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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石早在
铜器时代已经成
为十分普遍的宝
石， 石榴石功效
颇多， 能够促进
血液循环， 增进
活力， 起到美容
养 颜 的 神 奇 功
效， 石榴石也受
到许多女性朋友
的喜爱。 石榴石
色彩丰富， 主要
以红色、黄色、绿
色为主， 透明至
半透明， 呈现玻
璃光泽至金刚光
泽， 石榴石可以
具有星光效应 、
变色效应以及猫
眼效应。

石榴石主要
有铝系列和钙系
列， 市场上最常
见的是镁铝榴石
和钙铝榴石。 石
榴石属于中档宝
石， 但是质优的
石榴石仍然可以
具 有 很 高 的 价
值。 典当行对石
榴石的价值评价
主要根据颜色 、
透明度、净度、质
量以及切工等方
面进行， 市民在
选购石榴石时也
可以依据这几方
面选购。 绿色的
石榴石是价值最
高的，纯净无暇，
颜色鲜艳， 晶莹
剔透的石榴石价
值也相当高。 透
明度高的石榴石
折光率高、 光泽
强，颜色多样，是
人们非常喜爱的
石榴石品种。

市面上石榴
石的仿货很少 ，
区分仿品与真品
石榴石也非常简
单。 石榴石的光
泽很强， 看上去
有金属感以至于
强 光 下 有 朦 胧
感； 石榴石摸起
来很舒适很油的
感觉。

■ 得荣县委宣传部供稿

坚强的灾区群众
自力更生的重建大军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也是灾后
重建的主力军。

一年来，灾区群众自力更生、顽强

拼搏重建家园， 让伟大的抗震救灾精
神在重建中熠熠生辉。

一年来，刚走出黑色梦魇的人们，
甩开膀子， 在废墟上重新描绘自己的
安居梦、发展梦和小康梦。

“8·28”、“8·31”两次地震，使离震
中最近的瓦卡村民住房基本被损毁 ，
所有村民不得不蜗居板房。 面对突如
其来的天灾，瓦卡村民并没有退却，在
县委、县政府、乡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 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 如
今， 全村男女老少都将失去家园的悲
恸转换成重建的力量， 全身心投入到
了灾后重建工作中。

阿楚大哥一家在瓦卡居住了近 40
年，在地震中虽没有人员伤亡，但才修
几年的房屋却成了危房。 当他们站在
自家岌岌可危的住房前欲哭无泪的时
候，州县干部来到了身边，抢出家具和
粮食，发放救灾帐篷和应急食品，引导
他们要振作精神， 树立信心， 重建家
园。 随着县委、县政府抗震救灾工作的
有力、有序推进，全家人又从临时安置
点搬进了过渡安置房。

并不宽敞的板房既是一家人的厨
房，又是客厅，还是卧室。 一家六口挤
在这样简陋而又狭小的板房中， 面对
着满目疮痍的家园及频频余震， 全家
都茫然了。 在州县乡干部的反复引导、
鼓励下， 随着得荣县实施的一项项符
合科学发展的重建规划、 一系列与重
建配套的优惠政策的落实， 全家人逐
渐恢复了平静、恢复了生产，重树起战
胜困难、重建美好家园的信心。

“往年春节都是过了正月十五才
劳动，今年一过初五就坐不住了，希望

明年一家人可以在新房子里过春节。 ”
阿楚大哥已经忍不住展望起搬进新居
的生活。 一开年，便着手准备建房前期
工作 ，拆除危房 、购置钢筋 、水泥 、沙
石，聘请专业施工队，经过准备 ，他家
的房屋 7 月初破土动工。 经历了地震，
村民都知道了房屋坚固、 安全的重要
性， 都将传统的土木结构改为砖混结
构，提高了房屋的抗震性能，住起来也
更方便、踏实。 阿楚大哥家也不例外，
新房为两层的砖混楼房， 建筑面积约
400 平方米， 现已完成了一层板浇筑，
预计年底可入住。

今年，阿楚家新种植了 5 亩葡萄，
并在葡萄地里套种了西瓜 、 树椒 、蔬
菜。 平常阿楚大哥都在外打工挣钱，妻
子在家打理葡萄园、照顾老人。 随着葡
萄产量越来越高， 妻子一人已无法顾
及地里的农活与家务活。 阿楚大哥说，
等新房建好，他也不再外出打工了，要
在家与妻子一起管理好自家的葡萄
园，这几年种植的葡萄、西瓜、树椒、独
蒜等农产品产量高、 销路好、 收入可
观， 目前自己已经掌握了一些种植技
术，相信日子会越过越好。

听说要将瓦卡打造成集旅游 、生
态、 观光为一体的 4A 级旅游集镇，阿
楚大哥盘算着，等来的游客多了，一家
人还要经营民居接待， 自家地理位置
好、周边条件也不错，等孩子毕业了 ，
还可开一家农家乐……说到未来 ，平
时不善言谈的阿楚大哥变得滔滔不
绝，言行举止间充满了信心。

一间板房一家人， 一间板房一个
故事， 阿楚一家只是瓦卡及得荣受灾
群众的一个缩影。

在省州及县委、 县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 全县干部群众正用自己勤劳的
双手， 在灾后重建的伟大征程中书写
新的传奇。

