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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汛 减 灾 防 患 于 未 然

甘孜日报讯 6 月 14 日至 15
日，省交通运输厅工会主席陈光华
率省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督
导组，莅临我州检查指导工作。

督导组一行到达我州后，赓即
前往基层一线看点位、查实情、问
细节、点问题、作指导，并提出工作
意见。15日上午，组织召开专题会
议，全面听取了我州防汛减灾和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情况汇报。督导组
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州防汛减灾
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所取得的成
绩。特别在防汛减灾工作中，超前
思考谋划，周密安排部署；层层传
导压力，强化责任落实；强化应急
保障，加强监测预警；全面排查隐
患，抓牢度汛准备；抓实调度会商，
及时研判汛情；加强督导检查，确
保措施落地。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中，抓好隐患排查，认真落实各项

防灾措施；做好监测预警，坚决果
断采取避让措施；搞好宣传培训，
全面提升防范能力意识；加大督查
力度，确保责任层层压实到位。

督导组要求，甘孜州要高度重
视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坚持做到思想上不松懈，始终绷紧
安全责任这根弦，全力以赴抓好工
作落实，扎实做好隐患排查整改等
工作，并做好痕迹管理。同时，要组
织开展好地质灾害突发应急演练，
加大监测预警值班值守；要进一步
加强沟通协调，州级相关部门既要
加强部门间的“横向”沟通协调，更
要加强与省上和县上的“纵向”沟
通协调，促进全州防汛减灾和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全面落地见效，全力
实现安全度汛和“零伤亡”目标，全
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 宋志勇

全面夯实责任
确保安全度汛

省督导组检查指导我州防
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甘孜日报讯 随着汛期的到来，
石渠县以安全生产为抓手，进一步
强化各项防汛责任和措施，深入开
展汛期防汛减灾隐患排查工作。

全县各乡（镇、场）高度重视，
进一步健全完善统筹协调、高效的
工作体系和防汛应急预案，组织干
部及地质监测人员深入各隐患点
进行汛情排查排险。对排查出的隐
患点，各工作组都相应提出了应急
处置方案 ，并采取日常巡查和设
立警示牌等措施，要求各辖区所在
地的包村干部、村干部高度重视，
认真做好督促监测工作，一旦发生
险情要第一时间疏散转移群众。坚
持把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做

好隐患点的应急处置工作，确保安
全度汛，万无一失。

同时加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排查，对安全隐患点进行整治。确
保汛期重点路段安全畅通，让虫草
采挖群众返程安全。各乡（镇、场）
切实加强值班值守，由主要领导亲
自带班，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进一步完善巡查、监测、预警、应急
响应等制度，实行汛期 24 小时值
班；同时加强值班信息报送工作，
确保汛期信息及时畅通，发现异常
情况，及时汇报；对于发现的汛情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灾情扩大，减
少灾害损失，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县委中心报道组 曹勇

石渠县

防灾度汛明责任

甘孜日报讯 汛期来临，理塘县
多方入手，抓实抓细防汛防灾工作。

该县严格执行“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的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责任
制，明确工作职责，夯实工作责任，
将防汛防灾首长负责制、部门责任
制和岗位责任制落实到各个环节。
对全县山洪灾害防治点，建立县、
乡镇、村三级联防工作责任，签订
目标责任书，落实防汛减灾带值
班、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灾
等各项责任，实现防汛减灾责任落
实全覆盖。

组织专业队伍，深入 24 个乡
镇，全面开展防汛减灾检查排查工
作，确保隐患能够早发现、早处置、
早排除。对于一时难以处理的，作
为重点监控对象，制定应急措施，
确保一旦发现险情，能够迅速有效

地控制局面。加快在建堤防、重点
水利工程建设，加快施工进度，确
保汛期发挥防洪防灾效用。

修订完善应急预案，对重点区
域签发防汛防灾工作明白卡、避险
明白卡。加强预案动态管理，组织
预案演练，保证预案有针对性、操
作性及实效性。按照“分级负责、分
级储备、分级管理”的原则，继续加
大物资储备，落实抢险物料，确保
应急物资数量充足。

以重点山洪灾害隐患区为重
点，抓好日常监测和安全巡查，做
好预报预警工作。加强河道监管，
全面推行河长制，加强汛期检查，
依法清理整治河道非法设障、采
砂、侵占、乱采等行为，确保沿河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县委中心报道组 叶强平

理塘县

完善预案促防汛

甘孜日报讯 为有效防范和处
置自然灾害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康
定市深入非煤矿山等高危行业领
域，全面细致地开展汛期安全检
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安排专人
督促整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切
实落实防范措施，确保安全度汛。

