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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叶强平 文/图）近日，在
理塘县禾尼乡的森根龙巴虫草采集
点，大雪还没完全融化，县、乡虫草采
集驻点工作组30余名工作人员和60
余名警察忙着为进山的 2000 余农牧
民群众服务。

理塘县是我州南路最大的虫草产
区，在虫草季节，全县24个乡（镇）、州
内各县的3万余采挖人员集中涌入曲
登等四乡主产区采挖虫草，虫草采集
也是农牧民副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同
时，每年的五六月份虫草季节也成为
该县隐患及治安压力最大、资源性矛
盾纠纷最为突出的敏感期。

为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理塘县
今年提早与周边五县签署了《理塘县
边界协作协议》，解决了两起边界纠
纷。在全县5个片区、24个乡（镇）召

开群众大会100余场，深入宣传《甘孜
州冬虫夏草采集管理暂行办法》和相
关的法律法规。以法、检、公、司主要
领导为组长组建4个联合工作组，负
责虫草产区的矛盾隐患排查调处、治
安巡查等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原
则，成立以区工委主任、乡（镇）党委
书记为组长的29个虫草采集管理领
导小组，具体负责本辖区虫草采集人
员的登记、办证、组织等工作。

目前，由县级领导带队，全县 24
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800多
名干部组建的57个驻点工作小组跟随
采集群众在11个进山口搭设帐篷，与
采挖群众同吃住，坚持每日巡山制度，
加强对采挖群众的服务与管理工作。
并从政法部门抽派警力200余人，确保
虫草采集管理工作有序推进。

本报讯（娜姆琼忠）为全面贯彻
落实省、州、县防汛工作会议精神，4
月23日起，稻城县水务局组织工作人
员分别对该县各乡镇、各电站、采砂
场等地进行了为期四天的汛前安全
大排查。通过对县域境内河道、堤
防、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易发的险工险

段，村寨、学校、电站主要设施以及交
通干线，在建已建工程项目，水电站、
理亚路、亚三路等重点区域进行检
查，找出了隐患，提出了整改的相应
措施，要求要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
想，积极把各项防御措施落到实处，
确保汛期安全。

稻城县

加强汛前检查 确保安全度汛

本报讯（曹家兵）近日，康定气象
站对汛期气象工作进行了安排。对
汛期气象服务工作领导机构、领导带
班、业务值班、应急值班值守和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准备情况进行了全面

检查，组织业务人员学习各项业务技
术规范、标准和管理制度，整改自查
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消除存在的隐
患；同时，对辖区26个区域站进行了
全面检查维护，确保正常运行。

康定市气象站

抓实汛期气象服务

本报讯（郑慧）近日，德格县气
象局组织业务技术人员对自动气
象站和辖区的区域自动气象站、单
雨量站进行了全面检查和校准。
重点对雨量传感器进行清洗、标

校、调试和备案记录；对太阳能电
池板、蓄电池、采集器、通讯传输等
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气象仪
器设备正常、稳定运行，为汛期气
象监测和服务打基础。

德格县气象局

检查汛前气象设备

本报讯（李鑫波）为做好2017年
气象现代化建设攻坚年工作，近日，石
渠县气象局召开工作会议，学习贯彻
2017年全州气象工作暨党风廉政建
设会议精神，对前期工作进行了总结
梳理，对重点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部
署。要求要突出气象现代化工作主

线，强化责任落实，按照时间和节点，
确保任务完成。继续加强气象基础
业务工作，做好气象灾害管理系统、气
象预警发布平台、国家突发事件预警
信息发布系统的信息发布、管理、维
护。切实加强人才教育培训，加强综
合办公系统的管理和气象宣传工作。

石渠县气象局

狠抓今年重点工作

以实际行动迎接省第十一次党代会隆重召开以实际行动迎接省第十一次党代会隆重召开

藏乡格调显风情
仲德村原始的风光最迷人

该怎样改变仲德村落后状况，改善
村民生活条件呢？“文化是一个区域的
灵魂，推进仲德村民族风情园建设，就
要立足特点‘接地气’。”县旅游局朱小
军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接地气”，
在泸州市和乡城县的合力打造下，项目
着力突显本地特色和民族特色，激活村
庄的灵性，仲德村悠久的历史文化、淳
朴的民风、丰富的物产、原始的村落，迷
人的风光，如醇香的美酒，缓缓地释放
着独特的魅力，令人流连忘返。青德镇
仲德村地处环亚丁两小时旅游圈范围，
靠近省道，交通便利，游客可以“住乡城
游亚丁”，在体验大美藏宅、穿着特色服
饰、观赏参天古树、品尝鲜甜瓜果之后，
通过亚亚路直达亚丁。

