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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伪恶丑。
阿西土陶，据经书记载，游牧时代，赤土

乡阿西村就出产土陶。但制作工艺相对粗糙，
不便携带，没有被广泛推广使用。在农耕时代
时，生活条件改善，居所固定，曾被冷落的手
工烧制土陶倍受欢迎，土陶烧制技艺得以延续
和发展，至今已逾千年历史。后来，人们把阿
西村出产的土陶习称为阿西土陶。阿西土陶从
用途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日常用品，一种是
宗教佛事用品。阿西土陶的烧制工序纷繁复杂，
通常按采、选、炼、存、制、抛、置、烧等几
个程序完成。

区划人口

【行政区划】       稻城县辖稻坝、贡岭、东义 3 个片
区工作委员会，金珠镇、噶通镇、省母乡、桑堆镇、
巨龙乡、邓坡乡、赤土乡、木拉乡、香格里拉镇、
蒙自乡、各卡乡、吉呷镇、俄牙同乡 13 个乡镇，
建制村 89 个。

【人口】    2020 年年末，稻城县户籍户数 6354 户，
户籍人口 31355 人，其中：男性 15725 人，女
性 15630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5.6‰。常住总
人口 32916 人，城镇人口 7748 人，城镇化率
23.54%，乡村户数 5185 户，乡村人口 27945 人。

民族宗教

【民族】   稻城是一个以藏民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
县，户籍总人口中藏族人口占 97%，此外还有汉、
纳西、回、彝等民族。

【宗教】    稻城县有宁玛、萨迦、噶举、格鲁 4 大
教派 13 座藏传佛教寺庙，现有州级文物保护单
位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各两个。

经济发展

【经济建设】      稻城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32698
万 元， 增 长 2.9%。 其 中， 第 一 产 业 增 加 值
23964 万 元， 增 长 3.2%； 第 二 产 业 增 加 值
10912 万 元， 增 长 7.6%； 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97822 万元，增长 2.3%。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分别为 80.5%、-0.6%、20.1%，分别
拉动经济（GDP）增长 0.6、0.7 和 1.6 个百分
点。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生产总值 (GDP) 达
40212 元，增长 2.9%。第一、二、三产业的结
构比例经四经普调整后由上年的 16.8:8.4:74.8
调整为 18.1:8.2:73.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188 万元，同比增长 10.9%，其中：税收性
收入 3803 万元，同比减 45.41%; 地方公共财
政支出 143094 万元，同比增加 1%。全年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8646.8 元，增收 1734.9
元，增长 4.7%。全年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351 元，增收 1179 元，增长 9%。

【政治建设】       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认
真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细“六保”任务，加快创建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不断巩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天府旅游
名县创建成果，进一步强化党的基层执政能力
建设，全面夯实长治久安根基，持续推进脱贫
攻坚巩固提升，稳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
夯实发展基础，保持了经济健康发展、民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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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改善、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大局稳定、干群
奋发有为的良好局面。

全县党员干部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六次、七次、
八次全会、省委涉藏工作会和州委十一届八次、
九次、十次全会精神，持续巩固深化“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全县党员干部

“四个意识”更加牢固，“四个自信”更加坚定，
“两个维护”更加坚决。通过“领导干部带头讲、
宣讲人员广泛讲、行业部门系统讲、网络媒体
多样讲”等方式，深入全县 13 个乡镇、13 座
寺庙及学校开展全覆盖宣讲，统一思想步调、
凝聚共识共为。

【文旅建设】        编制完成《稻城县全域旅游规划》，
亚丁景区成功创建 5A 级景区，桑堆河谷红草湿
地 4A 级景区创建完成省检，赤土鹿谷、色拉花
海两个 3A 级景区创建完成州级初检，桑堆河谷
红草湿地生态旅游示范区完成省检。普查出旅
游资源 2831 个，完成 5 个星级乡村酒店建设。
香格里拉镇温泉资源勘探、开发取得实质性进
展，推进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等重大科技项目
建设和四川天文主题公园前期工作，实现旅游
收入 22.28 亿元。