该市制发《关于切实加强矿库
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关于
切实做好汛期非煤矿山安全生产
工作的通知》，建立隐患排查信息
系统，要求各企业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落实防汛责任，超前谋划部署，
细化工作措施，并依托执法队、网
格员、乡村安监员队伍，对矿库、非
煤矿山企业的选矿厂及其尾矿堆
渣场、沉淀池汛期安全工作进行隐
患排查，督促完善企业（单位）事故
隐患信息档案，目前98家企业（单
位）排查一般安全隐患 433 条，已

整改433条，整改率100%。
整合公安、水务、安监、交通、

环林等部门组建督察工作组3个，
采取分片负责，深入全市70余家非
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险
化学品等高危行业和领域开展汛期
安全生产大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定
时间、定标准、定责任人进行彻底整
改，目前，三个督察组已督查21个
乡（镇、街道），下发限期整改通知3
份，约谈企业1家，责令停产3家矿
山4宗矿权，处罚款5万元。

针对监管力量薄弱、监管手段
缺乏的问题，大力推进“互联网+安
全生产”，投资 167 万元全面实施

“智慧安监”安全生产预警体系建
设，在企业的重点部位试点架设视
频监控，目前全市 33 家非煤矿山
已全覆盖先行试点，从源头防范和
遏制安全生产事故。

市委中心报道组

康定市

严查隐患保安全

想当年老索桥留下伤心事

桥下流水潺潺，桥上车

辆飞驰。6月12日，阳光下

的白玉县章都乡阿色大桥

沉稳安静，众多的摩托车、

农用车、小汽车鱼贯而行，

从甘白路驶过大桥进入一

条公路隐入两山之间。

桥在衔接、路在延伸、

车在承载，一座桥与远在

17公里外的一个村庄有了

休戚相关的命运。

这个村庄就是章都乡边

坝村，虽然几经磨难，但今天

的边坝村因为阿色桥的“变

迁”发生着嬗变，展示着靓丽

风采、书写着财富故事。

◎谢臣仁 记者 田杰
县委中心报道组 徐平波

杨娟文/图

走基层·看变化

“看到今天稳当当的水泥桥，你想象
不出这就是前几年晃荡荡的铁索桥，更想
象不出当初过悬吊吊的溜索桥……”6月
12日，一说到阿色桥，64岁的边坝村党支
部书记所批打开了“话匣子”。

“以往溜索桥的时候，最初是溜索把人
拦腰套着‘哗’一声溜过去，很吓人的，有胆
子小的一下就昏过去的；后来人坐在‘铁篮
子’里溜过去，但摇摇晃晃很危险。溜索桥后
来改成铁索桥，铁索桥新桥还好，慢慢地，风
吹雨打，桥上木板烂了，人还可以小心翼翼
地过，牛马就恼火了，一踩上去，朽了的桥板
就烂了，牛马的脚就卡伤了……”说起以往
的溜索桥和铁索桥，所批唏嘘不已。

有着同样感受的还有 57 岁的巴姆：
“你不晓得哟，是溜索桥时，山沟里连土路
（机耕道）都没有，更别说水泥路了。要出

山都是翻山走，一片山一片山地翻，从边
坝村走要走五六个小时；后来有了铁索
桥，修了土路，也要走四个小时。”

对以往桥带来不便感受最深的是村
民曲珍。2009 年，曲珍怀孕要生产了，丈
夫和相帮的村民抬着她往县医院赶，从边
坝村到阿色桥用了3个小时，等战战兢兢
跑过老索桥搭上车赶到县医院时，曲珍已
是危急至极，母子二人差点都失去了生
命。说起这伤心往事，曲珍满眼含泪。

“当时，大人怕娃娃读书过桥时掉下
河去，都要护送，一来二去，大人送烦了，
娃娃些走烦了，就放弃读书了。”27岁的村
民阿珍很遗憾自己没读过书没文化，求学
之路异常艰险让村子里像她这样年龄的
人有大半选择了放弃读书。她说，铁索桥
破烂时，牛马掉下河里是常事，人也一不

小心就往下掉，村民白马赤它就是一脚踏
空掉下河里淹死了。

“村里想把土路打成水泥路，但阿色
桥上过不了重型车，水泥石子这些建材无
法运进来，只有断了想头。不要说重型车，
连摩托到了桥上都只有推着走，还时不时
卡在桥中挪动不得。”村民格绒洛杰说，走
路走得久，骑车没安全，村子里的人都不
太想出去了，天长日久，很多人“与世隔
绝”了。

但外面的世界总让人充满向往，尽管
是尘土飞扬的土路，尽管是摇摇欲坠的索
桥，尽管到县城耗时两小时，村里的年轻
人们还是奔走在山村和城市之间，只是摩
托时不时摔在路边的沟内、时不时卡在桥
中的朽木，让一个村子的梦想停顿在一座
桥的光阴里。

看今朝致富桥带来新变化
“要是能修一座‘扎实’的水泥桥，那

该有多好。”这是边坝村民的共同心愿，也
是边坝村发展的急切期盼。

时光流转，定格在2015年7月10日。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阿色水泥桥建设在
一阵欢呼声中破土动工。