大胆尝试新思路
将民宅改造成藏式民居示范户

仲德村良好的发展前景，让政府
和村民看到了希望。政府通过招商引
资，大胆引进亲德旅游发展公司，与当
地居民联合打造精品居民接待示范

户，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藏式民居体
验。仅2015年发展民居接待示范户6
户，乡村酒店1家，接待周末休闲游人
8000余人次，旅游收入达24万元。特
扶对象阿则呷是仲德村民族风情园项
目的直接受益者，作为民居接待示范
户，亲德旅游公司不仅出资把他的家
改造成标准藏式民宅，为他提供了舒
适的居家环境，还定期把接待游客的
一部分收益交到他手上，阿则呷感慨
地说：“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和
照顾，让我们从内心感到温暖，我们会
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如今，仲德村6
户贫困户已全部脱贫，政府发展新思
路让村民们尝到了甜头。

对口帮扶扶一把
增加百姓收入才是重点

2014 年，泸州市以对口援藏为契
机，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向仲德村施
以援手，通过提升品质，打造乡城藏族
风情村，吸引游客参观入住，增加老百
姓收入。项目主要着力于建设仲德村
进村主路、学校新门至旧门路、学校旧
门口至小广场路、村东主路及商贸一
条街路沿带，村东支路、村西支路及村

中 支 路 、村 西 主 路 铺 设 高 山 石 板
10116.898平方。同时配套实施改厕改
圈，改建围墙，打造居民接待示范户，
从优化村内功能布局、方便老百姓出
行、改善环境入手，通过环境集中整
治，实现乡村环境洁净、有序、文明，示
范引导村民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增
强农民爱护环境的自觉性。

新规划的援藏项目拟在仲德村基
础上，拓展旅游新村范围，把周边布机
村、呷乃卡村、下坝村、豆改村进行升
级改造，按照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
村标准，重点打造以“藏家乐”旅游为
主体，集山水风光、人文景观、历史文
化，以及集餐饮住宿、农事参与、歌舞
表演、果园观光与采摘、民族文化及服
饰展示等活动于一体的特色旅游新
村，有力提升该区域综合发展能力，增
强发展后劲，把该区域打造成乡城县
藏乡田园景区的重要景点。

这是一个聚集了璀璨藏族文化内
涵的村落，集景城、景镇、景村、景户为
一体，设施齐全而又极具民族特色。
作为乡城县“一核两翼”布局的重要项
目，藏乡田园民族风情园区势必会在
今后的旅游发展中大放异彩。

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着邓超、白百何等著名
演员主演的电影《从你的全世界
路过》热播，那一栋栋高大的白
色藏房、一垄垄金黄的风吹麦
浪，浓郁藏族风情的经幡街、古
朴厚重的乡城县仲德广播站，让
荧幕前的观众着实体验了一把
来自香巴拉的异域风情，也让人
们把目光锁定在乡城县青德镇
仲德村民族风情园。

时间拨回到三年前，那时的
仲德村，空有独特白色藏房资
源，却居住着“插花式”贫困户6
户，村民思想落后、收入单一，主
要靠打零工、种小麦维持生计，
而且村里道路基本上是机耕道，
路面狭窄崎岖，“晴天一身灰、雨
天一身泥”，当地村民有散养牲
畜习俗和随地大小便习惯，导致
村道上粪便满地，臭气熏天，村
容村貌脏、乱、差。

“藏乡田园”小镇的别样风情

■鲁星 文/图

仲德村一角。

巴塘：科技人员田间当“保姆”

眼下，我州多地群众正在
忙碌春耕，海拔较低、气温较高
的得荣县曲雅贡乡却已是一片
麦浪金黄，忙碌着收割冬小麦
的人们三五成群地撒落在田间
地头。一张张溢满笑容的脸和
一束束饱满的麦穗构成了一幅
幅丰收的喜悦图景。

（刘小兵 金鑫 摄影报道）

理塘县

为虫草采集群众服好务

本报讯（余应琼）“清点一下，这
是你们乡的疫苗。”连日来，甘孜县动
物疫控中心工作人员免费给各乡发
放疫苗。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免费疫
苗，一边叮嘱防疫员要将疫苗注射工
作落到实处。“春季是高致病性禽流
感、口蹄疫等动物疫病易发季节，在
这个关键时期，做好动物疫病防控工
作十分重要，一定要做到乡不漏村、
村不漏户、户不漏畜、畜不漏针。”

