县政府办公室，内设秘

书股、信息调研股、行政后勤股。行政编制15人，行政后勤工人5人。2005年，有在职干部职工26

人。1991年～2005年，历任主任为丹巴降村、谢映平、阿基布珠、罗文良、谢均；副主任为周雄

海、钟健国、何康雷、蒲永峰、阿央邓珠、任志勇、钟健康、王彦。

乡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具有综合、服务、协调、督查职能。其具体职责是：认真贯彻执行党

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掌握各乡（镇）、部门的主要工作情况，及时准确地汇报给县政府；了解

县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动态，收集、整理、报送信息，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服务；根据县政府的工

作重点和安排部署，开展调查研究、督促检查、综合分析、提出建议，拟定有关文件、规定；协助

县政府处理日常事务，负责衔接县政府部门和乡（镇）政府工作，协助县政府领导处理部门、乡

（镇）向县政府报送的各类请示、报告等；承担县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县长办公会议和县政

府领导召集的各类会议的筹备、组织工作；负责起草、处理各类文电，草拟、审核县政府领导重要

报告、讲话和各类文件材料；安排县政府领导的公务活动，协助县政府领导处理突发事件和重大事

故；处理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组织承办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建议、意见和提案，做好催办、

反馈工作；承担县政府与办公室对口单位领导及来宾的接待工作；指导县法制办、县信访办、县外

事办、县无委办、县目标办、县救灾办的工作；负责县政府机关后勤事务管理工作；搞好政府车辆

管理、财务管理和后勤保障等多项工作。

二、经济社会发展调查研究

1991年～2005年，县政府办公室人员陪同县政府领导长期深入到全县12个乡（镇）、51个村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