2016年7月，投资507万元、宽7米、
长 42 米的阿色水泥桥竣工。一座新桥的
诞生让边坝村民有了美好憧憬，接踵而来
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桥路“互动”，2015年11月，从阿色桥
到边坝村的17公里通村水泥硬化路开建，
2016年9月完工，彻底解决边坝村出行难。

6月10日，记者在边坝村通村看到用
摩托驮着两大袋蔬菜的21岁村民四郎巴
登，他告诉记者：“这几天大家都上山挖虫
草，我下山买点蔬菜送上去。现在桥好了、
路好了，到县城买东西快得很，只要半个
小时。”

四郎巴登说到的是桥好、路好缩短了
行车的距离，而边坝村村主任泽仁顿珠看
到的是“另一种距离”：“以前有人说我们是
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其实那是一种笑话
和无奈。交通条件好了，以往没有的观念现
在有了，以往没有的打算现在有了，以往不
敢想的事现在敢想敢做了，桥修好了、路建
好了，村子与外界算是真的连通了。”

有了好的交通条件，重型车辆开进村，
建筑材料运进来，村子面貌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旧房改造、新房矗立，整个村子以崭
新的面貌迎接着对村子充满好奇的人们。

“我是来收虫草的，这个村子不错，风
景漂亮、物产丰富。”前来收购虫草的刘银
兵对边坝村赞不绝口。边坝村土地肥沃、
林下资源也丰富，出产的青稞、牦牛、牛
奶、虫草、松茸、獐子菌吸引众多外来客。

“以往捡点松茸要到县上去卖，路不
好车抖，等抖拢县城，一筐松茸都抖烂完

了，品相不好价钱低，卖不了几个钱了。现
在好了，虫草、松茸这些特产都有人到村
子里收。不用跑出去在家门口就能卖个好
价钱。”村民青麦泽仁一边与刘银兵讲着
虫草的价格，一边与记者说着桥通路好带
来的实惠。

边坝村满沟满壑都是风景，吸引了众
多游人前来观光“耍坝子”，随着交通瓶颈
打通，以往是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各种特产
成为“香饽饽”，众多的购买人群为边坝村
带来了财富潮。

“交通好了，去年来边坝村‘耍坝子’
的人有近千人，让边坝村的特产卖得断了
货。”泽仁顿珠告诉记者，通村路修好后，
去年全村50户243人实现人均增收1230
元。路好桥通，兜里有钱，村子里面买车的
多了，家家户户都有摩托，有10家都买上
了小汽车。

告别出行难，边坝村铺展致富路。

展未来希望桥描绘美图景
桥打通现实的阻碍，也贯通心灵的道

路。
“以往由于交通不好，我没读到书，现

在交通好了，我要送娃娃好好读书，不能
让他们像我一样是个‘黑眼睛’（文盲）。”
村民阿珍的两个孩子都在县城读小学，她
说，村子以后的发展更需要知识，孩子们
读了书后会把村子建设的更好。

边坝村很重视教育，村子里适龄儿童
都在入学就读，全村专门购买了两辆面包
车，让会开车的村民轮流接送学生。他们
要让自己的读书梦在孩子身上得到实现，
让美好的希望在孩子们心中放飞。

50 户村民共同投资 200 万元建起一
座四合院，屋子里正在进行装修，30个房

间已经摆上席梦思和桌椅，民居接待的美
好图景在边坝村谋划。“今年就可以开始
接待了，预计一年最少能接待客人 1000
人、营业额达 10 万元左右。”所批给记者
介绍着发展经济的计划，满怀信心。

草原碧绿，牦牛奔跑，边坝村的草场
生机盎然。边坝村是半农半牧区，出产的
牛奶质量好，但附加值低。村两委牵头发
展奶牛场，扩大牦牛养殖，生产牛奶，增加
附加值。现在机器已经购置，预计在今年
内能建成投产。

“从 2013 年，我县启动章都乡阿色
桥、麻绒乡血加桥、赠科乡岳达桥的‘索改
桥’工程，投入1499万元，惠及7村402户
1765人，彻底解决农牧民出行难。”县交通

局相关负责人说。
“富不富先修路，实施交通先行，‘驱

赶’脱贫攻坚路上的‘拦路虎’，对全县影
响村民生产生活的陈旧铁索桥进行改造，
解决群众出行难，是县委、政府义不容辞
的责任。通过旧桥改造，白玉交通得到极
大改善，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强大的基础保
障。”州政府副州长、白玉县县委书记康光
友回顾三年前旧桥改造开工仪式的情景，
深有感触。

一座桥带来大变化，一座桥富了一个
村。桥路“挽手”，梦想延伸，在白玉县，像
边坝村这样受益于交通发展的村落正充
分发挥交通便捷带来的优势，在脱贫奔康
路上加力前进。

边
地
村
一
角
。

阿色桥。

一座桥富了一个村