为了做好科学防控，该县还组
织了专业技术骨干对各个乡（镇）兽
医站专业技术人员及村防人员进行
了现场培训及预防注射技术指导，

对各种生物药品的用法用量及注意
事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讲解和说
明，并对犬驱虫后犬粪无害处理相
关防控知识进行了宣传。

截止目前，该县培训各乡镇农
技人员和村级防疫人员 112 人。发
放牛出败苗89万毫升，牛副伤寒9.5
万毫升，炭疽苗8万毫升，牛羊口蹄
疫疫苗23.5万毫升，猪口蹄疫1万毫
升；猪瘟耐热苗 1万头份，小反刍兽
疫苗1.5万只份，羊三联5万毫升，包
虫基因疫苗10万头份，吡喹酮10万
片；消毒液 22 件，棉花 219 包，针头
219盒。

甘孜县

牲畜“春防”有条不紊

■见习记者 金鑫

高原的春天姗姗来迟，有着“高原
江南”美誉的巴塘县迎来了一年一度
最繁忙的春耕季节。4 月 12 日，记者
在巴塘县的乡村看到，村民们在科技
人员手把手的指导下，精耕细作。

“马铃薯种薯使用前必须经过选
种。要选择无病虫、无冻害、表皮光
滑、新鲜、大小适中的薯块作种薯。种
薯大小与最后产量成正比，小种薯所
含营养物质少，长成的植株长势弱，更
为重要的是，少数小薯还是从退化株、
病株或中途死亡的植株上收获的，不
但退化严重，而且还容易传染病害，但
如果都选大薯块作种，则用种量大，成
本高。”在巴塘县茶洛乡列窝村，县农
牧科技局科技人员四郎拥忠向正在种
植马铃薯的村民昂次介绍技术要领。

“我记下了，就按照你说的种。”昂
次反复琢磨着四郎拥忠的话，他高兴
地说，春耕开始后，县农牧科技人员就
到村里蹲点技术指导，为我们种植农
作物当好技术“保姆”。

在产业扶贫工作中，农牧民种什
么？怎么种？市场效益如何？县农牧
科技局干部职工始终牵挂于心。“脱毒
马铃薯产量高，不愁销路，我们重点向
村民推介。”四郎拥忠告诉记者，选准
了产业，还得帮助农牧民解决技术上
的难题，田间地头是科技人员的“主战
场”，春耕开始以来，县农牧科技局组
建了12人的专家技术团队，深入全县
各乡镇开展实用技术大培训活动，又
派驻19名驻村农技员开展农业技术指
导工作。通过手把手教，改变农牧民
落后传统的耕作方式，农作物产量提
高了，收入增加了，我们科技人员获得

了农牧民群众的点赞。
“你都说了半天了，辛苦了，喝口热

茶。要是没有你们教的种植方法，我们
哪有那么好的收成。”昂次热情地说。

“只要你们严格按照我们科技人员
教的方法去做，不仅产量会上去，质量
也会提高，销路就更不用愁了。”四郎拥
忠擦拭着脸颊上的汗水，笑吟吟地说。

“自从改种马铃薯以来，与传统作
物青稞、小麦相比，产量达2至3倍，产
值也翻了两番，亩产值达 9000 元左
右。”昂次笑着对记者说，在科技人员
的带动示范下，今年他准备扩大种植
规模，希望能够为家里多增加收入。

“巴塘县盛产苹果，量大、质好，加
之“互联网+”的带动，让农牧民看到了
希望，我们科技人员到现场，科学指导
苹果种植间距、深度、保墒等，让农牧
民群众学会种植、嫁接、病虫害防治和

果树管理技术，增强抗风险能力”。县
农牧科技局负责人告诉记者，开展脱
贫攻坚和产业富民，不仅要结合农牧
民群众的意愿，还要结合市场等因素，
要把科技服务贯穿到种植、管理、收成
等各个环节，切实解决农牧民群众的
后顾之忧。

“科技人员到农牧民家门口，除了
现场指导以外，还通过农民夜校等方
式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将深奥的科技
知识转化成农牧民群众听得懂的语
言，让他们学有所获。”四郎拥忠说，春
耕开始以来，该县已组织了6场技术培
训，受训农牧民群众达4000人次。

据了解，该县为了让农牧民群众
用上放心农资、种子，严格把关、科学
调运，目前已调运玉米良种12吨、农药
3吨、地膜8吨、各种肥料20吨、水果种
苗65000株等农资发往各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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