党员干部
恢复重建的中坚力量

灾后恢复重建伊始，一支支“党员
突击队”、“党员先锋队”、“党员志愿服
务队”就冲锋在重建最前沿。 他们把灾
后重建作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的主战场， 谱写了一曲曲为民
务实的先锋之歌。

突如其来的地震给得荣县造成巨
大损失， 沉重的灾难使全县人民面临
十分严峻的困难和挑战。

灾情发生后， 在瓦卡镇挂职副书
记的胡欢，毅然取消了休假，退掉了订
好的往返机票，身先士卒，坚持奋战在

抗震救灾第一线。 安抚村民情绪、仔细
查看灾情、给危房拍照、统计受灾数据、
连夜制定后续救灾方案、 主动请缨扛
100 多斤赈灾物资到最危险的阿洛贡
村，饿了就匆匆吃点糌粑充饥，困了就
坐在凳子上打会盹， 家人的担忧与劝
阻，全然被忙碌的胡欢“遗忘”了。 遭受
地震重创的阿洛贡村 41 户 234 人无一
人伤亡，这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地震发生时，36 岁的高龄初产妇日
青拥忠和青羊区妇幼保健院的医生谢
静秋，一起度过了生命攸关的 30 分钟。

灾难发生后，党员干部身先士卒，
冲在最全面。 当抗震救灾进入灾后重
建阶段，在各个重建工作的“主战场”，
依然活跃着党员干部的身影。

得荣县农牧和科技局干部李朝应
熟知，技术进步是提高经济效益、促进
农业发展的根本。 经过 7 年多的实践
总结， 他探索出了葡萄＋大蒜＋花生的
立体种植模式，推广这一种植技术后，
当地人均年增收达到 3260 元。 结合灾
后重建，他加强了实用技术培训，组织
并参加了灾后实用技术培训 128 场
次，培训人数达 13328 人次，新型农民
专题培训 5 场次 580 人。

灾后重建中，得荣县委、县政府发
挥村组干部的力量，在工作推进中，优
先提拔有战斗力的干部， 特别是挂职
干部。 充分发挥基层干部的作用，把关
系老百姓的工作反映到位， 让老百姓
能够主动消解各种矛盾。 为确保灾后
重建工作稳步推进， 得荣县政府与各
级部门、乡镇，乡镇与村委会、村民，层
层签订 《灾后重建工作责任书 》3271
份，全县公职人员与单位签订《结对认
亲助推灾后重建工作责任书》1825 份，
实现责任落实横到边、纵到底，工作运
行机制更加规范， 确保了各项工作有
力有序有效推进。

灾后重建现场 ，就是各级党员干
部实践群众路线的“大考场”。 在这场
大考中 ，各级党组织 、党员干部和帮
扶部门、帮扶队员交出了三张满意的
答卷： 一张村社干部打的作风卷 ，一
张群众打的民心卷 ，一张组织部门打
的实绩卷。

三百多个日夜的风雨兼程， 党员
干部们消瘦了，脸黑了，但和群众的心
却贴得更近了。

感谢有你
我们心手相牵

青羊、蒲江与得荣人民一家亲。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 援藏干部

吹响了驰援救灾的集结号； 面对突如
其来的灾难， 援藏干部打响了驰援救
灾的“阻击战”。

这场地震也成了对 40 名援藏干
部的最大考验。 灾情发生后，援藏工作
组领队张彬、 副领队刘振晖在第一时
间赶赴灾区，地震震松了山石，阻断了
援藏干部前行的路，他们就徒步行军，
硬是走了几个小时的山路来到老乡家
里。 挨家挨户的清点受灾损失、帮助灾
民撤离、转移安置灾民……

作为对口援建单位， 面对得荣经
济增长动力不足、基础设施比较落后、
生态环境脆弱、 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
后、人才匮乏及观念比较落后等情况，
成都市青羊区提出了“民生为本、基础
为先、产业为要”的援藏总体思路。 在
最初梳理的 51 个援藏项目中，从最急
最需的项目入手，援藏干部兵分数路，
展开项目会战，扩大葡萄种植基地，加
快子庚老渠技改与瓦卡供排水工程 ，
试点乡村公交联营…… 每一个项目的
实施背后，都有一串动人的故事，这些
故事，构成了援藏干部的青春之歌、奉
献之歌。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赤霞珠请
选“得荣造”。 这两年，得荣人招待宾客
时，除了传统的地方特产得荣树椒、坨
坨肉、香猪腿外，餐桌上还多了一样得
荣特产———得荣县出产的太阳谷葡萄
酒。 作为得荣县最有优势、最大规模、
最具潜力的现代农业项目， 青羊区坚
持把酿酒葡萄产业基地建设作为对口
支援得荣的重大产业化项目， 每年从
援建资金中投入 600 万元， 目前已累
计投入 1200 万元，助推全县构建酿酒
葡萄产业链， 着力扶持得荣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转型发展， 从长远上和根
本上缓解县域农牧民群众“增收难、致
富难”的问题。