开展“送戏下乡”84 场，制作抗疫宣传歌
曲《世界充满爱》，完成《醉美亚丁》等 8 件
舞蹈作品创作，《稻城县广场舞》获州第四届“新
人新作”比赛二等奖。放映农村公益电影 1452
场，121 个农家书屋、3 个社区书屋补充更新书
籍 8060 册，寺庙书屋补充更新书籍 936 册。县
政府被评为第七届国际非遗节先进单位。

【社会事业】      整合各类扶贫资金 2.22 亿元，有
序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治理、交通水利、产业发展、

新村建设等巩固提升项目 62 个，推进贫困户稳
定增收，提升脱贫质量和成色，脱贫攻坚各项
工作顺利通过国家普查验收、省级成效考核，
圆满收官。

落实教育惠民政策，实现“应免尽免”“应
补尽补”，补助学生各项经费 804.39 万元，免
除学生各项费用 76.32 万元，资助学生各项补
贴 136.43 万元。投资 4315 万元，完成 5 人制
足球场、香格里拉镇双语幼儿园、县中学及牧
区小学浴室和 17 所村级幼儿园建设项目，实
现村级幼儿园行政村全覆盖。2020 年平均分比
2019 年提升了 10.5%，全州一至八年级统测二
类模式成绩排名全州第五，获得州级教学质量
奖 15 万元。

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改扩建县医
院负压病房，建成县疾控中心 PCR 实验室，应
急防疫物资储备量保证满负荷运转 1 个月，组
建卫生应急专家组，开展疫情防控大演练，有
效防止疫情的输入和扩散。实施医疗卫生质量
提升工程，泸州市人民医院与县人民医院达成
三年托管帮扶协议。投资 1.39 亿元，启动医疗
园区、县中藏医院康复理疗中心、县卫生人才
及援藏专家周转房、海子山急救站建设项目、
东义片区中心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等项目
建设。成功创建“省级卫生乡镇”4 个、“省级
卫生村”26 个、“省级卫生先进单位”5 个、“省
级无烟单位”29 个。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就业优先，开发
各类公益性（类）岗位 476 个。城镇新增就业
510 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22 人，动态消除“零
就业”家庭。城乡低保对象动态调整 608 人，
实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农村低保对象
保障金一类、二类每人每月分别提高 90 元、80
元，分别达到 320 元、280 元；城市低保对象
保障金每人每月提高 100 元，一类、二类、三
类分别达 420 元、380 元、340 元；发放城乡



· 59 ·

县情概况

低保对象保障金 1356.68 万元。发放救助供养
金 201 万元、残疾人补贴 84.2 万元、临时救助
金 35.51 万元、孤儿生活保障金 12.87 万元。
城乡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 99.5%，财政配套补
助标准提高 230 元。

依法保障退役军人合法权益，发放双拥优
抚定补 154.78 万元、慰问金 30.5 万元、家庭
优待金 14 万元。

在金珠镇平洛村考古发现距今 10 万余年的
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对研究解决青藏高原
早期人类演化及东亚手斧源流等国际重大学术
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生态文明建设】               巩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创建成果，持续推进“山植树、
路种花、河变湖（湿地）”工程，实施天然林
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防沙治沙、湿地
保护修复、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地灾治理、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启动国土空

间规划和香格里拉镇空间规划编制。落实环境
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责任制，严
格执行森林资源管控“四个最严”制度和 16 条
措施，完成生态红线划定调整，全县范围内农
村自用材（薪炭材）采伐继续减少 50%，全县
天然水域实施全面禁捕。抓实森林草原防灭火
工作，投入 26.4 万元常态化开展区域性联动式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清理林下易燃物 5000 亩，
取缔不规范煨桑点 500 个，清理林牧区输配电
设施线下通道 183 千米，改造隐患线路 230 千
米；投入 1646 万元，完成林火视频监控系统、
巡护侦察无人机、9 个防火检查站、9 座瞭望塔、
2 处航空取水点、8 台防灭火车和 121 个规范化
煨桑台建设；投入 1535 万元，推进扑火队营房、
消防水池建设。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
大战役”，县域内地表水水质达标率 100%，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均达到
II 类，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保持在 100%，噪声
环境达到 II 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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