两年来， 援藏工作组先后争取到
全民健康体检等各级各类项目 29 个、
项目资金近 1100 万元；开展调查研究
近 1500 人次，走访群众 2110 人次；排
查和化解矛盾纠纷 150 余起， 帮助群
众解决实际问题 360 个； 帮扶贫困户
660 多户次， 救济贫困学生 230 人次，
捐赠钱物计 18.3 万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治穷
先治愚，扶贫先扶智，只有把 “观念扶
贫 ”摆在首位 ，把 “智力援建 ”作为根
本，援建工作才能可持续发展，得荣才
能从根本上走出贫穷落后的困境。

今天 ，在得荣这片经历过磨难的
土地上，援藏干部正用真心真情书写
着“青羊情怀”。

■ 陈云

得荣， 一座充满无限生机
的康巴高原小城。去年 8 月，这
座小城在短短三天里先后经历
了两次地震。 面对灾难，2.6 万得荣人没
有退却，大家齐心协力、沉着应对，众志
成城、抗震救灾。

灾难发生后，省、州领导高度重视，
多次到得荣灾区检查指导工作， 慰问受
灾群众。 县委、 县政府第一时间启动了
《地震应急预案》， 组织力量全面开展抗
震救灾，及时抢通“生命线”，筹备救灾物
资等及时运到灾区各个临时集中安置
点。 医务人员穿梭在灾区， 开展医疗救
治、环境消杀、疫病防控，全县各级各部
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组织干部职工深
入灾区，与灾区群众并肩战斗，成为抗震
救灾的中坚力量和战斗堡垒， 把党和政
府的关怀送到群众中， 抗震救灾工作取
得了阶段性胜利。

去年 9 月，为全面推进灾后重建，县
委、县政府结合县情，及时组织相关部门
争取省、州支持，初步形成了以瓦卡为核

心，打造瓦卡旅游集镇，辐射得荣县城、
白松新区、 因都坝生态移民开发区的灾
后重建总体规划， 全面拉开了得荣灾后
重建的序幕。

今年 3 月，县委、县政府在审视得荣
实际的情况下，制定出台了《得荣县灾后
民房重建工作方案》、《得荣县灾后民房
维修加固工作方案》、《得荣县地震民房
恢复重建贷款管理办法》，为全面科学实
施灾后重建，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今年 6 月，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民房重
建和维修加固工作的通知》，将原本计划
在 2015 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的民房重建
和维修加固工作提前了整整 10 个月，提
出了在今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民房重建
和维修加固工作的总要求， 加快了重建
工作步伐。目前，瓦卡旅游集镇打造正全
面展开，全县农户民房重建、白松新区建
设、 因都坝水源治理等一批项目已落地

生根，正稳步推进，全县 12 个乡镇受灾
公共设施建设项目正进入规划设计阶
段， 县城市政主干道路正在实施全面升
级改造，县城 CBD 综合项目已全面完成
规划，正进入筹备建设阶段，一幅生态与
发展共存、 和谐与民生共荣的美丽画卷
正在得荣大地绘就。

一年前，我们经历了 8·28、8·31地震。
一年来， 我们共同夺取了抗震救灾

的重大胜利， 共同感受到了科学重建的
力量之源。

一年后，我们不是为了纪念而想起，
却是为了前行而铭记。

嘎金雪山见证，定曲河铭记。一年之
后的今天，希望正在这里升腾。一座座崭
新的住房正拔地而起， 一个个漂亮的村
落已现雏形， 一条条宽阔的道路正在改
造提升，一个个项目建设正如火如荼，灾
区群众的幸福新生活正全面起航。

得荣，为了前行而铭记

▲今日瓦卡。

▲州委常委许春秀审阅瓦卡灾后恢复重建规划。

▲漂亮安全的学校。

▲得荣县城全景。

▲走出昨天，迎来希望。

▲安抚灾民。

▲转移群众。

▲搭建帐篷。

▲打通道路。

大写的得荣力量
———得荣地震一周年重访灾区(下)

得荣地震一周年系列报道得荣地震一周年系列报道

明年，一个集旅游、生态、观光为
一体的 4A 级旅游集镇———瓦卡，将
与游客见面。这段时间，阿楚大哥盘算
着，自家地理位置好、周边条件不错，
等来的游客多了， 一家人要经营民居
接待，还可开一家农家乐……

这些天，炙热的天气烤得人很难受。
全县干部职工却奔走在灾后重建的第一
线，为重建添砖加瓦；老乡们也正热火朝
天地修建自家的新房。 脸上掩饰不住的
喜悦和合不拢的双唇， 让人们感受到了
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变化。

一年前，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得
荣人民安静的梦想破灭。

一年后， 希望在一间间板房中升
腾，一幢幢新建的、维修的崭新住宅拔
地而起； 一个个项目建设如火如荼，田
间禾苗青翠碧绿、果实累累。

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得荣大地正在滋
长希望。地震后的一年，得荣已经焕发出生
机，在灾后重建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实。

我们相信，得荣明天定会变得更
加美好。

我们相约，再过一年，重建过后的
得荣又将重现美丽风情。山还在，人依
旧，明年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